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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见性思维是认识的一种特殊表现方式 ,它

前瞻性地揭示了未来客体的本质及发展过程 ,是

主体实践不容忽视的一个问题。本文旨在通过揭

示预见性思维的本质、特点及存在的基础和作用 ,

为主体实践提供必要的理论准各。

- 预见性思维的本质和特点

预见性思维是主体在把握现实事物的基础

上 ,为满足其改造世界的目的所做的关于尚未展

开的事物的本质及发展过程的事实性判断。预见

性思维是主体认识过程中一种特殊的表现形式。

一方面 ,它与认识的其他环节、阶段和形式有着千

丝万缕的联系 ,另 一方面 ,作为一种特殊的认识表

现形式 ,它又有自已独特的内涵。

预见性思维的重要特性是其未来指向性。现

实世界在时间上的绵延表现为一个从过去、现在

到将来的连续过程 ,这 三个阶段前后相续又各自

独立 ,构成了认识上三个不同的对象域。人们可

以站在现实的基础上
“
抚今

”
,把握事物现实存在

状态、本质和规律 ,形成同步性认识 ;人们也可以

Ⅴol。 28,NoJ4
July,2001

站在现实的基础上
“
追昔

”
,追寻在历史长河中曾

经发生现已消失的事物的本质特征 ,形 成追溯性

认识 ;同 时人们还可以站在现实的基础上
“
煎

瞻
”
,洞察事物在未来时空中所要展现的存在状

态及本质结构 ,形 成预见性思维。这三种认识所

指向的事物存在的对象域是不同的,它们各 自把

握事物在其不同发展阶段上的本质特征 ,并 以此

构成自身认识的主要内容 ,形成一个独特的认识

阶段。

同其他认识形式相比较 ,预见性思维的目光

投注的是事物未来 ,是事物在未来层面上所能展

现的状态 ,其所要把握的客体在现实中还不存在。

因此 ,这种认识与前面两个阶段的认识无论在出

发点、手段还是对象上相比较都有自己的特点。

1.预见性思维具有前瞻性。预见性思维的

对象是客体的未来存在 ,它关注的重点不是事物

的现实存在性 ,而是超越了现实时空 ,前瞻性地向

人们展示在未来时空中客体所能呈现的结构关

系 ,建立起未来客体本质的观念模型。这种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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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 ,展示未来 ,使未来象现实一样被主体所掌

