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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能动性 内部细 节初探

王 广 正

对主观能动性的理论探讨
,

决不能脱离客观规律性
,

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哲学 常 识
。

粗此
,

建国以来
,

理论界坚持从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之间的关系上对主观能动性进行探

讨的做法
,

大方 向是正确的
,

应当予以肯定
。

但是
,

如大家看到的那样
,

这种做法是把主观

能动性当作一个整体来加 以研究
,

着重从宏观上把握主观能动性的总画面的一般性质
,

很少

考察主观能动性的内部细节
,

也就不免带有一定的笼统性
。

为了摆脱这种笼统性
,

本文试图

在注意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之间关系的前提下
,

深入到主观能动性的内部
,

从微观的角
_

度
,

对主观能动性的内部层次
、

内部差别和内部联系等内部细节做些初步的探讨
。

一 主观能动性内部层次分析

我们首先碰到的问题是
,

主观能动性有哪些内部层次 ?

我们知道
,

主观能动性是一种特殊的能动性
,

而能动性总是与某种运动过程相联 系 的
,

总是某种过程的能动性
,

或者是物质过程的能动性
,

或者是精神过程的能动性
。

凡是具有主

动积极的起动力作用的活动性能的过程
,

都具有能动性
。

主观能动性与其它的形形色色的能

动性
,

如动物的能动性
、

电子的能动性不同
,

就在于主观能动性是与主观世界相联系的运动
_

过程的能动性
。

由主体
、

工具和客体三项组成的实践过程是与主观世界相联系的
,

因此
,

实

践过程的能动性是一种主观能动性
; 主体即社会的人

,

与主观世界相联系
,

主体的能动性也

是一种主观能动性 , 至于精神过程
、

意志过程和认识过程的能动性
,

无疑都是主观能 动 性
.

由此可见
,

主观能动性不是一个抽象的空洞概念
,

而是有着具体内容的
。

主观能动性是一个

由实践的能动性
、

主体的能动性
、

精神的能动性
、

意志 的能动性和认识的能动性构成的整体
。

如果我们剖析一下这个整体
,

就会发现这诸种能动性是按照一定的秩序组合在一起的
,

它们

即是构成主观能动性这个整体的内部层次
。

实践的能动性是主观能动性的最高层次
。

实践由主体
、

工具和客体三项组成
,

是主体和

物的统一体
。

把这个统一体一分为二
,

就会从中分出主体这个层次
;
主体是由精神和肉体构

成的
,

把它一分为二
,

就会分出精神这个层次
, 再把精神一分为二

,

就会得出意志和认识这

两个层次
。

如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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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
,

我们就逐层考察一下主观能动性诸内部层次的特性和作用表现
。

(一 ) 实践的能动性

实践的能动性是主观能动性的现实形态
。

我们平常说只有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
,

才能使

高山低头
、

河水让路
,

就是指发挥实践的能动性
。

实践的能动性就表现在客观环境的变化之

中
。

从根本上说
,

实践必须依赖于客观环境
,

一刻也不能脱离客观环境
。

但是
,

实践不是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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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 自然出现的变化
,

都 以物质的形态鲜明生动地体现扮实践的能动性
。

实践能劝性的核心有 两点
.

第
· ,

实践是
·

种 ’ 了环境的改变相一致的活动
。

咐有 活 动
,

才谈 衍上能动性的问题
,

倾死不动决无能动性 ,
第二

,

实践的活动方式龙 合规律
’ j 合 日的的

统
J 。

实践总是按一定 的话动方式进行的
,

而活动方式总同时受到客观规律和 l毛观 ! !的的双

皿制约
。

这两点不光是实践能动性的核心
,

也兄批个
.

