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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主体活动的选择性与非

选择 性 的 内在统 一
廖 光 焰

展望未来,经过努力,似乎很多事情都可以做到;回 顾过去,发生的一切叉仿佛都是命

中注定、立足于现实的活动着的主体所产生的这种困惑,从反面表明了主体活动选择性与非

选择性的统一是实际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为了解除困惑,提高主体活动的自觉性,有必要

探讨主体活动的选择性与非选择性相统一的问题。

一、含 义

选择性普遍存在于一切生命滔动之中。人类活动的i扎 择性∫“l特点在于其白觉性。它是 I}I

体主观能动性邮l重要表现,存在于主体活动的各个领域、各个环节中,并存在于主体系统各

个层次的活动中。实践观念形成过程中的选择通常叫做
“
决策

”
。主体活动邮I选择性可分为

整体 (社 会 )选择、群体选择和个体选择三个层次。选择性有质和量两方面的规定性。所谓

质的规定性是指选择是否正确、含理;所谓量的规定性是指选择正确或错误的程度。正因为

如此,在正确的选择中才存在所谓
“
最佳选择

”
。

大量历史事实充分说明,决策是否正确,是事业成败的关键。囚为决策支配行动。草有

成效的行动来自完全正确的决策。社会最i高 决策者的战略决策关系国家的前途、命运;群体

领导者的决策关系这一群体葶业的兴衰成败;个体对人生道路的选择则关系到这一个体的一

生。

主体怎样才能做出正确的选择?正确的选择决不走聪明的头脑主观自生的产物,而只能

是在自觉把握主体活动的非选择性以后所作出n|科学决策。

所谓主体活动的非选择性,就是主体活动具有不以主体淤i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性质,即客

观必然性、不可避免性。它表明主体活动要受到种种主客观条件的制约。其表现概括地说来

有这样几点 :

第一,各种规律都具有非选择性。它们客观存在并对主体活动客观地起肴支配作用。

第二,主体活动的环境也有非选择性。任何一个丿、(阶级和政党亦然 )一降临入世,就

碰到丁由前人传下来的既定环境,他们不得不承受这个环贷,并不得不在这个现实的环境中

开始 自己的活动。 f山们要求改造环境,但只能在既定环境下进行改遗,而 日.这 既定环境还预

先规定了新曲生活环境的基卒形式和特妹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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蕞后,主体白身的现状作为时代的产物也是既定的'也是主体活动不订囱避的出发点,

具有非选择性:因此,我们强调主体要有自知之明,强调自我意识的重要性。

上述主体活动中的选择性与非选择性,是一种现实的矛盾。实际上,主体的任何活动都

是选择性与非选择性鲈统一。科学地说明这一统一关系,是科学地说明社会发展机制的关键

问题之一。因为二者统一的关系实质上就是社会历史中客观规律性与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关系。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及其发展规律离开人的有目的活动是根本不存在的,同 时,社
会及其规律作为实践系统的总体结果,又总是从许多单个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因

而是不依每个人F冖 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这许多单个意志总是
“
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

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每个意志都对

合力有所贡献,因 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
”①要说明人的有目的的活动具有不以人的

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性质,就得用人类能动活动的自我制约来说明,即用前人活动对后人活动之

制约、他人活动对某人活动之制约来说明。这种人类能动活动之自我制约,就是主体活动选

择性与非选择性的内在统一。不能割裂这种统-。 否则,必然导致以下两种错误倾向。

其一,如果否认主体活动驷非选择性,而将其选择性绝对化,就会把社会历史看成是人

的主观意志的结果,就会否认社会发展的规律性,从而导致唯意志论。实际上,我们强调选

择性离不开非选择性,就是强调主体的选择要受主客观条件和客观规律的制约。正 因为 如

此,选择才有正误优劣之分。弄清这个道理,对于正确发挥主体的选挥机能,有着极重要的

意义。

其=,如果否认主体的选择机能,夸大其非选择性,就会导致宿命论。历典唯物土义和宿

命沦都承认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承汰人的主观意志的能动作用。宿命

论否认人的主观作丿ll,否 认历史发展的偶然性、多样性、可变性,把历史过程中的一切都看

成是不可选择朐。这样,主体——入就成了神秘的历史必然性实现自身的工具 ,他身不由己,

对自己阝所作所为可以概不负责,也无法负责。显然,宿命论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机械决定论。

