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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汉明教授 ,博士生导师 ,1940年生 ,湖北孝感人。1968年毕业于复旦大
学国际政治系 , 198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国哲学专业 ,获哲学硕士学位 。现为武
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哲学系教授 ,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兼职
教授 ,兼中国周易学会副会长。自 1982年以来 ,一直从事中国哲学史的教学与
研究。个人专著有《船山易学研究》 、《阴阳大化与人生》 、《易学与医学》 ,合作专
著有《医易会通精义》 、《周易参同契研究》等 ,此外尚有与师友合编的文集多种 ,
发表学术论文 70余篇。曾先后四次赴台湾参加海峡两岸的学术交流活动 ,并筹
划举办了“第二次海峡两岸青年易学论文发布会”。其研究方向为易学 、道家与
中国古代自然哲学 ,尽力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发掘出有益于当代中国哲学发展的

思维方式与思维方法 。主要学术建树有:一 、从易学的错综说 、中医学的五脏河图模型与五运六气学说
中 ,发掘出其中的平面或立体的网络性思维特征;二 、从对五行学说的全面考察中 ,论叙了五行生克机制
所反映的是一种有序的网状的自组织功能;三 、以五行图式的思维构架解读了《周易参同器》的内丹与外
丹的炼制过程 ,初步攻克了道教典籍阅读上的一道难关。此外 ,在王船山易学 、道家哲学的研究上亦有
不少独到见解 ,受到学界关注 。为了真实地反映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思维特征 ,理应从中国古代的政治哲
学与伦理哲学中发掘史料 ,但不能仅仅局限于这个范围之内 ,还必须深入到中国古代的自然哲学中去。
而这种深入 ,本身就意味着研究者必须不断弥补自身知识上的短缺与不足 。这个过程是艰苦的 ,而乐亦
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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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桂起权教授 ,博士生导师 , 1940年生 ,浙江鄞县人 。原学物理 ,1983年在
前辈江天骥教授保荐下调往武汉大学哲学系任教。多年来 ,先后为研究生开设
科学思想史 、科学哲学 、系统科学与哲学 、逻辑哲学 、次协调逻辑 、归纳逻辑 、物理
学哲学 、生物学哲学 、经济学方法论等课程 。现任逻辑教研室主任 ,兼任中国逻
辑学会学术咨询委员 、归纳逻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科学逻辑 辩证逻辑专业委
员会常委 ,全国外国哲学学会理事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复杂性与系统科学哲
学研究会理事 、科学哲学专业委员会委员等职 。

桂起权教授主要从事科学哲学与科学思想史研究 、分科的科学哲学研究;在
逻辑方面 ,主要从事逻辑哲学与哲理逻辑研究 ,是国内次协调辩证逻辑的首先引
介者之一 ,并被认为是国内辩证逻辑形式化弱纲领的主要代表之一 。主要著作

有:《科学思想的源流》(1994)、《当代数学哲学与逻辑学入门》(1991)、《哲学科学家:玻恩》(两人合著 ,
1996)、《海森伯传》(两人合著 ,并于 2002 年获湖北省二等奖)、《观察与实验》(两人合著 , 1990 ,并于
1991年获中国图书二等奖)、《机遇与冒险的逻辑》(三人合著 , 1996 ,并于 1998年获经济逻辑一等奖)、
《次协调逻辑与人工智能》(三人合著 ,2002),译著有:《科学哲学》[日](两人合译 ,1994)、《机器人与人类
心智》[美](三人合译 ,1993)等 ,若计及多人合著的著作 ,总数超过 30本。论文有:《逻辑圆论》(1981)、
《对应原理 ———多种非经典逻辑的通用原理》(两人合著 ,1992)、《辩证逻辑形式化研究纲领》(两人合著 ,
1994)、《析量子力学的辩证法》(1994)、《目的论自然哲学之复活》(1995)、《评大卫·霍尔的生物学哲学》
(2001)与《纲领方法论的经济学应用》(2001)等 ,总计 80余篇。

桂起权教授主持并完成多项国家级课题 。其中 ,教育部博士点基金项目有:(1)哥本哈根派科学哲
学研究;(2)次协调逻辑研究;(3)生物学哲学研究(在研)。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有:(1)系统科学与辩
证法;(2)物理学哲学研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