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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统科学哲学研究论纲

叶 立 国
(中国石油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青岛 266580)

[摘摇 要] 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方面构建系统科学哲学论纲:系统科学哲学之本

体论研究包括系统科学的“语词系统冶、系统的存在状态及其特征和系统科学的元研究;系统科

学哲学之认识论研究包括系统如何可能、系统科学知识如何可能和系统科学的认识如何可能;
系统科学哲学之方法论研究包括系统科学方法的具体内容及其相互关系、系统科学方法的性质

及其原则、系统科学方法论的元研究和系统科学知识是如何获取的。 三个方面具有内在一致

性,共同构成系统科学哲学研究论纲的有机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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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系统科学哲学的研究是系统科学相关研究的思

想基础。 系统科学哲学不同于贝塔朗菲、拉兹洛等

人提出的系统哲学,从学科定位看,前者属于具体科

学哲学问题的探讨,后者属于自然哲学的探讨,也有

学者把二者等同对待。[1] 论纲可以成为系统科学哲

学展开研究的重要框架,苗东升曾经做过相关研

究[2]18鄄20,从国际视阈看尚显不足。 随着近些年来系

统科学的高速发展,系统科学哲学研究的重要性日

益凸显。 本文将在国内外系统科学研究差异比

较[3]的基础上,从一般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

法论三个方面系统阐述系统科学哲学研究的主要内

容,尝试为系统科学哲学的研究提供研究纲领。
一、系统科学哲学之本体论

系统科学哲学本体论的研究是以一般哲学的本

体论研究为基础的。 “本体论冶这一范畴最早是由

德国经院学者郭克兰纽首先提出来的,他将其解释

为“形而上学的同义语冶 [4]35。 简单来讲,本体论是

“研究存在的理论冶 [5]66鄄67,“是对是、存在和实在的

最一般的学科或研究。 这个术语的一个非正式含义

是指,……即哲学家思考世界由什么构成。 ……但

是,更正式的含义,本体论是通过确定所有本质范畴

和阐明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来表征实在的形而上学

方面。冶 [6]21鄄22“本体论的首要任务是提供范畴的详

细目录,即实在的最一般分支。冶 [6]23

系统科学哲学之本体论研究比一般哲学本体论

研究要具体一个层次,或低一个层次。 系统科学哲

学本体论研究从系统科学基本范畴开始,涉及系统

及其系统的关系性存在本身的问题、系统演化与生

成问题,以及对系统科学的元研究等问题。 以哲学

上的本体论范畴为基础,本文把系统科学哲学之本

体论的研究内容总结为以下三方面:
第一,系统科学基本范畴或“语词系统冶。 吴彤

在复杂性科学研究中,提出学术研究应该从基本概

念开始的思路,他认为对于复杂性科学或非线性科

学的研究应该从复杂性、非线性的概念或含义开

始。[7]系统科学涉及范畴很多,尤其是在不同学科

中又存在不同含义。 库恩后期试图在某种程度上用

“语词系统冶代替其有重要创建但富有争议的“范
式冶范畴,对系统科学语词系统的研究,是作为范式

的系统科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库恩意义上的科学革

命就是用一套新的语词系统代替原来旧的语词系

统。[8]金吾伦对库恩语词系统的主要性质进行过总

结,总体上说就是“由一套具有结构和内容的术语

构成;诸术语构成一个互相联系的网络。 一本辞典

就是具有一套特定结构的词汇冶 [9]。 系统科学范式

已经逐渐形成[10],一种新的语词系统将逐渐代替经



典科学的语词系统,最明显的体现就是诸多系统科

学范式下的术语或范畴开始出现并逐渐代替经典科

学的诸多范畴。 Flood 和 Carson 在系统科学研究

中,简要介绍了 61 个系统科学范式内的术语和概

念,如组织整体、关系、反馈、输入、输出、环境、开放

系统、内稳态、熵、适应性、控制论、黑箱、正反馈、负
反馈、整体论、系统方法论等。[11]5鄄21 Ackoff 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就认识到了“系统冶这一概念在当今科