卜观能动性的核心
。

因为土观能动性即

她人类特有的
、

合规律
’ .i 合目的统一的认识傲界和改造 ”t界的活动

。 二

卜观能动性内郁各从次

之间虽然有很多不同
,

但所起的扶本作川完全一致
。

这就是
:

始发实践话动
,

使实践系统
“

动

起来
” ,

并且持续 下去
,
使实践遵循若合规律

’ j 合 n 的统一的活动方式
。

实践是山主体
、

工其和客体等耍素构成的物质系统
,

诸要紊缺一不可
。

工具是实践能动

作用大小的主要标志
,

它决定着实践活动能改造什么样的客观环境以及改造到于1
·

么样的程度
;

客体 为实践能动作用的发挥提供了广阔的场所
, 而 主体即社会的人是实践系统中最重要的因

素
,

实践系统之所 以能够征服神秘的原子世界和遥远的宇宙天休
,

关健就在于主体的能动性
。

下而我们就抽象掉工具和客体这两项物的要素
,

单独考察一下主体的能动性
。

(二 ) 主体的能动性

作为实践主体 的人 的能动性在整个主观能动性内部处于举足轻重 的地位
。

主体的能动作

用主要是控制实践活动的始 发和停止
,

管理实践的活动方式达到合规律与合 目的的统一
。

人是一种 自然的存在物
,

有各种生理需要
, 人又是一切社会关系 的总和

,

有各种社会需

要
。

这些需要随着满足这些需要的实践活动的向前发展而 日益增长
。

正是这些需要推动着人

们发挥能动性
,

利用和制造工具
,

不断从事新的实践活动
。

而这些需要的具体性和特定性又

制约着人们控制每一具体实践活动方式
,

力求达到合乎特定的目的和合乎特定的规律 的统一
,

以便得出能满足各种具体需要的特定结果
。

人的需要是通过人的机体来实际地推动和制约实践活动的
。

人的机体是一种物质 力量
,

这种力量虽然不大
,

但可以开动火车
、

机床
,

使一个庞大的实践系统活动起来
。

人的机体 (特

别是手 )能做各种灵巧的动作
,

能制造出各种不同的机器和工具
,

并操纵实践系统的活动方式
,

使之达到合规律与合目的的统一
。

人的机体是受大脑支配的
,

精神是大脑这种高级物质的特殊属性
。

人能以如此菲薄的体

力而主宰整个自然界
,

与精神的巨大作用是分不开的
。

下面我们就从作为实践主体的人身上

抽象掉四肢
、

肉体
,

分析一下精神的能动性
。

(三 ) 精神的能动性

动物和人一样
,

也具有能动性
,

但这只是一种朦胧的能动性
。

人 的能动性是与精神世界

即主观世界相联系的能动性
,

故称之为主观能动性
。

人相对于动物所特有的不是能动性而是

主观能动性
。

精神的能动性主要表现在对人的机体的支配上
。

现在虽然还不十分清楚精神作

用于人的机体活动的实乒过程
,

但人的一切活动都要受到精神活动的支配是一个简单的事实
。

精神活动虽然不能提供任何物质力量
,

但可以指挥人们合理地利用客观存在的物质力量
,

通

过现有的物质力量去挖掘利用更多更大的物质力量
。

精神的能动性与第二信号系统密切相关
。

经过漫长的进化历程产生出来的第二信号系统
,

标志着相对独立于客观世界并与客观世界相对立的主观世界的出现
。

有主观世界的人
,

不再

像动物那样仅仅受直接
、

本能的需要的驱使去活动
,

而能够意识到各种间接的
、

非本能的需



要
,

并能以观念的形式把握自己为了满足需要所追求的结果
,

提出特定的目的
、

计划 和 措
J

施
。

精神的能动性由意志的能动性和认识的能动性两部份组成
。

下面分别考察这两个部份
。

(四 ) 意志的能动性

哲学上意志活动的含义要比心理学上意志活动的含义广泛一些
,

它包括决心
、

意图
、

情

感
、

毅力等内容
。

意志的能动性主要表现在支配人的机体的行动
,

保证人坚定不移
、

满腔热

忱地从事实践活动
。

我们知道
,

实践活动就是要克服主客观的对立
,

改变客观对象的规定性

使之适合于主观需要
。

这显然是一个充满了艰难困苦的过程
,

离开了意志的能动性
,

人们在

实践过程中就会软弱无力
,

甚至半途而废
,

达不到预期的目的
。

情绪和情感是意志能动性的重要内容
。

健康高尚的情绪和情感能增强人的精力
,

调动人

的积极性 , 而消极悲观的情绪和情感则会减弱人的精力
,

抑制能动性的发挥
。

(五 ) 认识的能动性

列宁指出
: “

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
,

而且创造客观世界
。 ”

