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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大脑是极其复杂 尚且高度有序的 自组

织结构
,

它是生物进化的
“

最高结晶
”

自组织

结构在 自然界 包括人类社会 中是广泛而普遍

存在 的 在生命世界 中
,

动物体与植物体中的

结构组织 皆为 自组织结构
,

高等生物体的 自组

织结构是最好的典范 高等动物体内的呼吸器

官
、

消化器官
、

血液循环器官
、

神经感觉器官
、

生

殖繁衍器官等 皆为复杂而又井然有序的系列
,

各种器官的结构组织及其功能恰到好处地适应

环境及其 自身的需要
,

包括斑马与长颈鹿及虎

豹身上 的花纹是那样的美丽动人而纹理有致
、

树叶花卉是那样的形象绚丽而丛叠井然
,

等等

这都是进化的
“

结晶
” ,

是大 自然的
“

造化
”

当初
,

自然界并没有高等生物
,

它是 由低等

生物进化而来的 进化的过程就是继承与发展

的过程
,

继承就是遗传
,

而发展就是创新 生命

体的遗传是 由其体 内的
“

遗传基 因操作驾驭
”

的
, “

遗 传 基 因
”

的 载 体 是 细 胞 中 的 大 分 子
,

中的碱基与核昔酸的排列顺序蕴涵

着神秘 的遗传信息密码
,

正是这种遗传信息在

起着指令作用
, “

指挥着
”

机体组织的 自复制 自

相似的繁衍活动 作为开放系统的生命体
,

一方

面受着遗传信息的指令作用
,

另一方面又受着
“

内在 随机性
”

及外部环境条件的制 约
,

在一定

条件下
,

就会发生
“

质的突变
” ,

从而可使其向着

更加复杂更加高级更加有序的方 向演化

对于非孤立系统或开放系统
,

通过非平衡

相变 自发地或 自然地 由无序态向有序态演化的

现象
,

称之为 自组织现象 自组织现象不仅存

在于生命世界
,

也存在于无生命世界
,

天空 中的
“

云街
”

及岩矿中的规则纹理等即为实例
, “

贝纳

德流
”

也是范例
“

贝纳德流
”

是贝纳德 年

实验发现的一种 自组织现象 他在盘子里倒人

一些液体
,

从盘子下面对这薄层液体进行加热

开始时温度梯度不大
,

液体 中只有一般的热传

导
,

当液体温度梯度超过某一临界值时
,

液体中

会突然 出现许多规则 的六角形
“

对流格子
” ,

它

的花样像蜂房那样有序
,

此 时液体内部转向宏

观有序化 自组织现象在其他领域的例子这里

不再一一枚举

自组织现象不能用热力学第二定律解释
,

但它并不违反这一定律 热力学第二定律指

出
,

对于绝热系统或孤立系统
,

一切 自发过程嫡

总是增加 的即总是 由有序态 向无序态进化的
,

或者说
,

孤立系统总是 自发地 由有序态 向无序

态转化或退化 表面上看
,

自组织现象似乎违

反 了热力学第二定律
,

但实质上 自组织现象的

前提条件是非孤立系统或开放系统
,

在此条件

下
,

热力学第二定律是
“

可 以允许
”

由无序向着

有序方向演化的

年 比利时布鲁塞尔理论物理 学派领

导人普利高津发表 了《结构
·

耗散和生命 》
,

提

出了耗散结构理论 该理论认为
,

远离平衡态

的开放系统
,

通过与外界交换物质和能量
,

可以

在一定条件下
,

形成新的有序结构
,

实现从无序

向新的有序转化 这种非孤立系统
,

从外界吸

收了较高品位的物质或能量而 向外界排出耗散

了的较低品位的物质或能量
,

所以称之为
“

耗散

结构
”

系统 而且
,

在一定条件 临界条件或阂

值条件 下
,

系统处于非线性的非平衡态时变得

不稳定
,

一个很小 的
“

扰动
”

就可能引起系统的

突变 即非平衡相变
,

就会出现分叉现象或分支

现象
,

从而形成新的有序结构
,

自组织结构系统

便 会 向更 加复杂更加高级更加有序 的方 向进

化 一级分支现象可 以解释某些简单的时空有

序的 自组织现象
,

高级分支现象则可解释某些

复杂的时空有序的 自组织现象

另外
,

值得提及 的是
,

几乎与普利高津 同

时
,

德 国物理学家哈肯也在探索 自组织现象的

理论机制
,

哈肯从另一 角度提 出了协 同学
,

哈

肯的协 同学可 以 说 与普利高津的耗散结构理

论是异 曲同工 的 自组织现象及其结构理论

与混沌学和麦克斯韦妖等的关联
,

这里就不再

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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