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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 念 是 一 种 思 维 具 体

王世 达

随着改革的深入发展,社会正发生着深

刻的变化,人们的观念也由此而产生急剧的

变化。尽快地使人们建立新观念、破除旧观

念,以顺应形势发展的客观需要,将对改萆

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产生巨大的推动力。

为此,有必要对观念自身作深刻的反思。 `

且先就人忄l对观念的理解做一个简要的

考察。

检索几种 《辞典》 如《简明哲学辞典》

(苏), 《哲学辞典》(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 ),对 “
观念

”
一词的主要 解释都 是

〃
思想

”
,即抽象的恩维或理性认识的意思;

也有把
“
观念

”
解作

“
表象

”
的,如 《常用

哲学名词词典》(广西人民出版社,黄鸣主

编 )。 诚然9观念是客观事物在人脑中的主

观反映,从广义讲, “
观念的东西

”
包括了

从初级的表象 (有某种程度的概括性 )到高

级的理性认识的工系列认识成果。但是,丁

般人和理论工作者通常使 用 的
“
观念

”
一

词,在大多数情况下,不是
“
观念形态

”
的

意思,不是纯粹的
“
思想

”,不是纯抽象的

东西,也不是作为感性具体的表象。人们通

常是在一种较狭小的范围内使用
“
观念

”
一

词并赋予了它新的涵义的一一而这点正是流

行的哲学辞典所忽略不载。因此,过去的简

单化,笼统化的解释需要辨析,需要将忽略

不载的东西加以补充和发展。
“
思想

”
就是理性认识,是对事物本质

和规律的认识。它具有抽象性、普遍性、间

接性n勹特点,它去掉了感性的成分,完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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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 先 戎

表象已蒸发为抽象的规定。但通常使用的观

念,同 “
思想

”
有一定的差异,表现为从外

延上看它比思想要小;从 内涵上看,却比思

想要大。困为它是多样性的统一,是许多规

定的综合,有着丰富的感性直观,而不仅仅

表现为事物的抽象规定。从特点上看,观念

一方面有着抽象性,普遍性,间接性,另 一

方面它又具有直接性,具体性和特殊性,以

及愿望,意图等主观意向。简言之,观念是

一种理性具体,思维具体,是客观事物作为

统∵体在思维中的再现。如
“
职业观念

”
,

在经济体制改革以前,人们普遍地,牢固地

认为
“
全民所有制好

”
。这种观念,不仅有

“
生产资料全民所有

”
,“国家统一分配

”
、

“
国家统一经营指挥

”
等抽象的规定,还有

“
铁饭碗

”
、 “

旱涝保收
”

、 “
荣耀

”
等具

体性,直接性。又如社会上非常普及的
“
务

实
”

观念,它不仅有
“
反对空谈 、 讲 求 实

际、联系实际
”

的抽象规定,又有
“
眼前利

益
”

、 “
实惠

”
的具体性、直接性。 “

时间

就是金钱
”,不仅包含着

“
时间是事物运动

发展的过程
”, η寸间与价值的内在联系

”

等抽象规定,同时包含着要抓紧时间'有效

地利用时间,提高工作效率的规定,并且具

体到同每一个人所承担的社会责任紧密联系

起来了,在各自的行动中具体化了。

观念之所以是一种理性具体,是困为它

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 ,

而不是表现为起点。在它的抽象的主观的规

定背后 ,隐藏着丰富的感性苴观。在把握它的



牡象的结论时,就在思维鋈复制着历史的行

程。它所包含的感性直观的来源。大致有两种

倩况:其一,一种思想、观点行之于实践 ,必

定有丰富的实践活动内容、例证、感受附于

其上,通过思维加工,使其成为
“
许多规定

的综含
”

,“多样性的统一
”

,并囚以获得通

俗表达形式,从而成为一种理性的具体的观

念。细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

这一体现了暴

力革命原则的普遍规定的观念;一提到它,

自然使人们想起十月革命攻 占冬 宫,南 昌

起义,井 冈山等一系列感性的内容和形象。

这样,特定的思想,就与具体丰富的形象和

过程粘合在工起,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之中1

其
=,人

们在社会实践中,以总结经验的形

式得到的某些观念j虽 已具有某种牡象的形

式,但至少是工种粗糙的、未定型的、初级

的、未成体系的抽象形式。其对事物的认识

只达到有限的程度,还主要停留于对事物外

部联系的认识,或对事物的内在联系知之甚

少,因雨更多地保留了感性直观的内容。这

也是一种理性具体,⊥种某些抽象规定与感

性直观的结合物,∷种事物作为统一体在思

维中的再现,并且也往往是以-种通俗表达

形式出现的(这是观念具体性的生动说讷 )。

如中医学的虚实寒热的观念,它即是某种理

论的概括抽象,更主要地是大量丰富的直观

内容 (临床表现 ),是ˉ种经验的总结。

人们通常将上述两种思维具体称之为观

念:可见观念的产生是跟主体 (确切地说,

是某些群体 )的经验或实践紧密相关的。由

于主体实践的狭隘性与局限性,一些观念就

不可避免地要带上某些前科学 (土面的第二

种情形 )或非科学 (上面两种情形都可能 )

