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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蜱
=种

摸式与相互镩用趱滁

徐  健

人类认识:世界申每一次聂大飞跃,朴必

然伴随煮厣雉方本的亟:大孪苷。林古代朴素

滟露辂:经过近代形两上学、唯心主义辩证

渚?砜现岱马克厣主义辩洱法淘发展,都意

咚蔫不珥厣维方式的更替。

不同锟思维方式根塬于人类实鞲活动的

谬庳界苓认识:争锪斡不目水平。半人

"在

实

韩魏讣攀琪翠中:肜成认讶事铆蛑现点和方

捧Ⅱ苒i桨审仵均串发点、在认识肀铆中孝次反

复,成为思考对象的圃定路线、楫泞和形式

时,就表现为特定的思维方式。因此,思维

方式是`思维借以实现的定型化样式,走主体

认识客体的相对稳定的思想粗架。一方面 ,

思维方式的形成总走建立在主体的一定程度

的认识基础ェL的l,总是对已有知识、理论、

观点的程序化、习惯性使用;另一方面,由

于它的相对稳定性,便使符它成为一种
“
惰

性力量
”

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影晌人们对事

物的认识,制约着认识的发展。由于这个缘

“故,从辩证法理论上来分析和说明不同的思

维方式,对于人们正确地认识客观世界和有

效地改造客观世界,就具有十分 重 要 的意

义。

要对不同的思缭方式进行分析和说明,

苜先涉及到思维方式的划分问题。关于这一

点夕近年来学术舁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日 前

并没有取傅一致的看法。有人认为,可 以按

照不网的根据对恩维方式进行划分。比如
'

8

令

垠照思练紫缑可分为膨象思维柑翅辑嚣维9

J寅 思缀豁求方向可分为冰回性思缏和求异性

尽维;按理论秤实盯的不同锦翠,可分为理

谁屠狄尽维邸绛皱∴居次思维,如此年等。上

述klJ分 虽然不无退翠,饵足,并没有完伞上

升郅哲肀一锻方捧讼的哦度米认识。从-肼
方捧论米薜|母缫方术|它辑的尽师有认识

私思维过茫 串珂谭甩姆鞲一滩泅思维翟序或

模式,,饵雄是浒,它抓住了矽t有思∫雉方式最

本厥、最一般的特秦,.从楫本性质~L对它作
出划分。这样,无论是运用概念、判断进行

推理的逻辑思维,还是借助生活的具傩素材

再现典型形象的冫形象思维,或者是基于这两

者运用丰富的知讽和想象突发的灵感思维,

它都是普遍遇甩的,归根练底鄱有一个是形

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还是辩证法,的思维方式的

问题,既涉及到思维特̄性、思维轨逍、思维

方向,也涉及到思维结衔和恿维结果,是不

同思维模式的高度概括。因此,我们认为,

尽管思维方式形形色色、复杂多样,从根本

上来说,可以区分无以下三种模式 :

(-)单向霆线式恩维

单向真线式‘思维是一种低级思维方式。

这种恩维方式的轨道是直线型的,方向是单

一的,思维结构是单调的,思维的结果是把

客观对象孤立化、静止化、片面化,囚而是

典型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



虽然也讲联系,但廴它是把联系片面化,往

往只注意彐父性联系,看不到联 系 的相 互

性、多样性、全面性和灵活性,整 个思维过

程都表现出死板和僵化。按照这 种 思 维 方

式,或音只识一点不知其余,或者只见一线

不矢l其 面,或者只看一面不见其体;好就是

绝对的好,坏就是绝对冉J坏 ;原因只能作用

于结果,结果不能同时作用于原因,从而把

事物纵横交织沟联系、系统钩联系、整体的

联系简单化了。例如,有些人一想刽农业问

题,只单纯地注意粮食生产p认识不到粮禽

生产同林业、畜忄Jt业、泣业和其他工副业生

产的相互促进、 i司 步发展的关系,认识不到

农业结构层次的多样性以及层次之问的混台

交攵性。过种只从一条垃或一个点来考忘问

题的方式就具有单向直绒型思绞的特征。又

如,在认识人类同自然界的关系上,一些八

只片面地强调人类对自然界的钲服、利用 ,

过分夸大丿̀的主观能动性, f过分u:醉 于我

们对自然界的胜利
”

