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凼 川 婶 范 大 学 学 掇 ig88年 笫 1期

试论反思在认识中的作用

近年来,人们常常谈论反思,理论界也写了不少与反恩有关的文章,可以说在认识领域

t廴 现了反怂热。那么;,马克思主义认讽论怎样璎解反羁?反思在人仍认识过程中有 什 么仵

用?怎社进行反思?本文拟就逑些闷题作一韧浅的探讨。

一、反思的历史回顾及反思概念的规定

关于
“
反思

”
这一范眈'英:国资产阶绲哲学家洛克曾有过阐释。洛克认为,`“反思

”
就

是
“
反省

’,而 “
反省

’
又包含两种意义。其一, “

反省
”
是获得观念的心灵的反观自照,

在这种反:观 自胂申,Jb灵熬御不同于惑觉得来的观念的观Ⅱ念。但反省又离不开感觉,他说:

“
如果入们菠阃P一个丿、什么时候才开始有了观念?灿撼可以说,他在开始有感觉时,才有

观念的
”

C、 。 “
人心又开始反省它向已在感觉观念上所发生的各种仵用。西北,它就又得到

一套新观念,这耷观念便是所谭反省观念。)” ②其二, “
反瓮

″
是对感觉观念和反省观.念的

ˉ̂s恳考。洛克在论述作为简单反省观念的
“
记忆

”
时说过r “

撼忄l如果不^重复运用自∴己底愍

宫∷卩
J吧那些观念,如果不啭反省原始灰生观∷念的那.些鲰

'则
那个印纹会消灭得终于不留一

点,+o· 痕。
”

③撼说)叽洛燕馋
“
反铞

″
铒含着再思考的意<尽、如果说前一种意-义上的∷“反省

”

以心璎活动、心瑗作羁或J0避功、能为对象,那么后一种意义上的 '反省
”
则以。既得的观念为

对氟-反省观念来自}心灵汛动的反观岛熙,^而心灵的∷许多滔动说到底不过是对既得观念的∷-
定胳式妁反省。没有第二种意义上的

“
反省

”,理昝就永远只崩婷留在简单观念i上。因∷此洛

苋所说的对既铞现念蜘珥恩拷 ,· 即第二种翥义畈 篙”就臧了人睁理智由,简 单观念进,至⒒复杂

观念,,又申象杂现念谶到删 契机.娥 Ⅱ从方漶论的崽义看,洛克趵
“
反省

”
最终囿于

经验雨不能滞佤真正馋珲岱羁辩,这是他鹧局跟性。?

同洛克的
“
反Ⅱ省

”
范饶有某融榀似捣是斯宾诵莎的

“
屎思'范畴。斯宾诺莎认为

“
反患

”

是现念妁现念。观念是认识莎解中绡果P/占本身又焉理智认识饰对象,对于作为认识结果的,

现念的再认泯和对于这种再认识既得观念锦再诋识,'就是反思b,洛苋的
“
反省

”
与斯宾诺莎∷

晦
°
反思

”
一字-之差,表明他扪,晖有一致乏处又有不同'之点̌ 相月:晦是,他们都有对观-念豹·

再思焉的意义J不周:蜘嫠,耨燕姆‘
“
反省∵主'娶用亻于人的慧惧泺赤本身的反观氵自照,‘ 而∷斯宾

诺莎的反思则主巽篱玮Jo镪所得的现念掏-再恩考。前耆主要苒力于人的-观念的来源,后者主
要着力于真观念Q镪珥性升华。它们都%斟已独镞曲方式体现了

^捣

璎智盯白觉性、能动

伍,把人类.的勰绿月励镪胸具有类比蓑义的
“
思维

”
从根本⊥区sll掰 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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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的
°
反省

”
标志着人类对总结自身思维规律和思维形式的新的自觉,它为马克思主

义哲学关于两种认识对象 (物质世界和思维规律 )和两类认识经验 (外在的物质的经验和内

在的经验:思维规律和思维形式 )的论断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启发。斯宾诺莎的
“
反思

