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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建构和谐社会是时代的要求。
但是，和谐并不是纯粹同一的组合，而是差异之间的和谐，没有差异也就无所谓和谐。
因此，社会系统各要素之间的差异便构成了和谐社会的内在基础。
当然，由于并非所有的差异都会自然地构成和谐，所以，要把握和谐社会的本质，就必须研究各种差
异的特质以及差异与和谐的内在联系。
　　吉首大学差异与和谐社会研究中心是湖南省教育厅评定的全省十大研究基地之一，其成员从文化
差异与和谐社会、价值差异与和谐社会、思维差异与和谐社会的角度对差异与和谐社会的关系进行了
积极深入的探讨，其成果令人耳目一新，富有启发意义，应当说，对于和谐社会的建设是具有重要的
借鉴参考价值的。
　研究差异与和谐社会涉及诸多内容，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其研究的重要意义也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具有突出的理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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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和谐是差异之间的和谐，没有差异就没有和谐，最美的旋律是由不同的音阶构成；但差异发展过
度也不会产生和谐，且社会极不稳定。
作立于文化差异之角度主要从四个方面研究社会和谐问题：一是研究差异与社会和谐的关系；二是研
究人类文化历史发展之差异与社会和谐的关系；三是研究人类不同民族文化差异与社会和谐的关系；
四是研究中西文化差异及其不同的和谐社会发展模式。
本书为研究文化差异与和谐社会提供了一种宏阔而独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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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易小明，1965年生，湖南龙山县人，土家族，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博士后，德国杜
塞尔多夫大学访问学者。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课题2项、省部级课题15项。
在《光明日报》《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自然辩证法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100余篇，60余
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等杂志转载，著有《社会差异研究》《文化差异与经济发展
》等著作3部，获省级优秀社科研究成果一等奖1项、二等奖2项、三等奖2项。
2001年获全国高校文科学报优秀主编荣誉称号，2001年被推为湖南省首届十大优秀青年社会科学专家
。
系湖南省省级学术带头人，湖南省重点研究基地主持人，湖南省“优秀社会料学百位人才”培养对象
，2007年被列入教育部新世纪人才支持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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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和谐：差异与同一协同　　（一）关于协同论　　协同论就是以协同学为基础的哲学理论，
它是相对于矛盾论而言的。
　　协同学是研究各种不同的系统在质变的过程中所遵循的共同规律的科学，其中心议题是探讨支配
生物界和非生物界的结构或功能的自组织形成过程的某些普遍原理。
它以一些现代最新的科学理论如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突变论等为基础，采用统计学和动力学相
结合的方法，通过类比分析，建立了一整套数学模型和处理方法，来描述各种系统和运动现象中从无
序到有序转变的共同规律。
由于它抓住了系统从无序向有序转化的临界过程的共同特征，同时又结合具体对象给出的特殊规律，
因而能够把一个学科的进展很快推进到其他学科的同类现象中去，具有广泛的适用性。
　　德国斯图加特大学哈肯教授创立了协同学。
20世纪60年代，哈肯在研究激光理论的过程中，发现激光是一种典型的远离平衡状态时的系统由无序
向有序转化的现象。
当我们将外界的能量泵浦输入激光器中，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当泵浦功率较小时，激活原子彼此独
立地发出不相关的光波列，其相位和方向完全无序，激光器就像一个普通的灯。
但是当泵浦功率增大到某一特定阈值时，就出现了全新景况：原子都变成同相振荡，发出相位和方向
都整齐划一的单色波，发射的光强随着输入功率的增加而急剧增加。
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些原子（各子系统）具有如此好的组织协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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