。认识不到自然雾本身

包括人类对它进冖改造沟结果也同时制约和

作用于人;另一些
^~则

丿忽视了

^,的

主观能

动性,片 面地夸大自然丿I门 威力, “
讣为只

是自然界作用于入,只足自然条件到处决定

廴的历史发展,它忘记了人也反作用于自然

界,改造自然界,为 自己创造新 白V生 存 条

件。
”(《 自然辩证法》第158、 ⒛9页 )这两种认

识都是单向直线型思绾泅表现。单向直线型

思维在哲学认识和文艺创作中也 有 不 同反

豕,例饮口,怎样思考和认识物质同精神的关

系、亏1和静的关系、人物个性同共 性 的关

孚、主活的局部画面同社会整体画面的关系

等,让理得不好,都可能表现为直 线 型 思

革,产 主认识的片面性ρ歪曲享物的本质。

∷这种思∴方式的本质特征,恩格斯曾纾作

丁Ⅰ好二:锾氵Ic他说: 
“
旧形而上学意义下

i∶ 了 ∷̄f三 iE世 界观的基本厉tΠ刂:· 扌a,每
— |氵 t它 自身同一。

” 仃
它πl在绝对不相

容的对立中思维;他们的说 法 是.°是 就

是,不是就不是;除此之外都是鬼话
’

。
”

这样, “
它看到一个个事物,忘记了它们相

互间的联系;看到了他们的存在,忘记了它

们的产生和消失;看到了它们的静止,忘记

了它们的运动;因为它只见树 木 ,∶ 不 见 淼

林。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38页 、61页 )