学中的重要地位,他试图建立起一个系统概念的系

统,在他的体系中,主要介绍了 11 种系统类型、4 种

系统变化、11 种系统行为类别,另外,他还对系统及

其元素之间的关系、适应性和学习、组织等涉及的共

32 个范畴或术语进行了系统探讨。[12] 吴彤也对系

统科学涉及的一些基本概念进行了深入研究。[13鄄14]

语词系统的研究是伴随着系统科学发展而发展的,
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术语或范畴的扩展;二是

术语或范畴之间组成的网络关系的发展。
第二,系统的存在状态及其特征。 这里的系统

包括贝塔朗菲提到的 “实在系统和概念系统两

类冶。[15]460国外诸多学者都在这方面进行了深入研

究,贝塔朗菲对系统的界定以及对系统特征的研

究[16]、拉兹洛《系统哲学引论》中第一部分“一般系

统论冶的探讨[17]、邦格的科学唯物主义以及系统本

体论的探讨[18鄄19] 等都属于这方面的研究。 国内也

有诸多学者对系统进行了研究,如陈忠等人的《现
代系统科学学》的第一部分“基础系统论冶基本上都

属于这方面的研究[20]3鄄165;苗东升在《系统科学大学

讲稿》中对系统的概念、系统的结构、系统的环境、
系统的功能、系统的属性、系统的形态与状态等问题

进行了系统说明,比较全面地介绍了存在的系统的

状态及其特征。[21]系统的演化也是系统的重要存在

状态,所谓系统的演化,“包括系统的孕育、发生、成
长、完善、转化、消亡等冶 [22]42。 演化特征是系统科学

区别于经典科学的重要特征,因此,对系统演化特征

的研究也是系统科学本体论研究的重要内容。 对系

统的存在状态及其特征的研究为系统科学哲学的探

讨提供了现实材料,同时它也是系统科学基础理论

研究的逻辑前提。
第三,系统科学的元研究。 这一方面的研究主

要包括:系统科学的学科定位、系统科学的存在状

态、系统科学的发展演化、系统科学的理论体系等。
诸多国内外系统科学研究的学者几乎都涉及了这方

面研究,只是研究视角、问题不同。 几乎每本系统科

学著作在开篇或第一章都会直接涉及这方面的内

容。 自钱学森以来,诸多国内外学者都构建了自己

的系统科学理论体系,这些研究都属于该方面内容。
Gigch 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做的系统科学分类学研