握 ,是主体认识活动中带规律性的现象 ,也是人类

不满足现状、趋向未来的内在本性体现。

2.预见性思维具有客观现实性。预见性思

维虽然是前瞻性的认识 ,但它与其他认识形式一

样 ,无不是建立在客观现实的基础上。其一 ,它必

须以现实客体所具有的不以主体意志为转移的规

律性、因果必然性为前提。受客体发展过程时间

顺序的制约 ,预见性思维只能以纯粹观念的方式

出现 ,但它原则上并未超出现实、超出实践所许可

的范围。客体自身本质过渡关系的存在 ,是 预见

性思维能够在思想观念中连接现实与未来的客观

基础。没有这一基础 ,预见就成了
“
臆见

”
,甚 至

成为巫师、邪教的胡言乱语。其二 ,预见性思维要

以主体把握现实客体的同步认识为素材。它是现

有知识的引伸 ,是 现有知识结果向未来过程的外

推 ,而不是主体主观上的冥思苦想、面壁虚构 ,毫

无根据地 自编内容。任何科学的预见性思维结

果 ,都必然是主体在详尽地占有科学事实材料的

基础上 ,经过认真思索的结论。主体把握现实的

程度 ,制 约着主体预见的程度。主体实际掌握现

实的程度越高 ,其预见性就越强、越准确。

3.预见性思维具有否定性。马克思说 :“ 我

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 ,而是希望在批判旧世

界中发现新世界。
”
[丬 (416页 )预见性思维虽然

建立在主体掌握客体的现实存在的基础上 ,但它

不会停留于此。主体是永远不会满足于对现存客

体的解释与说明的认识上 ,就如同他对事物存在

的暂时性、否定性理解一样 ,他必须对同步认识持

应有的否定态度 ,通过否定发现现实与未来的矛

盾性和未来事物的优越性 ,积极地扬弃同步认识 ,

求得自身存在的理由。

4.预见性思维具有能动性和创造性。预见性

思维的能动性和创造性比其他认识形式都表现得

生动和鲜明。其一 ,思 维形式和思维方法的创造

性。由于未来客体本质的隐匿和可供分析的现实

根据相对缺乏 ,使得可供预见性思维参照的确定信

息少 ,逻辑缺环多,这就需要主体充分发挥能动性

和创造性 ,除了使用归纳、分析等理性认识方法外 ,

还必须运用猜想、直觉、想象等非理性的认识方法

来超越信息空白和逻辑缺环的束缚和限制。正如

前苏联学者波戈尔列茨卡娅所说 :“ 关于未知现象

的推论 ,是在研究客观规律性的基础上 ,用直觉、猜

想和推测填补逻辑链条不足环节的方法 ,逻辑地推

导出来的。
”
[2](10g页 )其二 ,思维对象和思维结果

的创造性。这体现在主体对未来客体的结构和本

质的预见之中。由于事物的发展性 ,现实事物与未

来事物有质的差异 ,完全相同的事物无论是在空间

中还是在时间中都是不存在的。所以预见性思维

不能简单地将关于现存客体的本质认识移至未来

客体之上 ,而必须充分发挥其能动性和创造性 ,根

据现实事物的发展脉络 ,创造性地建立未来事物的

本质结构认识。这种在现实中尚未展现而观念中

已形成的关于未来客体本质结构的认识结果 ,是主

体能动性、创造性发挥到极至的表现。

5.预见性思维具有事实性。预见性思维是

主体对未来客体本质结构关系的一种
“
事实性

”

认识 ,即主体完全按照未来事物存在本性对其进

行客观性的阐述。它指明客体在其规律的支配下

所能表现出的客观性质是怎样的 ,客体 自我发展、

自我决定的最终面貌是如何的。它是一种揭露客

观事实 ,趋 向客观真理的认识形式。从这一方面

看 ,预见性思维还只是揭示未来的认识形式之一 ,

它不是认识的终结。因为实践是主体能动地改造

世界的物质活动 ,经过实践改造的世界是符合主

体 目的、要求的新世界。在此 ,预见性思维所揭示

的关于客体事实性认识 ,是不足 以指导主体完成

改造世界的实践任务 ,因 而必须将其升华 ,将其与

主体的价值、需要、目的有机地结合 ,在观念中建

构起理想客体 ,并 据此制定 出实现这一理想客体

的方案、步骤 ,形成超前思维。

这里再讨论一下预见性思维与超前思维的关

系。预见性思维与超前思维是两种不同的前瞻性

认识。在对未来客体的把握上 ,预见性思维侧重

于事实性 ,是 物的尺度 ,趋 向于真理 ;超前思维侧

重于应然性 ,是人的尺度 ,趋 向于实践。当然二者

在实践过程中也非绝对对立 ,而是互相依存。没

有对事物的应然性要求 ,就没有事实性把握的必

要 ,因 为主体没有产生建立理想客体的要求 ,那么

对客体的事实性把握就成 了多余的举动。同样 ,

没有对未来客体事实性 的把握 ,应然性认识就无

客观基础。预见性思维是超前思维的前奏 ,超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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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是预见性思维的结果。马克思关于蹩足建筑