由于单向直线式思维看不到事物 的普 遍 联

系、运动和发展 ,囚 而这种思维模式是封闭而

非开放的、僵化而非活泼的、孤立而非反馈

丙,往往表现为不愿接受新事 物,安 于 现

状、闭目塞听,把人的思路限制在非常狭窄

的领域,使大脑接受和处理信息的速度大大

放慢,思维灵敏度大大降低,结果使认识迟

钝、僵化、并反过来加强孤立、静止、片面

的观点,阻碍认识的进步。

列宁指出: 
“
人的认识不是直线 (也就

是说,不是沿着直线进行的 ),而是无限地

近似于一串圆圈、近似于螺旋式的曲线。这

一曲线的任何一个片断、碎片、小段都能被

变成 (被片面地变成 )独立昀完整的苴线 ,

而这条直接能把人们 (如果只见树木不见森

林的话 )引 到泥坑里去,引到僧侣主义那里

去
”(《 哲学笔记》第411——412页 )⌒ 可见,单

向直线式思维既有认讶论上的槔源,又对认

识产生危害。但是,应该看到,单向直线式

思维又是人类思维发展中的—个环节、一个

小阶段,不仅古代、近代有,现 代 仍 然 存

在。因为最初进入人的认识视野的总是事物

的某一点、某一线或某个局部,全体的多层

次、多方面的联系总是某种综合的结果。我

们指出单向直线式思维的缺陷,是要说明思

绺不能仅仅停留在单向、直线上,还应该向

多向、多层次、多方面的系统性、综合性思

维发展。只有这样,才可能形成思维的全面

性,由 形而上学思维向辩证思维转化,从 而

准确、全面、灵活、深刻地把客观世界,形

甙科学认识。



(二 )双 向平百式思维

双向平面式思维是对单向直线式思维的

扬弃,它的思维轨迹表现为来回 往 复 的 曲

线,思维方向是双向的,思维结 构 比较 复

杂、多样,思维的结果形成了对客观事物的

局部综合,能在一定程度上正确地把握事物

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因此,它本质

上是具有辩证性质的思维方式,逐步摆脱了

形丽上学思维的孤立性、静止性、封闭性的

局限,注意从事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中理

解事物,其思路已显示出一定程 度 的开 放

性、灵活性。双向平面型思维是建立在主体

对客观事物联系的相互性这一认识基础之上
′

的。但是,由 于人们认识相互联系有程度的

不同,既可以从两个事物、两个方面、∷两个

因素相互依存的关系去认识,也可以从多个

事物、多个方面、多个因素之间的关系去认

识。基于前者的认识,即仅仅从事物两个方

面联系的相互性去思考对象,就是一种双向

平面型思维。因为任何两面性思考都只能反

映出事物的面,尽管它可以是主要的面,但

毕竟是面而不是全体。例如,对国民经济问

题进行思考,如果仅仅从农业和工业两个方

面的相互依存、相互结合去认识,而不考虑

与工农业密切相关而又必不可少的其他经济

行业,不把本国经济发展放在世界经济体系

中来认识,刀Ⅳ么这种认识中的思维就带有平

面性,不能反映出国民经济问题的全貌。又

如,对社会发展动力的认识,如果仅仅把它

归结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个方面的矛盾运

动,而完全忽视其他各种复杂的社会因素诸

方面的作用或力量,那么这种思考问题的方

式也带有某些片面性,不能反映出社会发展

动力系统的全貌——即恩格斯讲的包括生产

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在内的无数相互交

错的力量的合力。从人的社会联系来说,如

果一个人只考虑到个人与家庭的相互联系,

10

认识不到个人与家庭以外的集体、阶级、民

族、国家以及与自然环境等各方面的、各个

层次的多重联系,那么他对个人在社会中联

系的认识也必然是片面的,是平面型思维的

表现。   、

双向平面型思维尽管不能反映事物的全

体,但它却是人们在认识事物过程中思考对

象的一个重要阶段,是全面性思维得以实现

的必要环节。要全面认识一个事物,总得从

事物一个一个方面进行,从一面过 渡 到 多

面,从一种关系深入到多种关系,逐步把握

事物的全体。离开对面、对局部 的层 次 分

析,笼统地直观全体,事实证明并不可能获

得对客观事物的科学认识。不仅如此,对一

般的认识过程或者不太复杂的对象来说,如

果抓住了主要的面,把握了最基本的一种关

系,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达到正确认识事物的

目的。例如,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

动这个基本方面来把握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

就是这样。不过,双向平面型思维毕竟是有

局限的,特别是当人们的认识进入更为广阔

的领域、接触到某些复杂对象,力求认识的

全面性、深刻性,需要揭示客观世界的复杂

联系时,这种思维方式又显得很不够了,事
物的联系往往并不只是相互联系 的 两 个 方

面,而是多个方面、多个层次、多种关系的

并存。不同事物之间是如此,同一事物内部

也是如此;而且,把事物的联系放在世界总

联系中来考察,存在的不是平面联系,而是

立体联系,不是双向联系而是多向联系,是
四面八方多种因素之间的复杂交织。因此,

双向平面思维方式虽然是对单向直线思维的

扬弃,但并没有完全摆脱它固有的局限性,

不能真正做到思维的全面性、整体性,其思

路的开放也是局部的,这就决定了它必然向

高级的辩证思维模型发展。

(三 )多 向立体式思维



多向立体式思维是对双向平面思维的扬

弃。它的思维轨道表现为非线性 的 网络 曲

线,思维方向是多向的或全方位的,思维结

构是多层次、多方面的立体状,,恿维结果不

是对事物的个另刂方面、个别层次的把握,而

是对事物的各个要素、各个环节、各种关系

的系统综合,从而真正反映事物联系的全面

性、灵活性、整体性和深刻性。多向立体思

维作为一种高级的辩证思维方式,克服了单

向直线思维和双向平面思维的局限性,是对

所有思维方式的高度综合。因此,它具有以

下几个显著特点 :