”
从理

性认识的进一步发展看,它是-切具有真理性的理论体系得以构筑的杠杆,显现着人类理智

把握世界内在本质的力璧。但斯宾诺莎的反思也有不足之处,他对知识来源的说明上,存在

割裂理性认识和感性认识关系的性质。

与斯宾诺莎的
“
反思

”
有着联系的是黑格尔的

“
后思

”
。黑格尔在《逻辑学》一书中也

讲了很多
“
反思

’
的问题,但他讲的

“
反思

”
是指知性思维,而他讲的

“
后思

”
才与我们今

天所理解的反思意思更趋ˉ致。在黑格尔哲学中, “
后思

”
一般有三种含义或用法。其一,

指
“
思辩的思维

”,即把握多样性统一的思维;其二,泛指对感觉、表象中的内容加以反笈

思考;祟三,与 丿
知性思维

”
.或反思同义,怛这种用法比较少。黑格尔认为

“
后思

”
是哲学

的认识方式,即思辩的思维。在 《哲学全书 》第二节中,黑格尔讲到哲学上的思想与一般的

思想不同。他说,哲学上的思想虽然本质上与一般思想是一个思想,但它以思想本身为认识

的对象和内容,它是以概念的形式出现的息想,是对情感、表象等
“
意识的形 式

” °
加 以

‘
后思

’
所产生的思想

”
0。 所以,我们说黑格尔的

“
后思

”更符合我们今天谈的
“
反思

”

之意。黑格尔的
“
后思

”
是很深刻的,但他的唯心主义体系使他的

“
后思

”
不能建立在唯物

主义的基础上9不能成为完全科学的罂论。

从上面简略的回顾中;我们可以看出从洛克、斯宾诺莎到黑格尔,他们对人类认识史上

的反思现象作了有益的探讨、概括和总结,提出丁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对认识本身要进行

考察,以便人们加深对认识的理解。这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但由于历史

的、社会的以庾他们本人的种种局限性,使他们不能对
“
反思

”
范畴作出完全科学的规定。

首先,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带有唯心主义的色彩。特别是黑格尔的哲学本身是唯心主义 的体

系,在此基础上捉出的
“
反思

”
范畴也必然是为它的唯心主义服务的。其次,他们的反思对

象基本上是局限在主体自身,这是不全面的。因为人的认识是按照自己的目的,根据自己的

状况 (包括生理、心理、知识、结构、社会经验等等 )来认识客体、认识世界的。人既是主

体又是自身主体的客体。人们在实践中既改造客观世界又改造自身的主观世界。正是实践的

这种双重功能,决定了人既要认识客观世界事物,又要认识自身。人们的认识是认识外界与

认识自身的统一,是认识客观世界与认识主观世界的统-,其主导部分是对客观世 界 的认

识。囚此,人们在实践中的反思也是这二者认识的统一
'既

有主体自身的反思,也有对客观

事物发展过程以及主体与客体关系等认识的反思,而不只是 f自 省
”

或
“
内省

”。

毛泽东在吸取了人类认识史中的优秀成果后,提出
“
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

”
的

思想。他的
“
再认识

”
与前面几位哲学家的

“
再认识

”
有一致之处:它们都包念着反思的意

思。因此,我们可以在吸取历史上
“
反思

”
范畴的合理困素的基础上,根据辩证唯物主义认

识沦的基本原理,这样来揭示反思的含义:反思是人们在实践中,对已经发生过的认识,反

回去再认识。它包括主体自身的
“
内省

”
和对客体运动过程及其与主体关系认识的再认识。

如果这样理解反思,它就是认识自我深化的过程。我们可以从下面两点来理解:

第一,反思是主体认识活动中的一种自觉能动性。这种能动性突出地表现在主体是抱潜

一定的目的、对某一事物或问题的认识进行反思。主体的这种日的性行为不是作用于客观对

R



象雨是作用于已有的认识。因为原有目的的提出和设定,经过了主体从实践中进行了分桥、

选择及对客观事物发展规律的认识和把握。在反思过程中,主体要进行一系列思维活动,对
原有计划、力案等提出新的见解和看法。这显示了主体对事物的认识不满足于现实的、已有

的、正面的认识,而要通过裣查认识对现实作全面的深刻的了解。这是高度自觉能动性的表

现,是认识自身不断完善的作法。过去人们强调主体能动性只是认识向实践的飞跃 ,∴ 雨反思

则强调认识自身的不断完善。认识不能离井实践,但有了实践并不等于就有了正确认识,必

须进行反思才能使认识全面和深刻。

第二,反思是主体对事物理性认识的再思考。主体反思是在实践中或实践后,即人们已

经取得理性认识的基础上,运用概念、判断、推理的方法反回去再认识、再思考。这一认识

表现为一系列的抽象、概括、分析和综合的过程,获得的是关于事物更全面更深刻的本质认

识,而不是关于事物现象和外部联系的认识。因为反思客体已不是直接存在的现实客体,· 耐

是反映现实客体的知识体系,是对已经发生过的认识凭借概念、判断、推理等抽象思维进行

的再认识。所以,反思属于理性认识,而且是更高层次的理性认识。

二、反思在认识中的作用

(一 )反忠推励着新思想、新理论的提出。

反恩在新 l白 理论交替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是人们认识事物的一条相对独立的途径。