师与灵巧蜜蜂的比喻也说明了这一道理。没有建

筑师以物的尺度把握建筑力学、建筑材料的本质 ,

房子在观念中就倒塌了。而没有建筑师以人的尺

度构造房子的结构 ,它又只能是建筑材料的胡乱

堆积 ,缺少任何一方面 ,建筑师都不及蜜蜂。所以

由于认识的发展具有内在逻辑性 ,它 既不能存在

断层 ,也不允许跳跃 ,这就决定了预见性思维不能

就此止步 ,超前思维也不能越俎代庖。时下人们

在讨论超前思维时 ,未将预见性思维剥离出来 ,这

不利于对认识理论做深人的研究。

6.预见性思维具有不确定性。通过对同步

认识的分析 ,主体能够建构起未来客体的观念模

型。如果客体过程以一义性的逻辑链条表现 自

身 ,预见性思维的观念模型必定是准确无误的。

但由于客体因果关系的复杂性、必然与偶然的辩

证性、现实存在之
“
一

”
与未来可能之

“
多

”
的矛盾

性的存在 ,这些都成为了预见性思维不可能准确

预见未来的客观障碍。从主观方面看 ,主体实际

掌握现实客体的相对性和其认识工具(语言、认

识图式、逻辑等)完善程度的相对滞后性 ,也会造

成预见的不确定。当然 ,指 出预见性思维的不确

定性不是否定它 ,而 是要主体在深人认识理论进

而实施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中,应 有充分的思想

准各 ,并注意及时地根据客体发展的实际情况修

正和完善预见性认识。

二 预见性思维存在的可能和根据

科学的预见性思维不仅有 自己独特的内涵 ,

而且有其存在的可能和根据。

1.人的自觉能动性是预见性思维存在的前

提条件。一切认识活动都是人完成的。对对象、

手段、目的等的选择、制定、调控均由人操作 ,没有

人就不可能有人的认识活动。而且 ,由 于人具有

自觉能动性 ,使得他既能认识现实事物的现象和

本质规律 ,又能回忆、反思过去 ,推测未来。这一

切是人之外的一切生物 (包括高等动物如黑猩猩

等)都不能追及的。只有人才不满足于现实 ,才

内在地具有超越现实、超越时空、面向未来、预见

未来的本质需求 ,并能竭尽一切力量去实现他渴

知未来的目的。

2.物质世界的信息过程为预见性思维提供

了可能性。人离开了信息就无所谓反映。作为反

映过程的认识之所以可能 ,是 因为客观世界中一

切物质系统处于普遍联系和相互作用之中,同时

普遍地发生着输出、传递、接收和保留信息的过

程。认识是以反映为基础的 ,而反映是一种信息

转换过程 ,这一过程是主体对客体的观念反映、复

制或再现过程。它是主体根据现实的认知走势 ,

有目的、有选择地接收、加工、处理来 自客体的信

息 ,使这个信息经过观念分析 ,综合成为关于客体

的知识。因此 ,可 以说关于客体信息的观念存在

方式(客体的状况、结构、属性、本质等)是一切认

识的可能性 ,也是预见性思维的可能性 ,因 为在现

实事物的实际存在状况中,就包含着有关这个事

物的未来状况和未来可能发生事物的某些征兆性

信息。主体据此可以利用适当的认识方法 ,推论

和预见现有事物发展的未来趋势和未来事物所能

具有的本质结构。

3.事物的规律性和因果必然性是预见性思

维存在的客观基础。客观世界的自在过程 ,具有

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内在结构性和秩序性 ,这

种结构和秩序决定它的发展过程不是杂乱的漫

衍、无绪的乱撞 ,而是一个动态、连续和有序的过

程 ,即 规律性的过程。客观世界发展的因果必然

关系是其内在秩序性的一种表现方式 ,它 说明了

任何现实存在状态当它表现为过去存在(原 因 )

