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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繁荣社会科学，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过程，也是社会科学研究在中国发展和繁荣的过程。
积极发展哲学社会科学，这对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对于探索有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增强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有着重要意义。
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集中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社会科学的生命在于创造，在于创新，“若无新变，不能代雄”。
新的世纪，新的千年，呼唤着社会科学的发展和繁荣，呼唤着社会科学研究的突破和创新。
换言之，没有社会科学研究的突破和创新，也就没有社会科学真正的发展和繁荣。
理论贵在创新，创新需要勇气，需要智慧，需要执著的追求和艰辛的探索；理论重在创新，创新需要
有科学的精神、科学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理论功在创新，只有创新的理论成果，才能探索规律、把
握规律，才能启示实践、指导实践，才能认识世界、改造世界。
坚持理论创新，是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神圣职责和使命。
　　社会科学研究，必须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指
导，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必须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必须坚持
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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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数字化革命的深入发展便是网络及虚拟实践的出现，但这仍然改变不了形式系统的计算机的符码性和
文化性，相反却使之进一步明显。
　　该书的突出之点是把逻辑学、数学、计算机科学以及人工智能等领域联系起来考察，并从“数字
化”这个观念出发考察以上不同领域研究对人们的思想认识和现实生活带来了哪些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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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希腊哲学的数学背景及本体观念的形成　　第一节　古希腊哲学家对本体问题的探讨与
认识　　一、伊奥尼亚学派对本体问题的认识　　从我们现在所能追溯到的历史中，伊奥尼亚学派是
最早活跃在希腊哲学史中的。
伊奥尼亚，位于爱琴海东岸的小亚细亚沿海。
在伊奥尼亚的诸城镇中，又以米利都最为著名。
米利都产生了三位哲学家，这就是泰勒斯（古希腊，约前624～约前547）、阿那克西曼德（古希腊，
约前610～前546）和阿那克西米尼（古希腊，约公元前588～约前525）。
泰勒斯认为万物的本原是水；泰勒斯之后的阿那克西曼德则针对泰勒斯的水本原不具有固定性形态的
物质实体，提出了不定者即“阿派朗”是本原；以后的阿那克西米尼将阿那克西曼德的“不定者”看
成是气，并用气来解释他的万物生成说。
他们基本上属于自然哲学家。
他们哲学的共同之处是以寻求万物的本原、始基或本体开始的，所谓“始基”或“本原”，按照亚里
士多德（古希腊，前384～前322）的话来说，就是：“一切存在着的东西由它而存在，最初由它生成
，毁灭后又复归于它，万物虽然性质多变，但实体却始终如一，人们说，这就是一切存在着的东西的
元素和本原。
”由此，希腊哲学最初以这样一些问题开始了它的探索过程：“超越时间变化的万物始基是什么？
万物始基如何变成特殊事物，特殊事物又如何变成万物始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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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西方数学文化视野下的数字化革命》的构思是从2004年开始的。
2006年，笔者发现这个题目存在一个缺陷，就是“当代数字化革命”一词当时主要指的是互联网络所
带来的革命，要出一本专著内容显得太狭、太单薄。
于是把“当代”去掉，改成了“数字化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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