究也是这方面研究的重要代表,他以系统科学主要

关注的问题为出发点,依据两个不同的标准对系统

科学进行了分类学研究,把系统科学分为理论本体

型、应用本体型、理论概念型和应用概念型四种不同

类别,并对应着不同的系统理论类型。[23]179鄄191当然,
在这个方面,对系统科学各论,如一般系统论、控制

论、耗散结构理论、混沌学等相关学科存在状况的研

究,也属于系统科学哲学本体论研究的范围。
二、系统科学哲学之认识论

认识论是由“苏格兰哲学家 J. F. 费利尔在《形
而上学原理》(1854 年)一书中首先使用的冶。[4]719在

《剑桥哲学辞典》中对认识论进行了明确阐述:“认
识论:知识和辩护的本质的研究;具体说,是对知识

和辩护的(1)定义特征、(2)存在的条件和来源、和
(3)限制的研究。 这三个范畴代表了传统哲学三个

方面的争论:知识和辩护的分析、知识和辩护的来源

(如唯理论和经验论)和关于知识和辩护的怀疑论

的生存能力。冶 [24]273“认识论试图解释知识和理性信

仰的本质和范围。 它的范围也包括阐述和评价各种

怀疑论结论的论据。冶 [6]270徐向东把传统认识论的研

究归结为五个问题:分析问题、划界问题、方法问题、
怀疑论和认知辩护问题以及价值问题。[25] 简单总结

为一句话:认识论回答认识或知识如何可能,主要探

讨作为存在的认识的本质及发生、发展的规律,以及

对认识的辩护等。
系统科学哲学之认识论研究的主要内容可以简

单概括为系统科学知识如何可能的问题。 这里的知

识主要指系统科学科学学科(钱学森等人称之为系

统学)的知识,也包括技术学科和工程学科。 系统

科学哲学认识论的建构论转向使其在研究内容方面

明显区别于经典科学。 系统科学的认识论研究在学

科内部具有重要地位,甚至 Gigch 直接把系统科学

称之为认识论领域的学科。[26]对于该问题的探讨主

要包含以下三方面内容:
第一,系统如何可能。 系统的存在是系统科学

知识可能的基础,因此对于该问题的探讨是系统科

学之认识论研究的首要内容。 和经典科学的研究类

似,国内外对于该问题的研究也主要存在两个对立

的观点:实在论与建构论,部分观点处于二者之间。
实在论观点认为,系统客观存在于现实世界,系统科

学是对现存的系统进行研究的科学。 部分国内外学

者坚持实在论观点,国外较有代表性的是加拿大系

统哲学家邦格,他认为:“每个事物都是系统或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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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分。 这一原理对具体事物和观念都同样适用。
原子、人、社会以及他们的成分和由它们所组成的事

