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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哲学前沿问题专题研究之二

非理性因素及其在社会历史

发展中的作用研讨综述
’

姚 军 毅 仁整理 ]

当代哲学中
,

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兴起及其对理性主义思潮所构成的挑战
,

使非理性问题凸

现在人们面前并成为哲学研究中必须正视的重要问题
。

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立场
、

观点

和方法
,

深入研究非理性问题
,

实乃当今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必需
。

为此武汉大学哲

学原理博士生指导小组成员与博士生围绕非理性因素及其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开展 了积

极认真的讨论
。

本次讨论主要涉及非理性因素界说
;
非理性问题研究的几个方法论问题

;
非理

性主义的形成及特点
;
非理性因素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等四个方面

,

现将讨论中的基本观点综

述如下
。

一
、

非理性因素界说

博士生导师欧阳康教授认为
,

非理性因素是人的内在心理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

也是一

种复杂的广泛的社会文化现象
,

对它的全面把握有必要借助多种参照系从心理学
、

认识论
、

价

值论
、

文化学
、

社会学等多方面加以界说
。

相比之下
,

心理学较早关注非理性因素
,

情绪
、

情感
、

意志
、

兴趣
、

潜意识等均作为与感觉
、

知觉
、

思维等相平列和并行的心理要素和个性心理特征而

受到研究和重视
。

认识论研究对非理性因素的关注主要是从信息的接受
、

加工
、

处理中的作用

角度出发的
,

把那些能够逻辑化
、

规范化
、

系统化的叫做理性因素
,

而把那些非逻辑化
、

非规范

化
、

非系统化的叫做非理性因素
。

传统的认识论研究忽视非理性因素
,

后来在强调非理性因素

时又存在否定理性
、

片面强调非理性
、

以致走向非理性主义的倾向
,

这值得注意
。

从价值论上

看
,

非理性因素主要指影响到评价及其合理性的需要
、

利益
、

兴趣
、

偏好等心理和社会因素
。

在

文化学意义上
,

人类早期的集体表象
、

巫术
、

神话
、

中世纪的偶象崇拜
、

宗教狂热
、

神性
,

近代的

人性
、

异化
,

现代讲的深层文化心理结构
、

民族性格
、

清教伦理
、

生命冲动
、

意识流等
,

都可看作

非理性因素占重要甚至主导地位的社会文化现象
。

在社会学意义上
,

它主要与规范化
、

组织化
、

有序化的社会行为相对应
,

常 常 与 人 的 社 会 本 能

、

集 体 无 意 识

、

潜 意 识 行 为 结 构 等 相 关 联

,

其 极

端 的 消 极 表 现 是 无 政 府 主 义

、

盲 目 的 领 袖 崇 拜

、

失 控 的 社 会 冲 动 等

。

在 研 究 中 特 别 需 要 注 意 的

是

,

非 理 性 因 素 的 存 在 及 其 作 用 是 客 观 的

、

普 遍 的

,

应 予 足 够 的 重 视

。

但 是 不 能 由 重 视 非 理 性 因

素 而 走 向 非 理 性 主 义

。

非 理 性 因 素 不 等 于 反 理 性 因 素

。

在 认 识 中 我 们 力 图

,

也 可 以 借 助 思 维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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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 在 实 际 生 活 中 它

们 一 刻 也 不 会 脱 离 理 性 因 素 和 其 它 因 素 而 单 独 存 在

,

更 不 可 能 单 独 发 生 作 用

。

博 士 生 吴 宁 认 为

,

非 理 性 与 理 性 无 法 截 然 分 开

,

要 界 说 非 理 性 同 时 也 必 须 界 说 理 性

。

通 常

人 们 所 说 的 非 理 性 因 素

,

主 要 指 的 是 在 认 识 论

、

心 理 学 意 义 上 的 没 有 明 确 目 的

、

意 识 的 认 识 活

动 和 心 理 活 动 因 素

,

如 潜 意 识

、

下 意 识 等

,

或 不 遵 循 逻 辑 程 序 的 认 识 世 界

、

获 得 知 识

、

发 现 真 理

的 能 力

;
在 人 性 论

、

伦 理 学 意 识 上 的

,

与 人 的 理 智

、

自 制 力

、

自 觉 能 力 相 对 的 人 的 情 感

、

意 志

、

信

念

、

欲 望 等

。

肖 中 舟 副 教 授 认 为

,

非 理 性 这 一 概 念

,

在 不 同 时 期 有 不 同 的 涵 义

。

詹 姆 士 以 关 心 逻 辑 和 关

心 生 活 来 界 分 理 性 和 非 理 性

,

康 德 和 波 普 则 认 为 理 性 和 非 理 性 是 两 种 不 同 的 态 度

,

批 判

、

思 考

属 于 理 性

,

反 之 就 是 非 理 性

。

因 此

,

我 们 对 非 理 性 因 素 的 界 说

,

仅 仅 作 出 描 述

,

即 外 延 勾 勒 是 不

够 的

,

应 多 角 度 地 明 确 其 内 涵

。

博 士 生 赵 凯 荣 认 为

,

历 史 地 看

,

关 于 理 性 与 非 理 性 的 规 定 在 不 同 时 代 各 不 相 同

:

