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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等学校教材·自然辩证法新编：复杂性科学理论及其哲学（修订版）》从自然哲学思想演化
的历程及思考、构建于复杂性科学基础上的自组织系统论、大小宇宙的共同进化——自然与生命系统
的自组织演化论、科学研究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四个方面，在自然辩证法学科20世纪80年代研究成果的
基础上，对被誉为“最近一次科学革命的中心”的非线性复杂性科学理论的哲学概括进行了系统的论
述。
　　《高等学校教材·自然辩证法新编：复杂性科学理论及其哲学（修订版）》适于高等院校非该专
业研究生和有一定哲学基础的读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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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文化观的矛盾及统一世界的探索第二篇　构建于复杂性科学基础上的自组织系统论第四章　非线性
复杂科学理论第一节　复杂性和非线性科学理论的兴起第二节　自然界、生物界和人类社会中的自组
织现象第三节　耗散结构理论思想概述第四节　协同学理论的基本思想第五节　突变理论和超循环理
论的基本思想第六节　探索复杂性的混沌理论第七节　分形与分维：大自然的几何理论第五章　自组
织系统认识论第一节　自组织及系统特性第二节　开放、非平衡、涨落、非线性：系统自组织的内在
机制第三节　竞争与协同：系统自组织的内在动力第四节　突变与分叉：系统自组织的基本方式第六
章　非线性复杂性理论的哲学思想第一节　从简单性思想向复杂性思想的转变第二节　混沌学认识论
和方法论第三节　复杂性和非线性哲学方法论第四节　分形认识论和方法论第三篇　大小宇宙的共同
进化——自然与生命系统的自组织演化论第七章　自然、生命系统的自组织演化论第一节　自组织理
论与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第二节　宇宙进化的历程：自组织演化的世界图景第三节　生命系统的自组织
演化第四节　脑与信息：意识系统的自组织进化第八章　天·地·人：走向统一的整体世界第一节　
社会系统的自组织发展第二节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第三节　新的科学发展观与社会的全面进步第
四篇　科学研究的认识论与方法论第九章　科学研究中的感性方法第一节　科研选题的方法第二节　
获取科学事实的方法第三节　观察和实验中的机遇第十章　科学研究中的理性方法第一节　科学抽象
第二节　逻辑思维方法第三节　科学假说与科学理论第五篇　科学技术观第十一章　科学技术系统第
一节　科学技术的性质和特征第二节　科学技术的体系结构第三节　科学技术的社会组织第十二章　
科学技术的发展第一节　科学技术发展的内在根据第二节　科学技术发展的社会条件第三节　现代科
学技术发展的特点和趋势第四节　西方科学发展模式述评第十三章　科学技术的价值第一节　科学技
术的社会价值第二节　科学技术的社会价值观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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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自然哲学思想演化的历程　　第一节　“自然辩证法”概述　　自然辩证法是由恩格斯
开创的、以他未完成的著作《自然辩证法》为标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新领域。
自然辩证法研究的是自然的辩证法和自然科学的辩证法，它既是辩证的自然观和自然科学观，又是自
然科学研究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即马克思主义的自然哲学、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
　　首先，自然辩证法研究自然宇宙、生命界的系统层次结构和发展演化规律，研究自然、生物、人
类社会的辩证关系，并由此研究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范畴，如：物质、意识、运动、时间、空间、系统
、信息、规律等在自然界演化中的作用、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如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否定之
否定规律和以成对范畴形式出现的一系列规律，如：原因与结果、本质与现象、必然性与偶然性、结
构与功能、有限与无限、可逆与不可逆、有序与混沌、确定性与随机性等等在自然界中的表现，以帮
助人们树立科学的自然观。
　　其次，自然辩证法概括总结自然科学研究的辩证法，为人们提供正确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如：自
然科学研究的认识过程的规律性、自然科学的经验认识方法、自然科学的理论思维方法、自然科学认
识中的科学语言问题、自然科学知识发展的一般规律与模式等。
自然科学研究是一种发现未知事物的研究活动，是对自然界的认识活动，需要以正确的认识观和方法
论为指导。
对上述问题的正确认识，是从事科学研究和创新的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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