物都是这样。冶在他看来没有孤立的事物,“世界是

系统的世界冶 [18]11鄄20。 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系统

观也是典型的实在论观点。 国内学者中,大多数都

持实在论观点。 如苗东升认为:“现实世界中系统

是绝对的、普遍的,非系统是相对的、非普遍的……
一切事物都以系统方式存在冶 [22]22;许国志等人编辑

的《系统科学》也持这样的观点,认为“系统是一切

事物的存在方式之一冶 [27];另外,李曙华[28]、陈

忠[20]、邹珊刚[29] 等人的著作也都是建立在实在论

基础之上。 持建构论观点的代表人物是 Klir,他认

为:“所有系统都是人工抽象物。 它们不是自然呈

现给我们被我们发现的,而是我们通过我们的感知

和精神能力在经验领域内的建构。 要求与真实世界

对应的系统概念是虚幻的,因为没有办法核实如此

的对应。 除了通过经验以外,我们没有机会接近真

实世界。冶 [30]88,[31]Bhola 同样认为系统“边界冶不是

先验存在,而是被系统思考者在主观内容上为了专

门的需要建构起来的。[32]Boulding 认为:“系统没有

必要与我们周围的真实世界相联系。 它研究所有从

任何具体情景和经验知识中抽象出来的可以想象到

的关系。冶 [33]当然,除了坚持这两种观点的学者以

外,还存在大量学者像哲学认识论研究一样行走在

实在论与建构论之间,本文不再多述。 总之可以说,
对该问题的回答,两种观点并行,国内实在论观点占

优,国外建构论观点占优。
第二,系统科学知识如何可能。 知识如何可能

的问题是哲学认识论的核心问题,当然在系统科学

哲学这里也必然是一个重要的需要探讨的问题。 哲

学认识论对于知识如何可能的探讨是不区分经典科

学与系统科学的,但是以前哲学探讨所针对的或主

要使用的基础性资料都属于经典科学知识。 无论是

从知识本身的特征还是从知识的获得途径看,系统

科学知识相对于经典科学知识都发生了重要变革,
这必然为系统科学知识如何可能的问题提供新的材

料。 系统科学知识的出现和发展必将改变传统认识

论中的某些观点,同时,也使新的认识论观点成为可

能。 国内外对该问题的具体研究现在还比较少,日
后有待研究的进一步展开和深入。 对于该问题的回

答,同样主要存在两种观点:实在论或建构论,以及

行走在二者之间。 在经典科学界,实在论观点明显

占据主体,但是,在系统科学界则明显不同,建构论

已经逐渐成为了系统科学界的主流观点。[30] 对系统

持实在论或建构论观点的人基本上对系统科学知识

持相同的观点。 在系统如何可能问题的探讨中已经

对主要代表人物进行了说明,不再重复。 国内系统

科学界大多数学者都坚持实在论观点。 对于系统科

学知识如何可能持建构论观点的人除了上文提到的

Klir 以外,V觃mos 也是系统科学建构论的重要代

表。[34]总之,对于该问题的回答构成了系统科学哲

学之认识论的重要研究内容。
第三,系统科学的认识如何可能。 认识如何可

能是对系统科学认识本身的探讨。 马克思主义哲学

的认识论主要研究认识自身,认识的本质、结构、过
程等。 系统科学哲学认识论的这部分研究内容即是

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基础上对系统科学认

识进行哲学探讨。 苗东升系统科学哲学论纲中的认

识论即是在这个方面的研究。[2]18鄄20系统科学的认识

过程相对于经典科学的认识过程而言已经发生了显

著变化,它不再依托传统的获取知识的模式———
“观察—归纳冶或“假说—演绎冶。 系统科学认识模

式逐渐转化为哲学思辨、系统仿真建模等方式,如一

般系统论就是通过哲学思辨获取系统的相似性或同

型性,从而建立系统的一般理论;控制论也是通过思

考动物与机器的结构同型性或相似性而创立的理

论。 正是由于系统科学认识方式已经发生了明显变

化,因此必然要求对系统科学的认识进行专门探讨,
通过对认识的结构、认识的过程、认识的方法等的深

入研究洞悉系统科学认识的本质。 这种研究不仅可

以推进系统科学认识方法的发展,进而推进系统科

学理论和方法的进步,还可以反过来影响哲学认识

论的发展。 系统科学认识论相对于一般哲学认识论

而言,更加接近具体科学,必然为更一般层次的哲学

认识论的发展提供重要例证,推进哲学认识论的发

展。 国内外系统科学界对这个方面的研究都不是太

多,且有待深入。 国外系统哲学界基本上不在这个

视角上进行探讨,但是他们在系统科学方法论的研

究中渗透着诸多这方面的内容。 国内这方面的研究

也不是太多,李建中对系统认识论的研究属于这个

方面,他在比较了黑格尔、马克思的认识论基础上对

系统认识论进行了一定探讨。[35] 苗东升对这个问题

也进行了初步探讨。[2]18鄄20,[36]在这一角度上,系统科

学认识论与方法论的研究存在诸多交叉之处,某种

程度上具有一致性,对认识过程的研究事实上就是

对认识方法的研究。 因此,这方面的研究可以成为

沟通系统科学哲学认识论与方法论的桥梁。
从系统科学哲学认识论的发展和研究内容、问

题来看,它并没有带来认识论领域的根本变化,只是

为认识论的研究增加了新材料、提出了新问题。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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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说它并没有带来认识论模式的变革,只是改变了

不同观点在认识论中的地位。 系统科学认识论的研

究会伴随着哲学认识论的研究永远进行下去,也许

人类理性永远无法得出确定性的结论,正像哲学也

许正在做一件注定失败的事情一样。[37]

三、系统科学哲学之方法论

一般来讲,方法论是“关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

界的方法的学说和理论冶 [5]8。 20 世纪中叶以来,西
方科学哲学界关于方法论的研究出现了一股新趋

势,主要表现在冲破对科学理论静态的逻辑分析,从
而把对方法论的研究同科学发展史联系起来,如波

普尔、库恩、拉卡托斯和费耶阿本德都试图从方法论

角度说明科学理论的革命和发展。[4]205在《剑桥哲学

辞典》中给出了一个兼容以上但更偏重于后者的论

述:“方法论是科学哲学的一个分支,它与知识论密

切相关,探究科学达到关于世界的预置真理的方法

和批判性地探究这些方法的基本原理。 在科学中理

论被承认的问题,证据和假说之间确证关系的本质,
科学断言能被观察数据证伪的程度等这些问题都是

方法论所关注的问题。冶 [24]700总之,在当今科学哲学

界,方法论在两种含义上被使用:一是论“科学研究

的方法冶,即对科学研究方法的研究;二是科学的规

范性研究。 从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到培根的《新
工具》,以及国内李志才等的《方法论全书》、吴彤的