〈1)思维的多维性。在确定思维对象

后,以对象为中心,从空间的多个方面、时

间的多个阶段,广泛地敞开思路,从不同角

度思考对象,由 一个面推到另一个面,由一

个层次深入到另一个层次,使思维在广阔的

领域驰骋,从而形成思维方向的多维性。广

开思路、多辟方向、层层深入P是主体在认

识过程中全面把握客观对象的必要条件。任

何客观对象的存在都不是孤立的,总是处在

和其他对象的全面联系中。因此,主体在思

考对象时,应当力求从各个方面寻找思维线

索,实行多路思维。

(2)思维的具体性。所谓具体不是指

感性具体,而是指思维活动本身的具体。多

向立体思维由于从多方向、多层次、多侧面

展开了思路,这样,思维过程就不是单调、

贫乏的,而是丰富具体的,涉及到了思维对

象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各个层次,并通

过忌维的结果,即对客观对象的认识程度而

碎现出来。

(3)思维的系统性。多向立体思维不

仅是多莛和具体的,而且是系统的。这就是

说,尽管思路涉及到了多个方面、多个层次

和多个环节,但它并不是杂乱的凑合,而是

以客嗄对象为中心,抓住各个环节、层次和

△面
=有

机联系,即经过由此及彼、由表及

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制作加工,形成

有条不紊的立体结构,体现出思维严密的逻

辑性和系统整体性。

(硅 )思维的生动性。由于多向立体思

维具有多维性、具体性和系统性,有着广阔

的思路,展现出丰富的思维环节。因此,它

是灵活、生动的,显示出思维活 动 本 身 的

美,可以达到出神入画的境界,在曲线变化

中反映出系统性,在多样性中把握统
一

性 ,

从而有利于发挥思维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增

强思维的敏捷性。           ∷

(5)思维的开放性。由于多向立体天

维从不同方面、不同层次、不同侧面广开思

路以思考对象为中心,从四面八方张开思维
“
夭线

”,具有多条反馈回路,因此,它本

质上是一种开放性思维模式,善于发现新问

题、接受新事物、富于进取、勇于开拓,不

为陈规陋习所束缚,敢想前人之所未想,思

前人之所未思,这就有利于接收、处理和消

化信息,不断增加新的信息量,更新知识结

衔。

通过对思维模式的比较分析,我们不难

发现,不同的思维方式基于人们对世界的不

同认识,对应着不同的理论现点,而多向立

体思维正是把相互作用理论运用于思维活动

必然要提出来的一种思维模式。按照相互作

用理论,一切事物都通过物质和能量的相互

交换、信息的相互传递以及形式的相互规定

而处于多层次、多要素的系统的联 系 过 程

中,而处于系统联系中的事物就不是以平面

的形式,更不是以点、线形式存在,而是以

系统的立体形式而存在。例如,整个宇宙本

身就是一个空间无限展开的立体,其中各个

星系、星系中的各个天体都是运 动 着 的 立

体;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上的一切物质客体

大至自然中的海洋、山川、湖泊、森林包括

鸟、兽、虫、鱼,社会中的团体、阶级、民

族、国家,小至分子、原子包括原子核中的



质子、中子等基本粒子'也都是以立体的形

式存在的:至于语言、思想 (语言是语词指

号,思想是语词的意义 )等观念 信 息 的 东

西,一 方面由于他们是对客观事物的指谓和

反映,并且通过物质载体而传播,另一方面

它们本身也具有结构层次,在这个意义上同

样可以体现出立体性。而以立体形式存在的

任何事物绝不是孤立的,而是和其他事物处

于上下左右、四面八方的相互作用、相互联

系之中,可以对它们从多个方面、多个层次

进行透视。因此,这就给我们一 个 重 要 启

示:要全面地认识客观对象,就既不是采用

单向苴线式思维,也不是采用双向平面式思

维,而是根据相互作用观点,从多个方面、

多个层次展开多路思维,把对象放在和其他

相关对象的系统联系中来思考,形成多向立

体思维结构,从而达到认识的全面性、深刻

性。|

阿尔温 ·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 》中分

析了人类思维方式的历史变化,认为古代人

是圆圈式,近代人是直线式,现代人是网络

式。所谓网络式思维实质上就是一种多向立

体思维。

多向立体思维作为现代的系统综合思维

模式,并不完全排斥单向直线式思维和双向

平面式思维,而是对它们的扬弃,既有克服

又有保留。这是因为,无论从人类认识的历

史发展还是从现代认识泅观点对一个具体辜

物进行认识的过程来看,都离不开对事物的

某一点、某一段、某一面的认识。不把握这

些环节,就不可能认识多层次、多方面的完

整系统。因此,即使人们根据多向立体思维

的要求来具体思考和认识事物时,尽管综合

性思维框架存在于主体头脑中,但它毕竟是

抽象的,还需要从一个一个环节、一个一个

方面开始对事物进行思考和分析,经过由点

到面,由面到体这样-个循序渐进、来回交

叉的多向过程,录后综合为一个 具 体 的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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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而且,从多路思维的综合来看,它还有

一个
“
去粗取精

”
的筛选和收缩过程,即从

各个方面、各个层次中排除无关 紧 要 的 因

素,抓住能代表事物性质、影响事物存在和

发展的一系列主要因素,然后根据它们的逻

辑关系,运用一定的逻辑形式把它们凝结为

一个收缩了的、精炼了的整体。在这一过程

中,抓住事物的主线和主要方向仍然是必不

可少的。多向立体思维同单向直线式和双向

平面式思维的这种关系,颇类似于托马斯 ·

库恩在 《必要的张力 》中谈到的发散式思维

和收敛式思维之间的关系。库恩认为,每一

次科学革命都是新的科学范型对旧范型的突

破并取而代之。而提出新范型,则要求科学

家具有发散式思维方式。发敞式思维是指思

想活跃、开放、积极创新,敢于根据新的经

验事实打破旧传统,反对偶象崇拜,不为传

统观念所束缚,摈弃旧理论,建立新理论,

如象哥白尼、达尔文和爱因斯坦 所 做 的那

样。没有发散式的思维,任何科学革命和科

学进步都是不可能沟。但是,料学革命在科

学史上毕竟只是一个方面,而且它并不是对

旧传统的完全否定,而是加以保留。因此 :