的结果时 ,由 于其发展本性而必然使之成为未来

客体能够在怎样的层面上展现自己的原因。其因

果转换关系的必然性 ,使得事物 自身的上下关系

由一种特定方式密切地结合起来了,这样 ,事物未

来虽未现实展开 ,但在现实中已留下了未来存在

的蛛丝马迹。所以物质世界是一个处于相互联

系、相互制约的系统 ,它 以规律和因果必然为纽

带 ,构成自身发展的无限序列。这一序列是由无

数环节构成的长链 ,其 中每一环节与其上下环节

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过渡关系。虽然现存世界

仅仅为人们展现出其中一个环节 ,但现实孕育着

未来 ,主体能够从现实展现的这一环节中分折出

客体的运动方向、变化节律和发展轨迹 ,顺藤摸瓜

地把握客体的未来。所以 ,罗 素在谈到因果律时

认为 ,通过因果律可以使我们
“
在已知关于某些

时空领域的充分数据的条件下 ,凭借这个原理我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总第 127期

们可以推论出关于某些其他时空领域的某些情

况
”
[3](3TO页 )。

∷ 三 预见性思维的作用

预见性思维是由认识到实践的必须环节 ,也

是必然环节。没有预见性思维事实性地把握未来

客体的本质结构关系 ,就不可能有对事物的有效

改造。同样 ,没有主体实践的需要 ,预见性思维就

无存在理由。预见性思维通过趋向真理进而趋向

实践。它在实践中的重要作用表现为下述几个方

面。

1.预见性思维可以具体化为对必然性的认

识。实践是主体在掌握必然的前提下遵循、顺应

必然对客体的自由改造。主体对必然把握得越准

确 ,实践的自由空间度就越大。预见性思维是主

体具体地、实际地掌握必然的重要认识方式。必

然是客观事物联系和发展中合乎规律的基本趋

势 ,它存在但隐匿。而使主体的同步认识能够将

其从众多关于事物本质规定中梳理出来 ,清楚地

向主体表明客体将何去何从 ,其去从的内在根据

是什么。但此时主体同步认识还仅仅是从抽象的

意义上获得了必然。因为客体在必然支配下所经

过的具体道路是什么 ,其实现的具体途径如何 ,沿

着这条道路客体所能呈现的本质结构关系怎样 ,

这一切都只能存在于客体的未来发展时空范围

中,已超出了同步认识的能力范围。当主体停留

在对必然的抽象认识阶段时它并未获得真正 自

由,也就无助于主体进行现实的改造世界的实践

活动。因为主体获得自由必须是具体的 ,预 见性

思维正是主体把握具体必然的认识工具。预见性

思维的特性使它能够洞见客体运行节律和轨迹 ,

明察客体实现自身的确定趋势是怎样一步步展开

的,这样它就将抽象的必然转化成了主体可操作

的、具体的必然。这是主体认识从思维的抽象上

升到思维的具体的表现形式之一 ,只 有通过它才

可以使主体在实践中真正享受到自由,达 到
“
随

心所欲 ,不逾矩
”
的境界。

2.为实践方案的确定起着积极的引导作用。

事物向未来发展的总趋势是确定的,但沿着这一

趋势事物所能展现的具体形态却是多样的。从表

面上看 ,实现事物的某种可能向现实的转化是主

体根据 自己愿望和 目的的选择。但从深层次上

看 ,主体的选择是在预见性思维为其提供未来客

体的各种本质结构关系上的选择。事物的未来存

在状态对人们来说有有利的方面 ,也有有害的方

面 ,利和害还有轻重的差异 ,而预见性思维能将其

一一陈示出来。这样 ,主体就可以根据 自己的利

益要求 ,作 出趋利避害的选择 ,确定自己的实践方

案。预见性思维揭示的未来事物发展性和本质结

构关系越多 ,主体选择的自由度就越大 ,实践的方

向性就越明确。

3.对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有积极的意义。

动物的活动是没有预见的,虽然冬之将至候鸟要

迁徙 ,繁殖季节一些鱼类要洄游 ,仿佛表现出了它

们的预见 ,实际上这不过是由于动物长期生活的

某种特定的环境重复发生规律性变化 ,使动物为

适应这种变化而表现出了对变化的本能反映。以

自觉活动为特征的人的活动 ,其预见性思维就成

了其活动自觉程度的重要参照。从人类实践史来

看 ,处于不同历史阶段和实践水平上的人 ,对预见

未来的需求程度和方式是不一样的。在古代和近

代社会 ,人类作用于客体的能力相对较弱 ,范 围狭

