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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认识论领域的拓荒之作

———评《思维发生学》(增订版)

李 白 鹤

从 20 世纪 70年代末到 90 年代初 , 认识论问题虽然是我国哲学界讨论的热点 ,但认识论问题的研究仍存在着许多

悬而未决的问题。张浩同志的《思维发生学》(增订版)对人类思维发生发展的研究 , 提供了解答诸多“未决问题”的有益

的思考路径和重要的理论启迪。

作为一部全面探讨人类思维的发生发展的专著 , 该书依据比较心理学 、神经生理学 、脑科学 、民族学 、民俗学和文化

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和资料 ,系统地揭示和论述了语言与思维 、原始思维与现代思维 、思维的个体发生与群体发生的关系

等重要认识论问题 ,对于我国当前认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

第一 ,语言与思维的关系问题。对于思维和语言的关系 ,较为流行的观点认为 , 语言先于思维 , 语言是思维的工具 ,

没有语言 ,人就不可能进行思维。作者在《思维发生学》(增订版)一书中则用发生学的方法来考察二者之间的关系。根

据人类思维的个体发生和种系发生的大量材料 ,作者指出 ,语言是在人类劳动的基础上 , 在从猿到人的转变过程中 ,随着

思维的产生而产生 ,并且也总是随着人类思维的发展而发展。语言的萌芽 、形成和发展的过程 , 同原始先民思维发生发

展的阶段 ,大致是相伴而行的。作者认为: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 , 语言的产生并非先于思维 ,语言是在思维的呼唤中产生

的。并指出 ,古人类学的研究资料证明 , 早在语言产生之前 , 人类已经有了直观动作思维和形象思维。语言思维是后来

随着人类的发展出现的一种较高类型的思维。这表明 , 思维并非离不开语言。在此基础上 ,作者将原始人类思维的发展

划分为:直观的动作思维———具体的形象思维 ———抽象的逻辑思维三个阶段。他指出 ,就思维的起源来说 ,不管是种系

发生还是个体发生 ,思维的发生发展都要经历这三个最基本的阶段 ,这三个阶段既是递进的 , 又是互相渗透的。掌握了

逻辑思维能力的现代成年人 ,在进行思维活动的时候 ,也常常是以逻辑思维为主 , 三种思维方式交叉并用。作者关于“语

言随着思维而产生 ,思维并非离不开语言”的结论 ,对于新时期关于默会认识 、非理性认识等认识论问题的研究都具有重

要的意义。英国哲学家迈克尔·波兰尼着眼于认识中所存在的“我们知道的比我们能够讲述出来的多”的现象 , 在认识

论领域首次提出默会认识理论。波兰尼指出 ,相对于在发生的同时就可以被我们清楚地意识到的 、可以用言语清晰而准

确地表达出来的言传认识 ,在我们的认识中还存在着内在的 、非言述性的“默会认识” 。波兰尼认为 ,尽管在默会认识中

默会成分支配一切 ,以致言述实际上变得不可能 ,但并不可以因此把一切不可表达的思维过程说成缺乏思维特征;因为

在默会认识中 ,主体知道默会中的东西 , 尽管他无法清楚地说出或几乎无法说出他知道的是什么。波兰尼强调 , 默会认

识尽管不可言传 ,但并不缺乏思维特征 , 它是一切言传认识的基础。《思维发生学》(增订版)通过对思维与语言的关系的

考察所得出的“思维并不完全依赖于语言” 、“在现代成年人的思维活动中 , 也常常是以逻辑思维为主 ,直观动作思维 、具

体形象思维和抽象逻辑思维交叉并用”等结论 ,为默会认识的存在提供了佐证 ,并为我们更深入地探讨默会认识的发生

机制提供了借鉴资料。同时 ,《思维发生学》(增订版)也破除非理性认识的神秘性 , 为探究非理性认识的内在机制提供了

翔实而有较强的说服力的资料。

第二 ,原始思维与现代思维的关系问题。对这一问题 ,学者们的观点曾有过明显的分歧。原始思维与现代思维究竟

是对立的还是等同的 ,这是考察人类思维的起源与发生时无法绕过的一个基本问题。在这个问题上 , 作者在《思维发生

学》(增订版)中详细考察了原始思维的基本特点 , 他指出 , 原始思维是一种尚未完全分化的思维 , 在原始思维中 , 主体和

客体 、客观映像和主观情感因素 、个体意识和集体意识都处在一种既有分化又未完全分化的进化进程中。因此 , 原始思

维是一种原逻辑因素占统治地位的思维。而现代思维则是一种逻辑因素占统治地位的思维。但是 , 作者强调 , 在原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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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和文明思维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他认为 ,原始思维并不是非逻辑的 ,而应该是潜逻辑的 、原逻辑的或前逻辑的。