在历史新旧交替点上,人们常常为了向前看而首先回头看,看已经走过的历史、对过去了的

事物的认识进行一番思考,从中悟出过去认识中的正误、真伪或优劣,促成对事物未来发展

前途和方向的新认识,从丽更加自觉地在批判地继承前人和同时代人的思想成果的基础上,

建立新的理论。厉史上总是这样,当某一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理论体系不能说明现实时,就

推动着人们去探寻新思想、新理论。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往往从反思中获得启发,获得新认

识,有力地推动着新思想、新理论的提出。欧州十七、十八世纪的资产阶级思想家正是在对

中世纪宗教神学理论的反思中,提出了资产阶级的
“
自由、平等、博爱

”
的人逍 主义 的 主

张。他们用人性反对神性-用人权反对神权和宗教的专横统治。我国人民对
“
文革

”
及

“
文

革
”
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观念的反思,提出了以 尸四化

”
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发展方针。

在科学史上更是如此。爱因斯坦对牛顿经典力学的反思,创立了相对论,为科学的发展树起

了新的里程碑。马克思、恩格斯对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哲学的反思,创立了科学的辩证

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欧洲空想社会主义的反思,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现在人们正

对马克恩主义认识论进行反思,提 出了认识必须从主体性出发彻底反思认识活动的本质、特

征和具体机制的问题。这无疑将使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向前推进一步。总之,反思在人类认识

史上,有着不可否认的作用,是新旧认识转折的杠杆。

(二 )反思推动和加速主体把握真理的进程。

人们只有通过变革现实的实践,才能认识客观事物,才能取得关于事物真理性的认识。

而人们荽比较顺利地获得真理,就必须减少实践的盲目性、增强自觉性。这就需要解决好实

践的目的和实践的方法,需霉对主体进行反思。因为 :

笫一?反思可以促进主体正确地选择、确定或调整实践的回的和实践方法,避免或减少



实践的肓目性,∷加邃实践进程和认识过程。实戡 目的、方法正确,实践边程枕比较顺
1千

刂,· 取
得真理性认识

′
相对地也'会

快些,反 之则受影响。囚为实践的冒的制约着实践的方河相全过程,

′
制约

:着
实践方法的确定。因

·
此,在实践前工定要逻择、确定好

·
目的。而正确的豸的并不是主

观自生的,它必须是具体实践攵其改造对豫的留规觏律的工确反映。这种正确反映除了主体
对改造对象进行直接认识和逻辑讧明外 ,∶ 还少不了主体借鉴同类实跻的经验进行反思,从中
获得关于客观事物的必然规律钓认识和主体愿望是杏符舍客观规留莳认识,从而在现实中进