窄 ,加 之所掌握客体对象的知识贫乏 ,造成了当时

的人对预见性思维需求和能力相对低下。而在当

代 ,人类的触觉已全方位地深人到了客观世界的

各个方面 ,其深度和广度都是前人所无法比拟的 ,

人的每一次活动对周围环境的影响都更加深远 ,

这样就使当代人投向未来的目光比历史上任何时

期都表现得更迫切和强烈。同时 ,当 人类以各种

最新手段强有力地作用于对象时 ,对象给予人类

的反作用也表现出了同样强烈的程度 ,产 生了对

人类的
“
反主体效应

”
。这是当代人类面临的一

个新课题。人类一方面享受着掠取 自然的成果 ,

另一面也在吞下人类不顾及协调自然与社会关系

所造成的灾难性苦果。自然对人类社会的当头棒

喝 ,迫使人们不得不冷静地思考人类活动对未来

可能造成的正负两方面的影响。现在人类已清楚

地认识到只有站在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来审视

自己的发展方向,树立在新的条件下人与自然的

合理关系 ,才能求得二者在更高层次上的合谐统

一。主体实践所面临的这一新课题 ,充分说明了

人类如果不首先在认识上提高 自己预见的自觉

性 ,就必然丧失行动的主动性 ,从而造成不应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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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极后果。过去我们常常把实践的失败单纯归结

为行动准各的不充分 ,实际上从深层次看 ,它是人

类缺乏对未来的科学预见。预见性思维为主体科

学地决策、全面地审视实践方案和实施实践步骤

提供了理论保证。

总之 ,感性的感知、理性的阐释、科学的预见

是主体思维形成对客体事实性认识的三个既相互

区别、又相互联系的环节。三者依次递进 ,一步步

逼进真理 ,趋 向实践。过去我们忽视了对第三个

环节的研究 ,在理论上造成了由认识到实践的空

白,在实践上造成了盲动 ,现在我们应对此加以足

够的重视。   ‘

change process from cognition to

basis and enables the su均 ect to

following olt)∶ jecthe law。

[责任编辑:苏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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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札记

严可均辑桓谭《新论》佚文商议

汉代桓谭曾著书言当世行事 ,号 曰《新论》。原书早已散佚 ,清人有几种辑本 ,如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

国六朝文》中《全后汉文》卷十三至卷十五即辑有《桓子新论》,并 云 :“ 各书所载 ,又 三百许事,合并复重 ,联 属断散 ,

凡百七十二事。依《治要》、《意林》次第 ,以类相从 ,定 为三卷。
”
但严氏所辑 ,尚 有失当可商之处 ,今 略举二例。

其一 ,严 氏从《长短经 ·是非》引
“
桓子

”
,辑有

“
捕猛兽者 ,不使美人举手;钓 巨鱼者 ,不 使稚子轻预。非不亲

也 ,力 不堪也。奈何万乘之主而不择人哉
”
一条。但这段文字在《长短经》中只引作

“
桓子曰”

,并未指明此桓子即

是桓谭。检《太平御览》卷八百三十四引桓范《世论》云 :“ 钓巨鱼者 ,不使婴儿轻预。非不亲 ,力 不堪也。
”
由此可知

《长短经》所谓
“
桓子

”
,当指桓范 ,非指桓谭。桓范是三国魏人 ,撰《世要论》十二卷(《 隋书 ·经籍志三》著录),《 御

览》将书名约为《世论》。

其二,严 氏据《太平御览》卷九百三十二辑有
“
吴之玩水若鱼鳖 ,蜀 之便山若禽兽

”
一条。今检《太平御览》该

卷 ,这二句见于顾谭《新言》。顾谭是三国吴人 ,撰有《新语》十二卷 (《 隋书 ·经籍志三》著录),《御览》则记为(新

言》也。(王  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