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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系统辩证学观点看混沌学的后现代特征 

魏 屹 东。 
0 。 

将一晓 
摘 要 混沌学遗门被称为 20世纪继量子力学和相时论之后的第三次科学革命的崭新学科， 

与几乎同时出现的后现代主义这种新文化思潮有着微妙的联系 运用杀统辩证学观点分析了混沌 

学所具有的后现代特征，认为这些特征表现为：确定性系统的奇异性；多极性的协同整合性；思 

蔷体 耋 喜兰蓑主 定 ．内鼽睦；混沌方法 0 手 ， 关键词混沌学；后现代性；确定系统；．内随机性；混沌方法 f u J乙 口l匕， 
—— 一  纯辨证苫 

后现代主义作为 20世纪中后期 出现的一种新 代主义主张的世界的复杂硅和多样性的观点不谋而 

的文化思潮，以其分离、解杓、消解、重构及非中 合 

心化为特征的 “后现代性”和具有传统主义、反本 

质主义和反表征主义的实质，对整个人类杜会的方 2 多极性的协同整合性 
方面面有着十分重大的影响 混沌学作为奉世纪维 

量子力学和相对论之后的第三次科学革命 ，对人类 传统科学认为 ，系统某一复杂 的行为只能是复 

整个知识体系及各种系统论都造成了一次巨大的冲 杂原因的结果，简单行为是简单原因的结果，即，复 

击，它与几乎同时形成的后现代主义有着千丝万缕 杂原因产生复杂结果，简单原因产生简单结果。混 

的联系，在许多方面表现出十分明显的后现代性特 沌研究表明：多报系统的协调和谐作用使得简单系 

征。 统间的协同和谐作用可产生复杂的混沌行为，简单 

性和复杂性协同和谐作用，相互包容，相互整合。奇 

1 确定性系统的奇异性 怪吸引子的揭示，就意昧着简单系统受复杂运动状 
态的支配，著名的逻辑斯蒂方程 (非线性)表明在 

混沌是确定论系统的内随机性 ，是完全由规律 某种情况下简单系统成为极复杂运动的基础。 

支配的无规行为，混沌学研究确定性系统的复杂性 必然性和偶然性 、确定性和非确定性在混沌学 

和多样性 ，即确定系统的非确定行为，有序系统的 中得到了充分的统一和整合。混沌学产生之前 ，决 

无序行为 ，稳定系统的非稳定行为等，明显具有反 定性和随机性在科学中基本上是对立的 ，经典物理 

传统科学的后现代性特征 混沌学是在传统科学基 学和相对论给 出了决定论的世界图景，统计物理学 

础上的拓展，是以确定系统为前提的。它所揭示的 和量子力学始 出了随机性的世界图景，两种世界图 

确定系统具有的分叉、分形、奇怪吸引子对初值的 景相互对立。混沌研究为解决这一矛盾提供了一种 

敏感性、长时间内的不可预测性、普适性等奇异特 全新的思路和方法，其深刻之处在于揭示出确定性 

性，大大丰富了人们对非线性系统非平凡行为的了 系统的内在随机性，即随机性 (偶然性)是系统本 

解，深化了人们对确定性系统不确性的认识。混沌 身固有的，确定性中包含着随机性，混钝是确定性 

学这种探索确定系统复杂性和多样性的目标与后现 (决定性)和随机性的矛盾统一体 。混沌运动真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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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了随机性存在于确定性之中，确定性 自己规定 自 