①认识的能动性的基本内

容是反映世界和创造世界
。

反映世界就是通过感觉
、

知觉
、

表象
,

概念
、

判断
、

推理等形式

能动反映客观事物的本质及其运动规律多 创造世界就是运用逻辑推理和思维的想象力
,

根据

对客观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的把握
,

在大脑中构思出未来世界的蓝图
。

认识的能动性就表现在对人的意志行动的调节和对整个实践活动的指导上
。

首先
,

认识

活动决定是否进行这项实践活动
,

并为实践活动提供目的
、

计划和方案
;
其次

,

在实践活动

进行过程中
,

认识活动又根据新出现的情况
,

修正原来的 目的
、

计划和方案
,

并不断地总结

经验和教训
,

保证实践活动按照合规律与合目的相统一的方式健康发展
,

取得成功
。

对主观能动性的内部层次分析
,

到认识的能动性这个层次就应止步
,

再往前
,

就不属于

哲学所探讨的领域
,
而是心理学研究的范围了

。

这种层次分析
,

只是一个尝试
,

正确 与否
,

不敢贸然定论
,

可以明确指 出的仅有一点
,

就是必须对主观能动性进行层次分析
,

不能再象

以前那样
,

把主观能动性内部的丰富内容不分青红皂 白一锅煮了去
。

二 主观能动性内
.

部差别分析

主观能动性内部差别分析是主观能动性内部层次分析的继续和深入
,

因为要真正把握各

层次的性质
,

就必须把握各层次的内在差别
,

唯有在差别之中才能把握各自的特点
。

主观能

动性内部每两个层次之间都有差别
,

我们这里只分析三种容易混淆的差别
。

(一 ) 实践的能动性和主体的能动性之间的差别

在不少同志的理解中
,

实践的能动性和主体的能动性是等同的
。

这种看法与人们对实践

活动的理解有关
。

人们至少在两种意义上理解
“

实践活动
” ,

一种是把实践活动看成人的活动
,

即主体的活动
,

无形中把实践活动的另两项— 工具和客体等内容给抽象掉了 , 另一种是把

实践活动理解为由主体
、

工具和客体三项组成的过程
,

静态地考察这个过程
,

它就是一个系

统
,

而不仅仅是主体这一项
。

应该说
,

后一种理解是比较全面的
,

在日常生活中采用前一种

理解无伤大雅
,

但在科学探讨中
,

必须严格采取后一种理解
。

很早以前
,

实践的能动性和主

体的能动性之间的差别是很小的
,

那时人的手
、

四肢就是工具
,

人体有多大的力量
,

就儿乎

等于整个实践系统有多大的力量
。

但是
,

随着工具的出现和发展
,

特别是现代化的工具系统

的出现和发展
,

二者的差别就显著地拉开
。

一个由庞大的工具体系
、

凝结着人类劳动的实践

客体和包括人工主体和自然主体的劳动主体组成的实践系统的能动性和赤手空拳的人的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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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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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

的趁别是很明显的
。

从古到今
,

却有不少人不能区分这个差别
。

如赫赫有名的唯心主义析学

家黑格尔就把脱离了人体的 自我愈识和人棍为一谈
,

把
“

人创造世界
”

这个扛理性的命题变成
“

绝对精神
”

创造世界这个荒谬的命题
。

“ 克思在《神圣家族》 中押 击的施蒂纳之流
,

也很认红

地相信依靠 :.q 命的词语就可以改变旧世界
,

因此他们拼命地鼓吹什么
“

批判的批判
” ,

即
“

把改

造社会的事业归结为批判的批判的大脑活动
。 ”

②现代也仍然可见这种痕迹
,

戈培尔之流就妄

图用重复了千退的谎言的力 t 去挽救行将灭亡的法西斯政权
。

林彪也叫嚷过
: “

要用精神的力

皿代替物质的力量
。 ”