行实践目的的选择或调整,以 使目的更符合实践的客观规律,、吏符含实渡的社会价值,并 由

此制定出相应的实践步骤和方法。只有这样才能使实践顺利进行并取得预想的结果。

即使实践目的和方法经过选择已经确定并付渚实践-在实践过程中也少不了主体的时时
反思。因为辩证唯

′
物主义认识论窭求主观和溶观、

¨
认识和实践的统工是具体的、历史讷;而

事物的发展都有其一定的过程,’ 有其阶段性,.人们对客观舰律的认识也是随着事物发展钠阶

段性而逐步涤化和发展的。人们在实践妁具体过程中,总会遇到新情况、新问题,这就需要

通过反思找到出现新情况、新问题的原囟,及时调整域修改实践方案,以便使卖践沿主体预

想的方向前进。毛泽东在谈到军事实践时说: 
“
当执行某一计划时,从开始执行起P到战局

终结止,这是又一个认识情况的过程,耵实行的呛程。此埘,第一个过程中的东西是否符合

于实况,需要重新加以检查。如果计划和情况不符合,或者不完全符合,就必须依照新的认

识,构成新的判断,定下新的决心,把已定计划加以改变,亻使之趋合于新的锖况。
”o毛泽

′
东说驹要

“
重新加以裣查

”
就是要主体在卖践屮对第一个过程的认识迸行反思,傲出新的判

·
断。

¨
如粱在实践申,′主体不注噫对反馈脚宿意进行反崽,木仅会造成卖际危害,雨宜要莛缓人

们获得滇理的过程。毛泽东说: Ⅱ
走
j步

应着那=步的具体变讹,据此以修改或茇展
’
自已的

截略战役汁划,不这样儆,崴:会弄出冒硷苴冲盯错误。∵0这是叙胃道理的。
ˉ
目前 ,飧们的

|经
济体制玫革基本上窒持了时时反摁 ,Ⅱ时时调整嗔体潸施宵作法,苁而便近宄年改革的实践

·比皎成功,加速了获得关'f经济改革以:及建赀具有中
′
团符色社

·
会主义的真理性认识的进程。

笫二,反思可以使主甯处f认识相实跤罗展驹最雀状态,‘达到认帅 狭践盯最佳效果。
、人忄卩扌某种认识是否具有真理性,=术仅取决宁认谀是否反:映客体,而宜取决于主体如何反映

客体和主体反映客钵存在的形式。雨主体的状况,呲如宝场、观点柑方法,猜忠、
‘
甯绪、倌

念、意志、灵感、潜慧识、宜觉、习惯、才能等心钮因素 ,Ⅱ以灰社会签验等等,对事物的认

识都有着密切钓联系,它们苴
丿
搂彩响到主体对辔吻的认识。立场礻对芨会甫辕北撒,不能

正确认识:事物;方法不同,、训识和实踱的结粜地舍不向。
′
在卖溉中常常有这种琬缘,同ˉ客

·
体在不同的主体那里会产生不田的宝观形象。

·
芷次r鲁迅雀淡到文学欣赏时说的,:同一部《红

楼梦》经学家看见 屮易
”,逍学家智见

灬
淫
”,才子宥见缠绵,革命家看况释满,流言家看

见富闱秘事,真玎谓
“
仁者见仁

” ￠
智者现智

”
。另汐卜,{即使同一客体在同一主体的不同心

理状态、情感、情绪下,也会产生不同的主观形猱。
′
因此,要使主体倮胬认识中的正常状

态,就需要主体经常从实践需要出发进行反思,反恕
ˉ
自身的J怼状态以

°
及自身与容观外界的

关系,以便顺应客观觏律和客观条件,自觉地玫变自己不符合客观擎物釉卖饿觏律钩思想观

念或恳绁方式、实践方式、生活方式,'使之准实践中受好地使主观符合客观,充分发挥目觉

能动性。实践证明,只有清醒的主件意识才能对自己的认识活动有薄识她
:自

堍地拥节,徒乏

趋向预定的认识客蚬外界繁铆的自坏 ,芽达哪这¨扌标。确 ?螫镡实豸坚持下苯:芽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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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性的认识,也需要主体具有良好的精神状态和竖强的意志和毅力。因为客观事物的规律

不是一下子可以被认识到的,钍往薷要反复的实践,需要经历多次失败。在科学史上,有些

科学家发现某个科学规律,是经过数百次失败的实践才获得成功的。有时为了探寻客观规挣

不仅要流汗,雨且要流血,甚至牺牡生命。戋i果没有百折不挠的糖神,没有不畏劳苦沿着陡

峭山路去攀登高蜂的勇气,没有为科学献身的决心,是不可能探索到客观世界隐藏着的规律

的。只有主体时时反思、自省,才能培养起坚强的意志和百折不回的毅力,才能千方百计地

将实践进行下去,而不至对实践动摇不定,影响实践的进程。

(三 )反思是人们改造自身主观世界,不断更新观念的¨个途径¤

笫一,通过反崽自党地改造主观世界。曾子说
“
吾日三省吾身

”
⑧,就有通过反思解剖

自己、认识自己的崽想。人的主观世界的改造,虽然少不了别人的批评和帮助、但主要是在

实践中自我改造, 白莪教育。这就妾运扁自我分析、自我解剖等反思方法认识自已。一个人

具有自我反思的能力,就能够在改造客观和主观世界中,控制自己的意识,克制 自已的情

绪,、调节支酡自己的行动。善于自莪控+lJl是 一个人的重要品质。一些有杰出戚就的人物总是
。
有狼强的自窈淦制能力,而这种自我撞锎的前提是自我反思。戾有在自我反思中认识自己的