①从 斯 多

葛 学 派 到 圣
·

奥 古 斯 丁 将 理 性 视 为

“

神 性

” ,

非 理 性 则 是 非 神 性

;②唯 理 论 将 理 性 视 为 认 识 源

泉
,

非 理 性 即 为 经 验 性

;③ 18 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和空想社会主义者认为理性是合 自然性
、

人

性

,

非 理 性 就 是 非 自 然 性

、

非 人 性

;④德 国 思 辩 哲 学 将 超 越 主 体 经 验 的 思 辨 力 视 为 理 性
,

将 经 验

和 理 智 理 性 视 为 非 理 性

;⑤国 内 通 常 将 理 性 理 解 为 更 高 的 认 识 阶 段
,

非 理 性 则 指 感 觉

、

直 觉

、

主

体 性 主 观 情 态 (意 志
、

信 念

、

人 格

、

习 惯 等
)
。

不 过

,

我 们 仍 可 在 结 合 人 类 历 史 上 关 于 理 性 与 非 理

性 区 分 的 规 定 的 合 理 性 基 础 上 认 定

:

关 于 理 性

,

除 开 科 学 主 义 关 于 经 验 性 的 规 定 外

,

还 要 补 充

一 点

,

即 相 信 在 满 足 客 观 性 的 前 提 下 对 世 界 的 一 切 不 变 本 质 能 够 正 确 判 断 的 认 识 态 度

,

也 属 于

理 性 范 畴

。

反 之 则 可 视 为 非 理 性

。

二

、

非 理 性 问 题 研 究 中 的 几 个 方 法 论 问 题

汪 信 砚 教 授 认 为

, “

理 性

”
和
“
非 理 性

”

是 一 对 极 具 歧 义 性 的 概 念

。

在 现 代 西 方 哲 学 乃 至 整 个

西 方 哲 学 中

,

不 同 的 哲 学 家 有 不 同 的 理 性 观
;
而 在 那 些 重 视 人 的 非 理 性 方 面 的 哲 学 家 中

,

不 同

的 人 往 往 又 注 意 了 不 同 的 非 理 性 因 素

。

不 过 有 一 点 是 确 定 的

,

那 就 是 传 统 的 西 方 哲 学 主 要 是 一

种 理 性 主 义 哲 学

,

而 现 代 西 方 哲 学 中 的 两 大 思 潮 都 分 别 以 不 同 的 方 式 在 不 同 的 意 义 上 叛 离 了

传 统 的 理 性 主 义

。

科 学 主 义 思 潮 虽 然 仍 归 属 于 理 性 主 义

,

但 它 剥 去 了 黑 格 尔 哲 学 笼 罩 在 理 性 上

的 神 圣 光 圈

,

将 黑 格 尔 神 化 了 的 理 性
(绝 对 理 念 )复归 于现 实 的人的 理性 即科 学理 性

,

而 人 本 主

义 哲 学 则 将 黑 格 尔 贬 滴 到 心 理 学 中 去 的 人 的 非 理 性 因 素 请 入 了 哲 学 思 维 的 殿 堂

,

并 赋 予 其 至

尊 地 位

。

人 本 主 义 哲 学 对 人 的 非 理 性 因 素 及 其 作 用 的 关 注 和 推 崇

,

始 终 是 与 关 于 理 性 限 度 问 题

的 思 考 密 切 联 系 在 一 起 的

。

不 过

,

这 种 思 考 导 致 两 种 不 同 的 结 果

:

一 是 承 认 理 性 的 作 用

,

但 认 为

非 理 性 因 素 对 理 性 因 素 具 有 优 先 地 位

,

因 而 理 性 并 不 是 万 能 的

,

人 们 应 该 明 确 理 性 的 有 限 职 责

和 作 用 范 围

,

并 合 理 地 运 用 理 性

;
另 一 种 则 是 主 张 理 性 本 身 就 不 是 把 握 实 在 的 途 径

,

从 理 性 出

发 根 本 不 可 能 达 到 对 人 的 终 极 关 怀

,

并 认 为 传 统 的 理 性 主 义 为 现 代 人 的 各 种 危 机 种 下 了 深 深

的 祸 根

,

因 而 只 有 从 根 本 上 摆 脱 和 抛 弃 理 性

,

转 而 求 诸 于 人 的 非 理 性 因 素

,

才 能 真 正 把 握 人 的

存 在 本 体

、

达 到 大 全 真 理

,

解 决 现 代 人 面 临 的 许 多 危 机 和 现 实 问 题

。

在 上 述 两 个 方 面 中

,

前 者 实

际 上 是 一 种 非 理 性 主 义 思 潮

。

由 此 可 见

,

我 们 通 常 所 谓 的

“

非 理 性 主 义
”

与

“
反 理 性 主 义

”
这 两 个

概 念
,

其 所 指 是 有 重 要 差 别 的

,

注 意 这 种 差 别

,

可 以 澄 清 目 前 研 究 和 讨 论 中 的 一 些 思 想 混 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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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 究 非 理 性 因 素 问 题