剖析一下各种唯心主义谬论的标本
,

不难看 出共中多数都与混淆了主体

的能动性和精神的能动性之间的差别有关
。

(三 ) 精神的能动性与意志的能动性
、

与认识的能动性的差别

精神的能动性是整体
,

意志 的能动性和认识的能动性均是精神的能动性的侧面
。

整体和

侧面当然有差别
。

所谓发挥精神的能动作用
,

应当是同时发挥两个侧面的作用
,

而不是仅仅

只发挥一个侧面的作用
。

把发挥精神的能动作用和发挥意志的能动作用混为一谈
,

必然导致

唯意志论
。

叔本体
、

柏格森之流就是一味鼓吹意志的能动作用
,

而拼命抹杀贬低科学
、

理性
、

认识的能动作用
。

把发挥精神的能动作用和发挥认识的能动作用混为一谈也是唯心主义的一

种倾向
。

有人曾风趣地把后一种称为精巧的唯心主义
,

把前一种称为粗鲁的唯心主义
。

无论是把精神的能动性归结为意志 的能动性还是归结为认识的能动性
,

都会在实践中造

成危害
。

前些年
,

有些同志以为发挥精神的能动作用就只是发挥意志的能动作用
,

而丢掉了

科学认识的能动作用
,

片面地强调吃大苦
、

流大汗
,

革命加拼命
,

甚至喊出了
“

人有多大胆
,

地有多大产
”

的错误 口号
,
现在

,

有些同志则把精神的能动作用仅仅理解为科学认识的能动

作用
,

否认意志 的能动作用
,

反对
“

一不怕苦
,

二不怕死
”

的革命口号
,

贬低做政怡思想工

作
,

进行革命人生观和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教育的意义
。

这两种倾向都给我们留下了惨痛的软

习I!
。

三 主观能动性内部联系考察

对主观能动性内部细节的探讨
,

如果在分析了主观能动性的内部差别之后停留下来
,

就

是一种道地的形而上学的探讨了
。

因此
,

在把握了主观能动性的内部差别之后
,

还要进一步

把握主观能动性的内部联系
。

我们要看到
,

主观能动性内部各层次之间虽然有差别
,

但都是

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
,

都处于一个相互制约的联系之网中
。

只有先处理好这些内部制约联

系
,

才能进一步处理好主观能动性作为一个整体与客观规律性的关系
。

主观能动性的内部制约联系纵横交错
,

极为复杂
。

我们这里只着重考察一下两种主要的

制约联系
,

即根本性的制约联系和非根本性的制约联系
。



(一 )根本性的制约联系

根本性的制约联系是指实践这个层次的能动性
,

对主体的能动性
、

精神的能动性
、

意志
和认识的能动性的一层一层的制约联系

。

实践系统的能动性制约着主体人的能动性
。

首先
,

制约着主体人的能动性的存在
。

人秘
动物的根本区别是制造工具和从事劳动

,

人一旦制造出工具和从事了劳动
,

就意味着人进入
了一定的实践系统

。

所以说
,

人之所以是人而不再是动物
,

就在于人是存在于一定的实践系

统之中的
。

有了实践系统
,

才有主体人的能动性存在
,

否则就只有动物的能动性存在
。

其次
,

制约着主体人的能动性的内容
。

具有什么样的实践系统
,

就会形成什么样的主体人
,

如宇宙

飞船等等构成的航天系统
,

就决定了宇航员的出现
。

再其次
,

制约着主体人的能动性的发挥

程度
。

实践系统的能动性越大
,

主体人的能动作用就愈大
。

现代人的能动性之所 以比古代人

的能动性大
,

就靠着现代的实践系统的能动性比古代的大
。

实践系统的能动性制约着意志的能动性的发挥程度
。

人们的什么样的 目的
、

愿望能够实

现
,

什么样的 目的
、

愿望不能够实现
,

都取决于实践系统
。

而热情
、

决心一旦超出了实践系

统所允许的范围
,

就会 出丑
,

就会碰得头破血流
。

实践系统的能动性制约着认识的能动性的发挥程度
。

恩格斯明确指出
: “

我们只能在我似

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
,

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
,

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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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非根本性的制约联系