崽想、懑情和行动
ˉ
是杏符合客观实陈和社会薷要,才会自ε说服、自我监督、自我修养,从

而有意识地控黹刂自已的思想、感情和行动,使 自己不断她成熟起来。女Ⅱ果一个人对 自已思

想、感党相行动淡有自觉意识,∶ 就不会有自控胄邕力,就可胄邕表现出轻奉妄动,‘ 导致行为的失
′
败。当前,在建设有中国特包的社会主义的迸程中,每个人为了更好地适应

“
四化

”
建设和

∶
政治、∷经济休寺l改革的薷要,都应加强自莪反思、自我改造,以便使自已逐步完善起来,更
好地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第二,遍赳反葸更新观念。
艹
盹著科学技未的发展,对传统崽维方式曲突破:皮崽莳普遍

·
庋用必将引赳旧观念南变革。首

ˇ
先,一走的兢念和一走莳崽缌方式是栩适应的,皮总钗杯思

′
维方式在碇邃新观念

∷
的产生中起着董要白,作用。比虫口,20世纪眈着娅论科学、技术科孪曲发

展,ˇ出现了
’
拶钻刂论、糸窈论、

ˉ
信息论等,使

.人

们从系统的层次结构、结橱与
=,J胄

邕、糸
'绕

丙部

不向层次间的控制与反馈苡灰客系铳之河的联系中,更深劾地揭示出客规世荠曲本反映糸,从

而使犬们的辩证崽雍达到一个薪0t高度。于是在这一更高的思维方式基础上就形成了新的观

念,即系统观念、控制观念、信息观念等。其次,通过反思摒弃旧观念,树立新观念。随着

生产力
′
的
′
发展,实践

;的
茇展,必然强猁窈冲击着传统的旧观念,推动着新兢念的产生。人们

在实践中,铯赶对传统观念的反思,可以从翟论上认识旧觑念的过时性、落后性,从丽在此

章鬈啻詈量|詈孽悬量:;∶∶∶∶:∶;:F∶
;∶霆:∶∶裘:;∶￡叠叠案耋红:≠∶昃堇雩:∶∶

;∶o∶

的观念已深入人心。当前在改革实践中,^们

念、信誉观念、信息娩念、人才观念、教育珥蓉F葚蓊蟊鍪「銎鑫铣答F雾矍黉甚、猛袭
念等等。

总之,反思是人们认识豸物钩又=和对芈

彀育作用,是人类科i学 与认识芟展的必
·
然吓节

方位地把握事物本渍豹途径。投有产一途径我

,{|∶∶l|}



三、反思的客观基础和原则

反思为什么能成为认识的一个途径,能在
'认

识中起着重要作用呢?这是因为它有坚实的

客观基础。

第一,事物发展的过程性、条件的复杂性和主体的局限性决定了反思的必然性。毛泽东

说: 
“
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曲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

才能够完成。
”

⑨这里说的多次反复就包含着反思。因为
“
从事变革现实的人们⋯⋯不但常

常受着科学条件和技术条件的限制而且也受着客观过程的发展及其表现程度的限制。”⑩也

就是说一切客体都有一个发展过程,这个过程既有它的各个方面特别是本质的暴露是否充分

的问题,又有其条件的复杂性。任何一个过程,都既有它存在和发展的内部条件,又有其外

部条件:有促进发展的有利条件,又有阻碍发展的不利条件;有它和其它过程共有的一般条

件,又有其自己特殊的条件;在各种起作用的条件中还有主要条件和非主要条件等等,而且

所有这些条件又是不断变化的。人们在实践中要全面地把握各种复杂条件及其变化,还要受

立场、观点和方法以及心理状态等等的限制。这就需要主体有高度的自觉性,不断地进行反

思,才能逐步达到一个比较完全的认识。

第二,客观事物发展的历史继承性决定着反思的必要性。新事物是从旧事物发 展 而来

的,是对旧事物的扬弃。因此新旧事物之间有着内在的、必然的历史联系。每一事物也有产

生.发展、灭亡的历史。对事物的认识要达到历史的辩证的统一,就应随着事物的发展,实

践的发展不断地进行反思,才能使认识跟上事物的发展,才能在继承、发扬思想精华中提出

新的认识,才能深入到事物本质的更深层次,才能不断地接近绝对真理。同时要认识事物的

现状及萁未来发展趋势,把握它的规律,揭示它更深刻、更全面的本质:也应对它过去的认

识有所反思。这就是从它的现状及其所处环境与人们的需要相结合出发,反回去对他过去的

认识进行再认识,进行理性的概括和总结。通过反思发现、纠正过去认识中的错误观念或不

完善的方面,从雨对该事物的现状及未来产生新的更深的了解和认识。正如毛泽东说的,对
-个人看他的过去就知道他的现在,看他的现在就可知道他的未来。原因就在于它们是内在

