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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树立党校研究生教育的良好形象，确保党校研究生教育的含金量，我们认真人学习和汲取普通高校
研究生培养的成功经验，同时又济意体现党样的特点，一方面坚持规范运作，严格管理，一方面努力
提高教学质量和培养水平。
已毕业硕士生中多数考入重点高校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干部研究生教育也受到了社会各界的较好评价
。
为适应高层次干部教育和研究生教育的需要，教研人员经过潜心研究，生产了不少较有质量的研究成
果和教学成果，我们从中有目的的选择了一挑理论系统性、学术前瞻性和实践性的均较强的成果，编
辑出版了《中共江苏省委党校研究生教育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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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梁作民，现任江苏省委党校哲学教研部主任、哲学教授、硕士生导师，兼任四个省级学会的常务
理事以及若干机构的培训顾问。
近年主要研究领域是思维哲学和创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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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思维主体的能动性　　思维主体的能动性即思维能动性，集中体现在思维主体所进行的思维
活动必须是有目的、有意识的。
思维主体必须有选择、有目的地以外部世界作为思维对象，思维活动必须以解决问题为主旨，没有盲
目、漫无目的的思维活动。
在很大程度上，思维主体的目的性越强也就意味着其主体性越强，相应地，也就意味着其能动性越强
。
关于这一点，毛泽东曾有过明确论述：根据客观事实，引出思想、道理、意见，提出计划、方针、对
策、战略、战术，⋯⋯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是人之所区别与物的特
点。
同时，思维主体的能动性并不仅仅指目的性，其思维选择性、思维自主性及思维创造性都是其能动性
的重要表现，特别是思维主体的创造性即创新思维已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
　　二、思维主体的实践性　　维主体不仅仅只是思维的主体，而且同时也是实践的主体，实践作为
惟一能将思维与自然+主观与客观联系在一起的中介，既是思维活动的基础，也是思维活动的最高体
现。
主体思维活动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改造客观世界，离开实践，思维就会变为无源之水、无本
之木，思维活动就会变成毫无根据、毫无意义的空想。
实践是思维主体生成、发展和完善的根本途径，脱离实践，维主体就会失去产生的根基和生长的源泉
，成为游离于客观世界之外的虚幻物。
值得说明的是，在形形色色的哲学流派中，只有辩证唯物主义第一次将概念引入认识论领域，明确提
出认识主体与实践之间的内在关联实践，为我们正确把握思维主体与实践活动的关系确立了根本原则
，因此，坚持思维主体的实践性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思维哲学的关键。
　　一、发现问题——物质变精神　　毛泽东指出：人们在社会实践中，从事各种斗争，有了丰富的
经验，有成功的，有失败的，无数客观外界的现象，通过人的眼耳鼻舌身这五个官能反映到自己的头
脑中来，开始是感性认识，这种感性认识的材料积累多了，就会产生一个飞跃，变成理性认识，这就
是思想，这是一个认识过程。
这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第一阶段，即由客观物质到主观精神的阶段，由存在到思想的阶段。
这是对物质变精神的十分精辟的论述。
由此可见，物质变精神，并怖说是客观事物本身直接变成了看不见、摸不着的观念，而是指在实践的
基础上，主观对客观的反映，即人们在实践中，通过感觉器官，把客观事物反映到头脑中来，转化为
感觉和思想，形成认识。
实践是物质转化为精神的条件。
因此，物质变精神的过程，也就是在实践的基础上认识世界的过程。
而在实际过程中这个过程也就是发现问题的过程。
　　发现问题是我们改造世界、处理问题的前提，而所谓发现问题，就是从客观事物出发，把客观事
物的情况、问题反映到我们的头脑中来，形成对客观事物的认识。
对于具体的认识过程来说，这个过程就是在实践中形成思想的过程。
　　二、解决问题——精神变物质　　对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来说，认识世界的目的是为了改造世界
。
因此，只有把认识、理论回到实践中去，付诸实践，才能达到改造世界的目的。
强调认识回到实践中去，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革命的能动精神的体现，也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其