的性质,这是需要加以注意和分析的。更由

于实践总是历史的、具体的,实践发展了,

观念就应该相应改变。总的来说,判断观念

要看其是否符合历史发展的要求'是否促进

社会的进步。在四化建设中,对 人们的各种

观念进
∷
行分挢鉴别和说叻:是理论王作者的

ˉ项重要任务。

从认识论的角度看:人们通常使用 的
“
观念

”
 (狭义的 )一词处于认识过程的地

位 (上面两科情况 )9.可以图示如下:

(烹豇:镳≡:I嚣君IIⅡ
∵ 吒念的丨立置~∶

同时,从现实生活中观念对人们行动的

作用进行考察,还可以发现,人们的观念还

包含着人忄i的主观愿望、意图,以及预期的

行动结果'加进了主观的意志和欲望。正如

列宁指出的那样: “
观念是 (人 的)认 识

和意图 (意 欲 )” CKK列 宁全集》竿e8卷 ,第 ⒛8-ˉ 209

页)。 由此看来,对观念的理奸,仅仅停留在

如何反应客观是不够的。因而它不是通常意

义下的理性具体,而是入们行动的前奏。虽

然它还不是实践,不是行动,但它却孕育着

实践和行动,以及预期的结果,它是由知到

行的中介。

观念除具有具体、直接、特 殊 的 性 质

外,还具有以下特性 :

第工,强化的能动性:—般说来意识对

于事物具有能动作用,认识对亍实践具有指

导作用。但是观念这种认识,对于实践和人

的行动有着更直接、更明显的强化的能动作

用,对人的思维的意向影响是相当大屮。为

什么能得到
“
强化

″
呢?因为它适合人们的

需要,包含着人们的利益和愿望,其通俗简

化的形式和大量感性直观,易于为人们所领

会,便于人们接受和传播。它ˉ经人们的接

受,便可能成为人们遵守的行为准则,自 觉

不自觉地照着去做。如
“
文化大革命

”
时期

的现代迷信的
“
凡是

”
观念,被很多人所接

受,对社会造成了很大的损失;粉碎
“
四人

帮
”
后,一个

“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
观

念的确立,又对拔乱反正,统一人们思想,



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起了多么巨大的推

动作用。所以,观念的强化的能动作用,不

仅表现为正确的观念指导人们正确的实践 ,

推动社会前进,而且表现为错误的观念对社

会发展的巨大阻碍作用。
“
知识就是力量

”
,

对解放思想、发展科学曾起了多么难以估量

的仵用。曾经被当作社会主义优越性的
“
平

均主义
”,不知给目前的经济体制改革带来

了多大的阻力。正是由于观念之于社会的能

动作用巨大而显见,如果忽视对旧观念的破

除,不注重对新观念的科学说明和宣传,势

必造成巨大的社会损失。因此, 《中共中央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提出建 立新 观

念、破除旧观念,注意观念更新,具有十分

重大的战略意义。

第二,独特的即时性。即一定的观念总

是当时时代的理性思维、时代精神、社会心

理和社会实践的即时概括和迅速反映。 “
只

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是新民主主义革

命时期民族愿望、时代要求的 高 度 概 括。
“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信息就是

资本
”

从一侧面来说则是当今经济形势、时

代精种的高度概括的反映。正确的观念是这

样,错误的观念也是这样, “
文化大革命

”

大搞现代迷信,于是两 个
“
凡 是

”
应 运 而

生。所谓
“
即时

”
,是说观念总是跟当时社

会的需要、经验、实践相关的,总是较之思

想、理论体系能更迅速地反映社会存在,总

是为当前社会服务的。正因为如此,那些阻

滞社会前进的旧观念,就更在破除之列,而

适应社会前进需要的新观念,就更需要大声

疾呼,为之鸣锣开道了。

∷第三Ⅱ△定的:选择性与顽固性。观念在

人群中是有选择性的,因为观念本身具有一

定的层次,有建立于经验基础上的经验思维

具∷体和建立在理性认识基础上的理性具体之

分。雨且观念总带有知识的因素,总要反映

△定的理论和技术。所以观念在人脑中的去

留,要视人的知识结构,人的内部 理 论 的
“
认识结构

”
而定。正因为如此,观念也就

带上了一定的稳固性,或 曰顽固性。传统文

化的长期影响,旧风俗习惯的潜移默化,对
新知识、新理论的无知,对现实状况的浑然

不觉,都使人的认识结构陈旧保守,故而旧

观念盘踞头脑。顽固性与选择性是相关的。

唯心主义者相信
“
死生有命,富贵在天

”
,

而确立了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人,是不会

凡事求助于教条或鬼神的。熟知世界最新经

济理论的人,必不会留连于僵化 的 计 划体

制、价格体系的传统观念,也不会固守大而

全、小而全t闭关自守的陈腐观念的。有现

代科学知识的领导者,会选择高 瞻远 瞩 的
“
务实

”
观,办事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少说空话,多做实事,并面向未来。而无知

者,才会接受目光短浅的
“
务实观

”
,只顾

眼前利益,忽略对未来的科学预测与发展的

战略,甚至对教育、学术研究也予以排斥。

这说明,提高全民族的文化和道德水平,对
破除旧观念,建立新观念是非常重要的。

观念的取舍,当 然也取决于人们对它的

价值判断,这就要求我们用变化了的客观情

况,用透辟的理论分析,用高瞻远瞩的哲学

视野为人们导向,交给人们一个现代化的科

学的价值/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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