地历史地联系着的。

第三,认识自身的完善、发展和本质的否定性决定着反思的必然性。认识不仅在实践中

深入、完善、发展,而且需要自我完善、自我检查,即反思。反思是认识自我完善的重要途

径。因为反思这种理性认识已经不同于初次认识中的理性认识。首先,反思中的主体比初次

认识中的主体更成熟。一般地说,反思中的主体已经过实践,取得了-定经验,无论是心理

状态,知识经验等都会与原来有所不同。主体所处的现实环境、面对的社会需要等等也不同

于以前。其次,反思中的对象是已知的理性认识,而初次认识的对象还是人们观念中的现实

(实践结果 )。 如果我们把初次认识过程看成是从起点到终点的认识,把反思看成是从终点

回到起点的认识,那么一般说来,主体从终点到起点的认识优于从起点到终点的认识 (当然

它也离不开从起点到终点的认识 )。 因为,后者是从对事物的高级形态认识去认识低级形态

的认识 (事物随着时间推移已发展了 ),从现在去认识过去,这种认识象一面历史镜子,能
透视出过去和现在.新和旧万种

^识

间的联不和差异。这差异就是使主体清醒的兴奋剂P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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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新思想的催化剂,是使主体思想明朗、飞跃的杠杆。反思能在理性认识发展中完成一次次

飞跃,就在于它是由被认识的本质自身的否定性决定的。用黑格尔的话说就是
“
本质的否定

性即是反思
’

。④

必须指出,我们说反思有它坚定的客观基础,因此能在认识中起重要作用,其前提和归

宿是炅思要坚持和符合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原则。反思不能从主观出发。让实践结果、客

观事实来适应、符合主观认识。列宁说: 
“
人在自己的实践活动中面向着客观世界,依赖于

它,以它来规定 自己的活动。
”

②人们只有从实际出发,才能使主观和客观统一,认识和实

践统一,才能获得对事物真理性的认识。无论对成绩还是对错误的反思,都应当以客观事物

为根据,辩证地分析归纳、综合出成功或失败的原因、条件,特别要从主体认识上找原因。

因为, “
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 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

”
⑧我国在过去很

长一段时间里,某些人从固有理论或主观臆想出发,认为生产力不发展的原因是所有制的公

有化程度不高,于是不断地反右倾,结果造成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巨大损失。其原因,不在

于∴人们没有反思,而是在反思中违背了从实际出发的基本原则,犯了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

错误。在反思中,坚持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原则,还 必 须 既 注意对事物发展全过程认识的

反思,又注意对事物发展各个阶段认识的反思,把对全过程认识的反思和各个发展阶段认识

的反思统一起来。人们只有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观点,在各个发展阶段都通过

反思,使 自己的认识符合客观实践的发展,才能取得实践的成功和真理性的认识。总之,反
思既是人们认识事物的一条途径又是一种认识方法。它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从单向认识发展

到双向、多向认识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在科学突飞猛进地发展的今天,我们应该认真研

究
“
反思

”
的本质和作用,以便让它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注释 :

①②洛克: 《人类理解论 》关文运译,第 82页

③同上书,第 117-冖△ 18页

④
“
真观念

”
斯宾诺莎是指客观事物的客观本质。他说: °

彼得这人是真实的;彼得的观念就是彼得的

客观本质,本质即是真的东西。
·’

⑤黑格尔:《 小逻辑 》第38页                   ,
⑥《毛泽东选集 》第一卷第 164页

⑦《毛泽东选集 》第一卷第zO5页

⑧《论语 ·学而 》

⑨《毛洚东五篇哲学著作 》第227页

⑩《毛泽东选集 》第一卷第282页

0黑格尔《逻辑学 》下卷第 1丛页

3∶ 黑格尔 〈逻辑学 〉一书摘要 》,《 列宁选集 》第38卷第⒛0页

G《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4卷第2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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