这两种错误倾向从不同的极端割裂主体活动附选择性与非选择性的统一,其共同本质就

是形而上学的片面性。 “
两极相通

”
。在现实生活中犭具有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人很容易在

这两种倾向之间摇摆,从一个极端跳向另一个极端。他们在面向未来进行决策时,往往忽视

实践活动的非选择性,过分夸大人的主观愿望的作用,以为只要经过努力,一切都可办到,

囚而头脑发热夕不谨慎,不重视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易犯唯意志论的错误。-旦实践证

明决策失误,他们往往不是从主体方面进行反思,不是通过对经验教训 的 科学 总结,∷深刻

理解主体活动选择性与非选择性胂内在统一,从而以辩证思维取代自己的形而上学思维,-却

工言以蔽之日: “
问题是不可避免的

”
、 “

必然的
”
丿用必然性来为自己的选择 失误 做辨

护。这时,他们又片面地夸大主体活动的非选择性,轻视主体活动的选择性,贬低人的能动

作用,仿佛一切都是命中注定,忘了白已作为决策主体所应当承担n勺 责任。这样是很不利于

提高主体能力,以 致于很容易重蹈覆辙,老病常犯限l。

二、根 据

世界上⋯

"事
物,∶ 其作为内在本质nll根 据规定莆该韦物的根本⒒质和基本发展趋势,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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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物戊为该物而与他物区别并来,这就是事物相对独立的白在性、确走性、一性。向时,事
物还有为他性。为他性表现了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表明事物之间互为存在和发
展的外在条仵。由于事物间相互联系的复杂多样性,其条件也是极为复杂多样的。而且,不
同的条件对事物的变化起着不同皈作用。因此,事物的变化由于条件的作用又呈现出不确定
性、多性。客观事物在发展过程中,根据和条件、一性和多性是辩证统一、不可分割的。这
就是主体活动选择性与非选择性内在统一抑客观根据。根据与条件轳内在统一是通过必然性
与偶然性、可能性与现实性的内在统一而展开和具体化汐。因此,要深刻理解主体活动选择

性与非选择性的统一,有必娶分析必然性与偶然性、可能性与现实性的统一。

必然性即事物内部根据规定的事物发展的基本趋势,是确定性联系,具有-性。偶然性
则是事物外部条件规定 n勺 非确定性联系,具有多性。必然性只有通过偶然性才能实现和表现
出来:必然性规定竹基本发展趋势是必定要贯彻下去冖-’ ,但偶然性却使这一贯彻胂具体过程

充满了摇摆、偏离、曲折及种种具体特点。这样,现实“,变 化过程就表现为一条围绕着中轴
线运动的曲线,这条曲线不仅包含着必然性,也包含着偶然性,是必然和偶然的有机统一。
“
我们所研究的领域愈是远离经济领矽,愈是接近于纯粹抽象的思想领域,我们在它n0发展

中看到胂偶然性就愈多,它的曲线就愈是曲折。如果您划出曲线“l中轴线,您就会发觉,研
究u时期愈长,研究屮范围愈广,这个轴线就愈接近经济发展的轴线,∴ 就愈是跟后者平行而

进。
”

②

可能性走尚未艇开和实现∴q现实性,现实性是已经展开和实现的可能性。现实是主体必

须面对皈I当今的客观存在,它具有确定性、一性;但现实中包含的预示未来发展的可能性 ,

由于条件的多样性雨具有不确定性、多性。可见,现实性是包含着多附一,可能性是终归要

趋向于一r、 转化为一的多。现实性与可能性的内在统一就是一与多浒内在统一。

主体活动选择性与非选择性的内在统一还有主观根据。

∶自觉的选择性是主体活动的特性。离了主体及其活动,无 自觉的选择性可言。主体选择的

范围、具体内容、形式、水平、特点等,都是由主体自身的状况决定的,因 而也是主体自身

状况的表征和虢证。主体自身状况是历史n饣 产物,对于主体活动来说也是既定妁、非选择性

沙。可见,主体自身的状况就是主体活动选择性与非选择性相统一的主观根据。

每一代人的活动都是在前代人活动成果uI基础上进行的,每一代人的头脑里都积淀着前

人长期认识和实践活动的成果。主体丿。识图式就是这成果时一种集中表现,是这成果在意识

中晦化的产物,也就是说是具有选择功能的过滤器。它是具饣多层次复杂结构的整体系统。
亠̄般说来,显意识、理性因素和认知结构在其中占主导地位。当然其具体图式囚人而异。

