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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思维科学丛书：灵感思维学》是中共黑龙江省委党校刘奎林教授，在从事思维科学研究工
作50余年的基础上，总结揭示灵感发生机制的一部杰作，他先将“无意识”概念改为“潜意识”，同
时，对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进行修正，提出了解释灵感发生的“显意识与潜意识相互作用”的
假说，力图揭开“灵感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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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特别是钱学森院士将思维科学同文艺理论、系统科学、自然科学、人体科学、数学科学、社会科
学、行为科学、军事科学并列起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这不仅是对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丰富和发展，而且为人类全面认识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类思维等提
供了崭新的工具。
　　现代基本思维规律有四种：　　除灵感（顿悟）思维形式外，还有抽象（逻辑）思维形式、形象
（直感）思维形式和社会（集体）思维形式。
　　抽象（逻辑）思维形式就是将概念、判断、推理融为一体的一种思维形式。
抽象（逻辑）思维形式形成比较早，对它的研究也比较成熟。
这种思维形式的实质在于它是通过综合运用概念、判断和推理来加工处理以抽象信息为特征的一种思
维形式。
　　形象（直感）思维同抽象（逻辑）思维形式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形象（直感）思维形式的出现早于抽象（逻辑）思维形式，但对它的研究则较晚，就是今天仍有人对
它还不认识。
形象（直感）思维形式的实质在于它是以加工处理形象信息为特征的一种思维形式。
　　社会（集体）思维形式的本质是集体的、社会的。
从哲学的角度来看，这应该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范畴，说明人的思维在本质上是社会的，是集
体的。
从现代思维科学角度看，社会（集体）思维的实质是指思维的发生和发展是集体的，即人的思维一开
始就是群体的、社会的。
人类的思维是在原始人群的共同劳动、共同生活中产生的。
社会思维的实质在于它是以集体思维为特征的一种思维形式。
　　另外，关于特异（潜态）思维形式，它也是人们的一种思维形式，不过是属于潜态的。
特异思维形式，肯定是有的，还正处于探索中。
　　此外，还有一些可称之为对象性思维的，如政治思维、经济思维等。
像直觉思维、模糊思维、情感思维等尚处于不断深入研究之中。
究竟能否成为人类的一种基本思维规律，还须从理论和实践方面进行印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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