逻辑结构一旦成为思维系统的基本结构 ,原始思维便过渡到文明人的逻辑思维了。在作者看来 ,在这一过渡中起着最为

重要的作用的四个因素是:个体意识的形成 、知觉经验和矛盾律的渗入 、“概念”的沉淀 、想象力的飞跃。作者运用发生学

的方法对原始思维与现代思维的关系的讨论 ,为关于人类认识和思维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方法论。首先 ,援引大

量的来自文化人类学 、考古学 、生理学 、语言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资料 ,以充分说明人类认识与思维是一个动态的历史生

成和发展过程 ,这也使得人类认识与思维的研究不仅仅限于纯粹的哲学思辨 ,而是被引向历史 、文化 、语言等广阔的研究

领域 ,大大拓宽了认识论的研究视野。其次 , 运用发生学方法对史前时代的原始思维进行研究 , 对人类认识与思维起源 、

发生和发展的具体历史过程的展现 ,不但充分说明人类认识与思维是一个动态的历史生成和发展过程 , 更是印证了马克

思主义哲学关于辩证法与认识论逻辑历史统一的科学论断。这彰显了发生学方法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 更为进一步探寻

人类认识与思维的奥秘提供了一把钥匙。再次 ,对个体意识 、知觉经验 、概念思维 、想象力等因素在原始思维向文明思维

过渡中的重要作用的关注 ,揭示了逻辑思维系统中最为关键的因素 ,这对于当前人们极为重视的“思维创新”的课题研究

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第三 ,思维的种系发生与个体发生的问题。思维的发生包括人类思维的种系发生和个体发生 ,即人们通常所说的

原始思维和现代儿童思维两部分。虽然《思维发生学》一书的主旨是探讨人类思维的种系思维 , 但作者强调 , 儿童的思维

发展过程可以看作是人类祖先智力发展的缩影 , 如能用比较的方法 , 从研究儿童思维认识活动入手 ,以研究思维认识的

个体发生过程 ,可以作为研究人类思维认识活动种系发生的必要补充。因此 , 在《思维发生学》的增订版中 ,作者加上了

专门的章节特别地探讨了人类思维的“个体发生”相对于“种系发生”的缩影关系 , 并比较了原始思维与儿童思维之间的

同异。作者指出 ,原始思维与儿童思维都存在着主客不分 ,都表现出“自我中心”的状态 ,都具有“泛灵论”和“目的论”的

倾向 ,都是直观思维和形象思维。但是 , 两者也不能完全等同 ,它们在生理基础 、社会环境等方面都存在着差异。作者认

为 ,这些同异之处充分地证明了人类思维的发生发展是个客观的自然历史过程。

作者对人类思维的种系发生和个体发生的对比研究 , 对于认识系统发生论的建构有着积极的作用。从发生学角度

对人的认识和思维的形成过程的研究 ,常见的有两大脉系:一是从类的发生史角度进行研究;二是从个体发生学的角度

进行研究。但是 ,孤立地单从其中的某一个角度出发进行的研究都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如果单从类的角度进行研究 , 史

前人类思维认识发展史由于历史资料的匮乏 , 有许多空白无法填补;如果单从个体的角度进行研究 ,又可能过分强调个

体的生物因素在认识与思维发生过程中的作用 , 而忽略了人类的社会文化因素对个体认识发生所具有的核心作用。认

识系统发生论则把人类认识视为一个复杂的有机系统 , 认为认识和思维的系统发生既不能简单等同于认识和思维的个

体发生 ,又不能完全归结为原始的类发生。它力图把人类认识和思维这一复杂的有机系统置于人类的生态系统和社会

文化系统之中进行考察 ,以探求人类认识与思维的系统生成规律和一般演化模式 ,从而既揭示人类认识与思维的发生发

展的一般规律 ,又把握在人类特定认识状态下个体认识和思维的发生和发展。《思维发生学》(增订版)对于人类思维的

种系发生和个体发生的比照研究 ,展示了认识与思维的个体发生同人类认识与思维历史发展的同步性 , 并在个体发生的

微观层面上更加具体地揭示了人类认识与思维的系统生成机制与规律。这些 ,对于在认识系统发生论中真正把认识与

思维的个体发生和原始的类发生有机地统一起来 , 对于认识系统发生论理论的建构和完善 ,有着重要的意义。

当代科学和实践的飞速发展 ,拓展着人们的认识视野 ,提出了许多新的认识问题 , 并对以往被认为是已经解决了的

一些问题也提出了新的质疑。因此 ,新时期的认识论领域并非已经没有重要的问题可以探究 , 而是面临着许多新的挑

战。科学和实践的发展为新时期认识论研究的新局面提供了极好的机遇。可以说 , 《思维发生学》(增订版)在当前具有

引领新时期认识论研究的一部拓荒之作。该书通过对人类思维发生发展的考察 , 对思维是如何产生的以及是按照什么

规律发展的问题作出了重要的回答 ,并为认识论领域许多其它的相关问题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资料 , 极大地丰富

了和推动了新时期认识论的研究。《思维发生学》修订后的再次出版 , 将推动国内认识论研究走向进一步发展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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