《自组织方法论研究》、黄欣荣的《复杂性科学的方

法论研究》等都是在第一种含义上使用方法论的。
第二种含义是知识如何获取或为获取的知识进行逻

辑辩护。 从波普尔、库恩,到拉卡托斯、费耶阿本德

等都是在这一意义上使用的。
系统科学哲学之方法论即是以系统科学方法为

研究对象,探讨获取系统科学知识的路径及其特征。
“系统科学首先具有科学方法论的意义冶 [2]18鄄20,进
一步 讲, 系 统 科 学 就 是 一 门 方 法 论 性 质 的 学

科。[20]13,[23],[29]1,[38鄄40]Klir 把系统科学方法论看作通

常意义上一门学科三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之

一[41],Flood 等人也提到“系统科学的一个重要研究

领域是通过方法论把它的概念应用到当今的解决问

题、计划和决策当中冶 [11]5。 国外系统科学界探讨的

系统科学方法论主要涉及硬系统方法论、软系统方

法论、批判系统方法论等,但主要是介绍解决问题的

方法,而非对方法进行系统的哲学研究;国内相关研

究刚刚展开。 本文把系统科学方法论的研究内容总

结为以下四方面:
第一,系统科学方法的具体内容及其相互关系。

方法论的核心内容是论方法,因此,对系统科学方法

具体内容的探讨就成为了系统科学方法论的首要也

是基础性内容。 从时间顺序来看,系统科学方法的

内容可分为三个阶段,传统系统科学方法(一般称

老三论时期的系统方法) [42]、自组织系统科学方

法[43]和各种系统思考方法。 系统科学方法之间的

关系、方法体系即分类学探讨是该部分的第二个研

究内容,即以具体方法的研究为基础系统梳理系统

科学各种方法之间的关系,并尽可能建立起系统科

学方法体系。 国内外对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方法

相互关系的研究相对比较深入,但是对于所有的系

统科学方法而言,这方面的研究还刚刚起步,国内外

少有系统研究。 陈忠把系统科学方法论内部方法的

相互关系进行过初步分析,划分了三个层次:“系统

科学方法论原则冶;“以各种理论为出发点的各种认

识系统规律性的方法,处理系统一般问题的方法冶;
“针对某类具体的系统问题的方法冶。[20]613鄄614对系统

科学具体方法的分类学研究为方法论的后续研究提

供了体系化的研究对象。
第二,系统科学方法的性质、特征及其原则。 系

统科学各方法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构成一个有机

体系。 对这些方法的性质、特征以及原则的探讨有

利于更全面地认识系统科学方法的整体特征,有利

于系统科学方法的普遍运用,也使得系统科学方法

自身更加系统。 魏宏森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的时候

就对“系统科学方法论的基本特征冶进行了探讨,提
出了系统科学方法论具有的八大特征[42]64鄄70,但是

笔者认为,作者所谓的特征应该是系统科学方法的

特征而非方法论的特征。 当前学界诸多对系统科学

方法论性质、特征和原则等的研究事实上都是对系

统科学方法的相关研究,对方法的研究恰恰是方法

论研究的重要内容。 吴彤在具体阐述自组织方法的

基本内容基础上研究了自组织方法论的几个重要特

性[43],朴昌根对系统方法的基本原则进行了简要总

结[44],Laszlo 对系统哲学方法论的原则以列表的形

式进行了说明[45]。 对系统科学诸多性质、特征等的

研究对于方法的实践应用以及方法论研究都能起到

巨大推动作用。
第三,系统科学方法论的元研究,即系统科学的

学科地位、特征及其哲学意义。 这部分内容属于系

统科学方法论的元研究,即对系统科学方法论自身

进行的研究。 系统科学方法论是以哲学上的方法论

为基础,区别于经典科学方法论发展起来的理论体

系。 系统科学方法论学科地位的研究涉及其与系统

科学哲学、系统科学的具体科学之间的关系,认清它

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对于系统科学的整体发展大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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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 所谓系统科学方法论的特征是指与经典科学方

法论的差异,深入理解两者的差异才能从根本上弄

清系统科学方法论相对于经典科学方法论所引起的

革命性变革所在。 对这种变革的探讨是系统科学哲

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对系统科学方法论学科性质的

认识反过来会促进系统科学方法的发展和完善。 总

之,对方法论的元研究至关重要,Warfield 认为,科
学由两部分组成,“主体冶和“方法论冶,他认为:“没
有方法论的主体就像没有身体的脑袋;没有主体的

方法论就像没有脑袋的小鸡,在血腥的牲畜棚里戴

着枷锁扑腾。冶 [46]