主体的需要是主体选择菠内在根据。需要一被主体意识到就内化为主观日沙,为达到目

“所作的努力就是主体“意志、意向,它们是主体活动的内驱力,并规定着主体活动的方向

和选择的标准。随着社会的进步,人的需要越来越丰富多彩,越来越向高层次发展。人的需

要有个体区刖。需要的性质、内容决定着选择舯性质、内容。需要受着社会历史 条 件 邮丨制

约,因 雨,主体选择性也受着社会历史条件油制约。

}体思维方式是丨体认识H式岣趸耍纟Ⅱ成部分。人们总是按向身思维方式来筛选输入f广;

息。囚而,恩维方式利亻 与否直接决定着主体盯!选择是否利<扌 。

人是1仃 情感、侪忠、估仰h饣 ,∷ 这些也影Ⅱ向荐∴Il二 体Ⅱ选择。在某砷仿念文配下,l辶体j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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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苋裥木趋,苋奢不避,忐士们甘愿赴汤蹈火、 “
杀身成仁

”
。宗教徒自愿斋戒寡欲。这说

明主体均选择突破了动物仅从个体当今生存需要出发进行选择的种的局限。∵

要实现主体活动选择性与非选择性的统一,必须发挥主体的能动作用,把二者统-的主

观根据同客观根据结合起来。具体说来就是,主体凭借科学从偶然中发现必然,自 觉地接受

非选择性的制约,避免主观随意牲 ,从而有效地发挥自己的选择机能;同 时主体能充分利用

复杂多变的偶然囚素提供的选择机会,避害趋利,促使必然实现。同样,面对无可选择的现

实,主体可以对其中包含的多种可能进行分析、选择,首先筛除不可能,积极创造条件促使

有利的可能变为现实,避免有害可能的实现。同时,主体还可以依靠科学尤其是理论科学,

使选择超越眼前舡i现实,高瞻远瞩,·展望未来,雨不只局限于解决迫切的眼前矛盾,从而让

主体活动选择性与非选择性的统一达到更高的程度,进入更高的阶段。

实际上,主体活动选择性与非选择性的统一是一个在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的矛盾运

动中逐步提高其自觉程度的历史过程。

三、几 点 结 论

实现主体活动选择性与非选择性的统一,关键在于捉高主体选择的自觉性,实现决策的

科氵:午 化。为此,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苜先,决策主体必须现代化。

科技革命使现代实践规模越来越大,节赛越米越快,联系越来越复杂和广泛,后果影响

越米越大。因此,现代化决策也成了一个有着严格
“
操作规程

”
的高度复杂的系统工程。它

要求决策主体特别是社会主体的代表有远见卓识的思想,有广采博纳的胸怀,有统观全局、

审时度势的能力,于千头万绪、千变万化之中能找出关键所在,及时作出切实可行的决策。

决策主体必须以现代科学技术、现代思维方式、现代意识来充实和完善自己的认识图式,才

能适应这样的要求。总之,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要以决策主体的科学化、现代化为前提。

其次,竖持从实际出发,尊重客观规律,这是决策科学化的基本原则。这一原则首先体

现在活动目标的选择上。

目标即目的,是客观规律和条仵这一外在尺度与主体需要和能力这一内在尺度在观念上

相统一的产物。日标作为主体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贯穿并支配着主体活动的全过程。选择