他认识论相区别的重要标志。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曾说过：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毛泽东也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
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从客观实际出发，发现问题，这只是第一步；更为根本的是在对客观事物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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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认识的基础上解决问题，达到改造世界的目的。
解决问题的过程并不是一个盲目的过程，而是在发现问题的。
基础上，通过对客观事物规律性的认识，找到解决问题的路线、方针、政策，然后把这个路线、方针
、政策付诸实践，使客观世界按我们的意志、愿望发生变化。
对于具体的认识过程来说，这个过程就是在实践中实现思想的过程。
　　思维的目的和任务，就在于把握客观事物的规律，提出如何应用规律的蓝图、模式、手段和方法
。
它既要回答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是什么”的问题，又要回答改造世界“怎么做”的问题；既要解决物
质变精神的问题，又要解决精神变物质的问题。
这就是思维过程的内在矛盾，这个矛盾是认识过程中认识和实践矛盾在思维中的具体表现。
它是在实践中产生的，又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得到解决。
　　从发现问题到解决问题的过程表明认识到实践是越来越趋向于、接近于以至最后达到把对于客观
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性的认识用于实际行动，实现思维运动的根本目的。
　　古往今来，凡是有成就者都对自己的事业有强烈的、浓厚的兴趣。
孔子曾说：“知之者不如好知者”。
爱因斯坦说：“爱好是最好的老师”，“我们思想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常常源自于好奇心。
”好奇心是思维创新者深入探索心理的动力。
人们对事物感到好奇的时候，往往正是思维创新与创新想象进发的时候，在科学技术发展史上，在人
类认识发展史上，对在一般人看来是平淡无奇的事物产生了好奇感，从而形成创新意识，导致重大发
明创造，这样的事是屡见不鲜的。
例如：俄国著名生理学家巴甫洛夫对司空见惯的狗流唾液的现象感到好奇，经过长期探索，创造了高
级神级活动生理学。
进化论的创始人达尔文，幼年时就对生物特别感兴趣，总是千方百计去满足自己这种求知欲，为此，
他有时爬到树上看鸟儿怎样孵小鸟，有时从河里钓来鱼仔细观察，有时采取昆虫标本来认真研究，最
终创立了生物进化论。
⋯⋯总之，浓厚的兴趣会使个体产生积极的学习态度，自觉克服困难，排除干扰，从而有所成就。
由此可见，广泛而稳定的兴趣对思维创新具有真正的促进作用。
　　第二，目标朝确的动机是思维创新的内在动力。
　　所谓动机是指推动或激励人们去行动的内在主观原因，是引起和维持人的行为，并将行为导向某
一目标的主观愿望。
　　人的动机是在需要的基础上产生的，当机体内部感到某种东西不足时，就会产生相应的需要，一
旦有了需要，有机体就会想方设法去满足它。
只要外界存在满足这种需要的事物，人的活动动机就有可能出现。
　　西方现代行为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马斯洛提出了人的“需要层次论”。
他把人的需要划分为五个层次：(1)生活需要；(2)安全需要；(3)社会需要；(4)尊严需要；(5)自我实现
的需要。
许多企业家对经营方式的不断创新，就是源于自我实现的需要。
韩国大宇集团总裁金宇中，在20世纪70年代初起家，将一家小型贸易公司发展成为世界500强企业之一
。
工作对他的意义已远远超出了生存的需要，因为他已拥有了一个常人所能拥有的一切，但是，他仍然
有巨大的动机进行不懈的努力，因为他还有强烈的自我实现的需要。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的头脑时时刻刻都会遇到如潮水般涌来的信息，其中各类客观事物，新的思
想观念，需要解决的问题等等。
头脑在处理这些信息的时候，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沿着以前熟悉的方向和途径进行思考，而不去另辟
新路。
这种熟悉的方向和途径就是一个人特有的思维定势。
　　思维定势有两个特点：第一是它的形式化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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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思维定势是一种纯粹形式化的东西，是空洞无物的模型；只有当被思考的对象填充进来以
后，只有当实际的思维过程发生以后，才会显示出思维定势的存在，显示出不同定势之间的差异。