第四,系统科学知识是如何获取的。 以系统科

学知识为对象的方法论研究在学术界尚未引起重

视。 传统科学哲学主要就是探讨方法论问题,从孔

德等人的实证主义到波普的证伪主义,再到库恩的

范式理论、费耶阿本德的反对方法等都是为知识如

何获取提供理论辩护,但是他们的理论主要针对的

是以实在论为认识论基础的经典科学知识。 对于部

分坚信实在论的系统科学家而言,传统科学哲学的

方法论虽然存有诸多争议但依然适用。 系统科学认

识论方面的建构论转向必将引起方法论的重要变

革。 以建构论为基础的系统科学知识如何获取,或
者说是否存在获取这种类型知识的原则或方法就成

为了系统科学方法论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 笔者认

为,由于系统科学知识及领域的特殊性,相关的方法

论研究前景广阔,甚至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复苏传

统科学哲学,笔者将另文专门探讨该问题。
四、结语:研究纲领的一致性

正像哲学上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具有内

在统一性一样,系统科学哲学之本体论、认识论和方

法论研究也具有明显的内在统一性。 本体论的研究

提供“是什么冶的问题,即系统、系统科学以及系统

科学知识是什么的问题;认识论回答系统科学知识

“如何可能冶的问题,为获取系统、系统科学知识的

合理性进行辩护;方法论的研究提供知识“如何获

取冶的问题,即获取知识方法的研究。 这种内在统

一性,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共同推动系统科学哲学

乃至具有跨学科统一性的系统科学的发展。 系统科

学哲学除了以上三方面主要内容之外,还包括其他

一些哲学问题的探讨,如系统科学价值论、系统科学

引起的观念变革、系统科学及其技术与社会的关系

等问题。 对所有相关哲学问题的探讨必将加深对系

统科学理论、方法及其技术成果的认识,同时推进系

统科学哲学的研究进程,为哲学知识论的探讨提供

重要的基础原料。 诸多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可以形

成一个正反馈回路,最终推动系统科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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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Outline of Philosophy of Systems Science

YE Liguo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Qingdao, Shandong 266580, China)

Abstract: The outline of philosophy of systems science will be constructed from three aspects of ontology, epistemology and
methodology. Those of ontology involve lexicon of systems science, existing statu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system, and meta鄄research of
systems science; those of epistemology involve how system is possible, how knowledge of systems science is possible, and how
cognition is possible; those of methodology involve specific contents and their mutuality of systems science methods, characteristics and
principles of systems science methods, meta鄄research of systems science methods, and how the knowledge of systems science is
obtained, which constitute the organic holism of philosophy of systems science.
Key words: systems science; philosophy of systems science; outline; ontology; epistemology; method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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