己为不确定性 ，即确定性自己产生了随机性，从而 

使决定性和随机性得到整台。 

从牛顿到爱因斯坦的自然科学都将有序理解为 

事物空间排列上的规整性和时间延续上的周期性 ， 

而无序被理解为空间上的偶然性和时间上 的随机 

性 ，并且认为世界本质上是有序的。有序即有规律 ， 

无序即混乱。混沌学研究动摇了这种信念，其研究 

表明：有序的事物 中包含着无序 ，无序的事物中也 

包含着有序。如太 阳系的严格周期运动有非周期性 

的一面，热平衡这种曾被认为是完全无序的状态又 

存在涨落这种有序 因素，混沌运动恰是这种有序和 

无序的矛盾统一体 。不过混沌不是一种简单的有序 

态，而是一种复杂的有序态，我国著名混沌学家郝 

柏林称这种复杂有序性为 “混沌序”。看来 ，混沌是 
一 种嵌套在无序中的有序，一种更高级 、更复杂的 

有序。 

· 稳定性和不稳定性在混沌学 中也得到了很好的 

整合。由于对因果决定性的偏爱 ，认为系统稳定性 

是积极的、建设性的。混沌学研究逐渐改变了人们 

的这一观念，揭示 出不稳定性是普遍存在的，并且 

具有革命性作用 ，这种革命性表现在系统是通过失 

稳得以发展的。奇怪吸引子是一个结构稳定性的，而 

它的运动轨道是不稳定的，它是结构稳定性和轨道 

不稳定性的统一体 。混沌中的倍周期是较小周期失 

稳并为稳定的较大周期取代的结果。看来，投有周 

期失稳 ，就没有稳定的混沌运动 。 

3 思维方式的整体化 

从思维方式上看，后现代主义主张一种有机整 

体论思维方式，反对传统科学的分解一还原的机械 

论思维方式。混沌学同协同学、耗散结构理论和超 

循环论一样 ，主张整体思维 ，其着眼点在动态系统 

本身，而不是系统 中的某一部分。奇怪吸引子、蝴 

蝶效应、分形等成果无不是整体思维的产物，而这 

些成果本身就是系统的整体行为。但混沌学的整体 

论方式并不完全排斥分析一还原方式 ，它是一种既 

包 含又 超越了分析一还原思维 方式 的整体思维方 

式 ，这种整体论 的思维方式源于混沌学的研究对象， 

它所研究的对象是一个有机体和无机体密切相互作 

用的、永无止境的复杂的网络 。也就是说研究对象 

的整体性 ，决定 了其思维方式的整体性。这正符合 

人们的认识和学科的发展是从综合到分析再到新的 

综合这样一个辩证发展过程 。古代科学基本上是朴 

素的整体思维，如世界统一于水、火、土、气，等 

等。近代科学是基于传统分析思维，牛顿理论是这 

种思维的产物和代表。现代科学是科学的整体思维 

在起作用，混沌学的思维方式就是这种思维的代表， 

可称之为“混沌思维”。混沌思维就是一种整体思维， 

凭借这种混沌思维，混沌学取得了巨大的成果 ，使 

人类思维方式从简单性转 向复杂性 ，从可逆性转向 

不可逆性，从存在转向演化 ，从决定论转 向非决定 

论 ，从线性转向非线性，人类思维发生了巨大变化。 

可 以预见，混沌思维必将成为现代科学的一种主要 

思维方式。 

4 方法论的综合化 

混沌学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从混沌思维方 

法，我们 自然可 以得 出一种可称之为“混沌方法”的 

方法论。这种源于 “混沌思维”的 “混沌方法”既 

包含混沌学的具体研究方法如建立模型、数值计算、 

哲学思辨等 ，也包含科学方法论意义上的方法 ，它 

是具体方法与抽象方法的综合统一。由于具体方法 

蕴含在方法论之中，所以这里只从方法论高度探索 

混沌方法。 

混沌方法说到底是一种系统综合方法 。具体是 

整体方法、非线性方法。混沌是系统的一种整体行 

为，它本质上不能用传统 的还原方法来把握 ；混沌 

是非线性复杂系统 ，不能用传统的线性方法去认识 ； 

混沌运动是一种用传统定量的、精确的、解析的、逻 

辑的方法难 以凑效 ，必须运用定性的方法 ；混沌是 

确定性系统的内随机行为，确定性联系着重有序性、 

可逆性、可预言性 。随机性联系着重无序性、不可 

逆性、不可预言性 ；确定性方法刻划有序的、可逆 

的、可预见的过程；随机性方法刻划无序的、不可 

逆的、不可预见的过程 。既然混沌是确定性和内蕴 

随机性的统一体，那么两种方法的结合就是必然的。 

总之，混沌方法是一种全新的方法，与后现代主义 

在方法论上主张的整体论 方法是一致的，具有明显 

的后现代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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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期 何捷一 邓小平理论中幕皖思想和系境方法韧探 

Preliminary Explore t0 the System Thoughts and M ethodology 

in Deng Xiaoping’s Theory 

He Jieyi 

(Zlwngna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mw&s) 

Abstract As Dcng Xiaoping designed a great blueprint for Chinese socialist construction，he 

made a correct assessment of the situation，stood high and saw far．He utilized deeply dialectical 

thought and the system thought and methodology，made the best design for Chinese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construction．It fully displayed“chief designer’”s great artistic talent and  strategy． 

Key words great artistic talent and strategy；dialectical thought；system thoughts and 

method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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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modernity Features of Chaos Science Seen 

from Systemic Dialectics 

W ei Yidong 

(Shanxt Univer．~ty) 

Abstract Chaos science is known as the third scientific revolution after quantum mechanics 

and relativity in the 20th century，and  has something to do with postmodernism which emerged 

almost simultaneously with it．Using systemic dialectics，the author revealed and analysed the 

postmodernity feathers of chaos science including strangeness of deterministic system ，coordina— 

tion and unity of multipolarity，entirety of thinking and synthesis of methods． 

Key words chaos science；postmodernity；deterministic system ；inherent random ；chaostic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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