日标是整个决策活动的灵魂,目 标选得是否恰当,是决策活动成败的关键。要科学地选择目

标,必须科学地预见未来;要科学地预见未来,必须科学地认识现状,准确把握事物发展趋

势。为此,必须竖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我们过去失误最重要的根源就在于

没有认清我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

第三、运用创造性思维,正确处理目标和手段的关系,是正确选定方案的关键。

选好日标后就要选择实现日标所需要的行动方案。为此,先要制定多种可供选择的方案。

这就要在既定目标指导下,解放思想,大胆探索,运用富于想象和联想的发 散 性 思 维,尽
力把握事物发展的多种可能 l'⒈ ,为 制定预选方案作准符。

刈多个预选方案呐逸择过程即通常说的
“
拍板定案

”
,这是颉导者最主要的职责。遗择方

案要正用以洱标力归宿边彳i熹屮n勹 收虫性思堆,目 l通过分祈比较冫确窟各种可供选择n勹 方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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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目标之利弊灰利弊之大小,进 耐选定卖琬目标的蕞佳方案。这里要强拥的是芋段、途径
的多样性必须以理想目标的统一性为前提,不能搞南辕北辙。多样性决非随意性。比如,那
些打着改革旗号,不顾社会主义建设大局和国家人民利益而巧立名目、不择手段谋取私利的
∶行为,就根本不属于改革的范畴,不属于以多种形式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范畴。列宁说得
好: “

只有永远记住
‘
最终目的

’
,¨⋯·才能够保证在前进的路上不致失足和不犯可耻的错

误。
”

③

总之,决策时要正确理解反映必然的理想目标之统一性与反映复杂条件的途径之多样性
的辩证关系,善·于将创造性思维的发散与收敛有机地结合起来。如果只发散不收敛,就会使
思维失控而陷入无序状态,成为空想、乱想;∷ 如果只收敛不发散9即只沿着同一方向边行求
同思维,不善于多方向灵活而敏捷 地 思 考 问题,就会使思维陷入僵化状态。过去我们长期固
守一种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就属后一种情况。

第四、要牢固树立全局观点,掌握系统方法,苦于将整体与部分、长远与眼前 结合起
来,这是科学决策的重要保证。

目标和方案都是复杂系统,这是现代实践的本零特征决定妁。实践目标越远大,其系统
也越大,层次也越多,作为过程也就越长远,包含的阶段也就越多。主体决策时必须着眼于
整体系统这个全扃,将整体与部分、长远与眼前有机地结合起来。一项决策的实施,往往有
弊有利、得失相因,重要的是要把该项决策放在系统运动中苯考察,要从全局出发去权衡其
利弊大小,以定取舍。 R看一点不及其佘,只管眼前不顾长远,这是低水平的不 明 智的 决
策。一个使局部获益而全局受害、暂时获益而长远受害的决策是完全不足取的。这类

“
短期

行为
”
贻害无穷。在我l彐 曾一再出现的片面追求南速度而不顾社会效益的

“
过热

”
倾向就是

缺乏系统观念的表现。

最后,搞好政治体制改革,树立群众观念,实现决策民主化,这是科学决策的基咄。
众说纷纭,并非坏事。人们总是从各自熟悉、关心的角度来提出问题、发表意见。这些

立足于局部的见解正反映了系统内各方面的要求,可供决策者选取。这翼关键是要有民主政
治,要有宽松的环境,使人民群众和各个咨洵研究机构真正有知政、议政、参政的机会。决
策者要深入群众,广 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尤其是不同的意见。主体的选择是对 未来 的探
萦。既是探索,就应当给探索者以试错杈。我们应当避免犯大钳,应当避免长期反复犯同类
错误,犯了锆误则应当勇于承认、及时纠正,并认其总结。这一切都离不开群众 实 践的 验
证,离不开民主制度的确立和实施。总之,传统的家长式的决策方式应当坚决废止,代之以
科学的民主的集体决策方式。历史一再昭示我们, “

一言堂
”
误国:错批一人,误增三亿;∶

冖人发动,十年浩劫;头脑一热,通货膨胀。我们的事业需要民主和科学,这就是研究主体
活动选择性与非选择性内在统一所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

注 :

① 《马克思思恪l}i选 集 》第4卷 ,第硅78ˉ硅79J(。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硅卷,第 507页。

③《列宁仝集》第5卷 ,笫 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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