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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来学于今》

内容概要

《开来学于今:复杂性科学纵横论》按照作者的观点，复杂性科学并非一门学科，而是一个庞大学科群
，代表整个科学作为系统的一种新的历史形态。所以，作为一本论述复杂性科学的书，不能像信息科
学或控制理论那样阐释它的基本概念，建立理论框架，只能是总论性质的，即从科学、科学学、科学
哲学、科学史等不同角度探讨复杂性科学蕴育和产生的社会背景、历史条件、发展现状、存在问题和
可能走向，除了基本概念的阐释，更应从它的认识论、方法论、逻辑工具、思维方式等方面对一些争
论和热点问题展开论述。故名之日纵横论，或日概览，概略观览是也。虽为概览，却也耗尽了我这几
年的精力。效果如何，敬候阅者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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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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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开来学于今:复杂性科学纵横论》的写作思路是对于复杂性科学在科学史上的定位，国内外意见纷纭
，或说一门新学科，或说一个新的学科群，笔者都不认同。我主张以科学转型论来考察复杂性科学。
科学转型论不同于库恩的科学革命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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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国人写的一本系统介绍复杂性科学的著作。三星半把，这人还是毛粉
2、: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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