因此，我们可以说，没有现实的思维过程，也就无所谓思维的定势。
第二是它具有无比强大的惯性。
这种惯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新定势的建立，另一方面是旧定势的消亡。
一般来说，某种思维定势的建立要经过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且，一旦建立起来之后，它就可以支配人
们的思维过程、心理态度以及实践行为，具有很强的稳固性甚至顽固性。
由此可见，思维定势是思维创新的障碍机制，要创新，首先要突破思维定势。
　　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使得传统思维方式具有伦理秩序思维的倾向。
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显著特征是它的伦理性，这种思维倾向是建立在以人的伦理秩序为主体轴心的儒
学之上的。
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主要表现在注重社会的人格，而不注重个体的人格，并把仁爱、正义、宽容、
和谐、义务、贡献之类，纳入这种认识中。
认为每个人都是所属关系的派生物，他的命运同群体的命运息息相关。
在这种文化氛围中形成的思维方式，必然会深深打上这种文化的烙印。
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多侧重于向内探求，认为价值之源内在于一己之心，因此，十分重视“修身”，由
此出发到达“齐家、治国、平天下”。
这里伦理原则是第一位的。
但是，这种内倾性，并不突出独立个体的地位，相反，群体是包摄个体的，个体的自我认识，自我完
善的价值标准是伦常秩序。
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之别，长幼之序，朋友之信成了思维的中心内容，这是农业宗法社会思维
方式的典型特征。
　　伦常秩序的思维倾向压抑了人的自主意识，它使人们崇拜地位和权力，失去了独立的人格，这就
造成了中国人安分守已，知足忍让，抑制本能，节制欲望，害怕竞争，追求和谐，反对新奇的传统思
维习惯。
　　大一统的社会结构和儒家正统思想，使得传统思维方式具有求同排异的思维倾向。
求同排异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特征之一。
这是由大一统的社会结构以及儒家正统思想决定的。
大一统的社会结构要求整个社会在组织机构和信仰观念方面同步化。
建立在分散的个体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这种庞大的国家机构，尤其需要信仰和观念的同步化。
中国思想界在很长时间里，主张大统思想，排斥和压抑各种异己思想。
中国历史上对异端思想的残酷镇压，压抑了自由思想的发展，摧残了自由探讨的精神。
汉朝时，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对不符合儒家思想的各种学说，都宣布为非法，其结
果使思维方式日益刻板和单一，中国自儒学占统治地位后，片面强调统一，而排斥多样性发展，把孔
子的“礼”、汉儒的“道”、宋明的“理”，加以绝对化，当做判断是非的惟一标准，把新思想的萌
芽斥之为“离经叛道”。
这种以愚昧、盲从、迷信为特征的思维方式，必然要遏制思维的自由创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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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后记　　最近几年，围绕思维年展开的各种研究在国内逐渐受到重视、为适应高层次干部教育，
特别是干部研究生教育的需要，我们写作了本书，试图从哲学的角度对思维进行一番系统性的探索。
　　在中共江苏省委党校校委领导下，本书由哲学教研究部组织撰写，具体分工如下：梁作民担任全
书主编，设计全书提纲并撰写第一章，陈平撰写第二章，周安伯撰写第三章并担任主审，章凝撰写第
四章并担任副主编，邱飒爽撰写第五章并担任副主编，隋月娟撰写第六章，蔡永芳撰写第七章。
　　本书在撰写过程中参考了大量的中外学者的已有研究成果，谨向他们表示谢意！
由于撰稿时间紧迫以及我们的水平有限，书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缺点错误，希望得到各位读者朋友
的批评指正。
　　2003年7月1日，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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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吸收诸多学科的研究成果而把思维作为一个整体从哲学的角度加以把握，形成了当代社会科
学研究中的一个新领域，以自己独特的研究角度和研究方法，在当代社会生活中显示出自己的意义和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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