在运用发散式思维方式时还需要一种收敛式

思维。收敛式思维是指维持传统,严格按熙

规范的逻辑程序对新的事实进行 分 析 和 综

合、判断和推理,寻求明确、清晰的结论。

在这个意义上,没有收敛式思维,科学也不

能发展到今天,新的科学范型便无法建立起

来。但是,收敛式思维最终将以科学革命雨

告终。所以,库恩认为,要使科学研究取得

成就,一个科学家既要受一系列复杂的思想

上和操作上的约束,叉要适时摈弃这一套约

束,提出新理论,支持新学说,同时具有维

持旧传统和反对偶象崇拜这两面的性格,在
收敛式思维和发散式思维之闻保持必要的张

力。库恩的这个见解是深刻的,但他把发散

式思拧主要理解为科学草命时期 的 思维 方



式,而不适用于常态科学时期, 这并 不 恰

当。我们认为,多 向立体思维、发散式思维

在科学研究的任何时期都是必需的;而库恩

讲的发散式思维同辩证唯物论根据相互作用

理论提出的多向立体思维也是有区别的。

多向立体思维模式的提出,反映了人类

认识的深化和思维方式的重大 变 革。 有 人

说,十九世纪是局部综合的时代,二十世纪

以来,各门科学的发展已进入系统综合的时

代,这是颇有见地的。我们面对的整个世界

是一个相互作用的整体,人类对相互作用的

认识,从宏观层次深入到了微观层次,从社

会结构深入到了思维本身的结构,不 同系统

之间以及系统内部的多样性、复杂性日益暴

露出来,科学的发展和社会的变革把我们带

入了一个新的天地,使人类的认识从孤立走

伺联系,从单一走向综合,从单 值 走 向多

值,从单维走向多缑,从封闭走向开放。大

势所趋,认识所向,使我们再也不能固守传

统的思维方式,必须进行思维方式的变革以

适应科学认识的需要。因此,多 向立体思维

方式的提出,并不是

^、

类认识过程以外随心

所欲的产物,而是 '丿、类把握客观世界的必、然

要求Ⅱ

多向立体思维的提出具有重要的方法论

i意义'它对一切思维和认识过程都是普遍适

用的,在哲学家、科学家、作家和政治家手

里,都将大有用武之地。

特别是当前的社会改革,首先面临的一

个问题就是人们思维方式的变革。不打破旧

的思维方式,不把人们从某些陈腐的思想观

念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就会大大延缓改革的

步伎。某些人之所以对党的三中全会以来的

一系列方针政策不理解,一个重要的原囡,

就在于他们还固守着旧的教条,特剔是思绺

方式的狭隘性、单 一性、封闭性和守旧性。

改革是一项巨大的社会系统工程,涉及到整

个社会的各个层次、各个环节。从思维方式

上来说,苜先,我们必须从思维的孤立、片

面性、走向思维的多维立体性,加 强思维的

整体性、系统性。深思熟虑地考察社会结构

的各个方面,从整体联系出发,处理好全局

与局部之间、层次与层次之间、环节与环节

之间的各种复杂关系,求得社会系统的协调

性和最优化。其次,必须从思维的封闭性走

向开放性,提高思维的灵敏度。改革打破了

许多以往的陈垣旧壁,扩大了人们的视野,

拓广了人们的活动范围,加快了生活节奏,

各种社会信息扑面而来,我们必须敞开思维

大门,多 辟信息通道,增强接收和处理信息

的能力,尽怏地对改革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作

出预测,制定具体措施,赶上改革跄步伐,

力争改革的胜利。尤其是要面向世界、面向

未来,注意吸收当代科学技术革 命 的新 成

果,制定对策,为 我所用。再次,必须从思

维的单一性、守旧性转向思维的灵活性、创

新性,发挥思维的创造力。改革为每个社会

成员发挥聪明才智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场所,

我们必须从那种守旧而不求新、唯书而不务

实的观念中摆脱出来,一切从实际出发,从
多个方向、多个侧面思考问腰,广开思路,

积极创新,为振兴和发展国民经济,增强社

会活动,寻找多种方式、多种途径,使整个

社会充满生机。

总之,一种新的思维方式的出现,基于

人们对客观世界认识程度的提高。但是,它
反过来又会进一步拓广

`、

们的认识领域,在
认识和变革现实中发挥饣'∶ 用。客观现实是人

类思维赖以飞翔和降落的真正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