非根本性的制约联系是指认识这个层次的能动性
,

对意志的能动性
、

精神的能动性
、

主
_

体的能动性和实践系统的能动性的一层一层的制约联系
。

认识的能动作用对意志的能动作用的制约
。

首先
,

认识的能动作用可 以在一定条件下改

变意志的能动作用
。

如人们对某件事的认识有了根本改变之后
,

就会改变原来对这件事的感

情和态度
,

就会按照与原来的意愿绝然不同的意愿去行动
。

其次
,

认识的能动作用可 以增强

意志的能动作用
。

对客观规律的正确认识
,

可以坚定我们克服各种艰难困苦的必胜信心
,
共

-

产主义的理想
,

可以激发我们大干社会主义的拼命精神
。

认识和意志二者的能动作用对主体的能动作用的制约是不言而喻的
。

人是受思想支配的
,

做扎实地政治思想工作
,

改变人的精神面貌
,

使人树立起革命的人生观
,

就能调动起主体的

积极性
、

主动性和创造性
。

精神的能动性固然不能增加主体的物质力量
,

但可以使人合理地
运用自身的物质力量

,

做出许多离开 了精神的能动性就不可能做出的事情来
。

充分发挥认识的能动性
,

实践系统的能动性就会大大加强
。

正确的认 识 可 以 使实践系
_

统获得更科学的目的
、

计划和措施
,

使实践系统避免犯很多种错误
,

按照经过选择的方式向

前发展
;
正确的认识还可 以指导人们为实践系统提供现代化的工具体系和实践客体

,

使实践
系统不断获得新的自然力和自然能源

,

从而能够征服原来不能征服的客观环境
。

对待主观能动性的内部制约联系
,

切记不能割裂和抽象
。

不能把主观能动性的某一层次

与别的层次割裂开来
,

把某一层次从主观能动性的内部制约联系中抽象出去
。

不管哪个层次

的能动性
,

脱离了制约联系
,

脱离了整体
,

就象脱离了身体的手只是一只抽象的手一样
,

只

是一种抽象的能动性
。

如把精神的能动性从实践的能动性和主体的能动性的制约联系中抽象
_

出去
,

就必然会抽象地发展精神的能动性
,

堕入唯心主义泥坑
; 又如把人的能动性从实践系

统中抽象出去
,

脱离实践的制约联系
,

得到的只是抽象的
、

生物的
“

人
”

的能动性
,

而不是真

正的人 的能动性
。

以上我们对主观能动性的内部层次
、

内部差别和内部联系等内部细节做了些初步的探讨 ,



这种探 讨有l 功 ,
:

1钻们 更力11辱斗
, `

护
:

地发抖t l二观能 IIJ 性
。

价
一

先
.

犯们知道 j
`

必灿l使 I几观能 ,jJ 护I
一

内邢

韵全部层次杯
’于弃观规律相符合

,

不能只买求一两个块次与客观规律相符介
.
其次

,

我们愈

识列要严格试分主观能动性的内部赴别
,

认真注愈主观能动性的内部联系 , 再其次
,

我们能

Jl体找到在主观能动性问胭」几失汉的原因
,

明确到底延在哪个内部 层次
、

哪种内部 差别 仁
’

哪

种内部联系上出错
,

从而对症下药
.

切实纠正错误
。

如果不清楚主观能动性的内部细 节
,

就

很难正确地发挥主观能动性
。

以前不少网志虽然也小自其界地穿l:意主观能动性
,
j客观规手! t性

之卜11的关系
,

但由于对主观能动性只有一个笼统的认识
,

结果无愈
,

卜把各内部块次揽做一团
.

故至滋淆 了内都 差别和割裂 了内都联系
,

糊里糊涂地犯 J
`

错误
。

本文的中心思想是摆脱以往主观能动性问题探讨中的笼统性
,

但不可山此而丢掉 了客观

规律性
。

我们应当将从 整体上
、

从玄观上
、

从与客观规棒性 的关系
`
! ,
把抓主观能动性的做法

同深入到主观能动性的内部
、

从微观上把握其内部层次
、

内部差别和内部联系等内部细节的

做法辩证地结合起来
,

因为只有把握 了细节才能更深刻地把握孩体
,

同时
,

也只有把拥好恢

林才能更正确地把握细 1l’o

(本文作者系本校哲学系 7 8 级研究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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