,

有 三 个 不 同 层 次 的 问 题 必 须 区 分 清 楚

:

一 是 区

分 界 定 社 会 历 史 发 展 过 程 中 理 性 和 非 理 性 因 素

,

进 而 研 究 它 们 各 自 在 社 会 历 史 发 展 过 程 中 的

作 用

。

从 这 个 角 度 提 问 是 把 两 种 因 素 都 看 作 客 观 事 实

,

透 过 两 种 因 素 各 自 的 作 用 把 握 社 会 历 史

发 展 中 客 观 必 然 性 与 人 的 主 观 能 动 性 的 关 系

。

二 是 辨 析 历 史 活 动 中 的 主 体 是 凭 理 性 有 意 识

、

有

目 的 自 觉 行 动 的

,

还 是 凭 着 激 情

、

冲 动

,

无 意 识 盲 目 地 行 动 的

。

这 是 把 主 体 的 活 动 当 作 考 察 对

象

,

使 历 史 活 动 的 主 体 在 我 们 面 前 对 象 化

,

研 究 人 的 精 神 活 动 的 两 个 方 面 的 关 系

。

三 是 研 究 者

作 为 主 体 对 历 史 进 行 认 识 把 握

,

这 时 理 性 和 非 理 性 似 乎 是 指 历 史 到 底 是 可 以 理 解 的

,

即 可 以 凭

藉 理 性 把 握

、

有 规 律 可 循 的

,

还 是 认 为 理 性 对 历 史 无 能 为 力

,

历 史 无 一 定 之 规
?这 是 研 究 者 看 待

历 史 的 态 度 和 把 握 历 史 的 方 法 问 题
,

与 对 象 领 域 中 的 理 性 因 素 与 非 理 性 因 素 问 题 大 不 相 同

。

因

为 对 象 领 域 的 非 理 性 因 素 照 样 可 以 用 理 性 的 方 法 去 处 理

。

弗 洛 伊 德 对 无 意 识 心 理 本 能 结 构 的

研 究 就 是 例 证

。

在 以 上 三 个 层 次 中

,

理 性 和 非 理 性 的 涵 义 各 不 相 同

。

理 性 和 非 理 性 概 念 必 须 区

分 这 三 个 层 次 才 能 理 清

。

学 术 界 有 不 少 争 议 是 由 于 把 这 三 个 层 次 的 问 题 搅 在 一 起 造 成 的

。

所

以 在 非 理 性 因 素 及 其 在 社 会 历 史 发 展 中 的 作 用 问 题 的 研 究 中

,

应 首 先 理 顺 这 三 个 层 次 的 关 系

。

三

、

非 理 性 主 义 的 形 成 及 其 特 点

欧 阳 康 谈 到

,

对 于 非 理 性 主 义

,

我 们 应 在 其 与 西 方 哲 学 传 统 的 反 叛 与 继 承 以 及 其 与 当 代 西

方 社 会 现 实 的 内 在 相 关 性 中 进 行 把 握

。

这 是 因 为

,

首 先

,

现 代 非 理 性 主 义 既 是 西 方 哲 学 传 统 的

反 叛

,

又 是 其 在 新 条 件 下 以 变 形 方 式 的 继 承

。

乍 看 起 来

,

当 代 西 方 哲 学 中 科 学 主 义 与 人 本 主 义

的 分 野 似 乎 是 西 方 古 典 哲 学 传 统 的 中 断

,

实 际 上 则 是 以 变 形 方 式 进 行 的 反 叛 和 继 承

。

从 古 希 腊

开 始 的 西 方 古 典 哲 学 一 直 关 注 两 个 根 本 性 哲 学 问 题

:

一 是 世 界 的 本 原 问 题

,

一 是 人 的 理 性 能 力

问 题

。

早 期 各 派 哲 学 家 不 自 觉 地 以 理 性 至 上 为 前 提 直 接 回 答 世 界 的 本 原 问 题

,

产 生 了 唯 物 主 义

与 唯 心 主 义 的 长 期 争 论

。

休 漠 和 康 德 从 怀 疑 和 限 定 理 性 能 力 入 手 进 而 否 定 或 部 分 否 定 世 界 的

本 原 问 题

。

黑 格 尔 批 判 休 漠 和 康 德

,

沿 着 古 典 哲 学 传 统 以 绝 对 精 神 的 至 上 性 继 续 论 证 世 界 的 精

神 本 原

。

马
克

思 在 科 学 实 践 观 的 基 础 上 解 决 了 认 识 的 可 能 性 和 世 界 的 物 质 本 原 问 题

,

使 西 方 哲

学 传 统 得 以 延 续 和 发 展

。

而 当 代 西 方 哲 学 实 际 上 是 以 极 端 的 片 面 的 方 式 回 答 休 漠 和 康 德 提 出

的 问 题

。

科 学 主 义 拒 斥 形 而 上 学

,

抛 弃 本 原 问 题

,

把 理 性 限 制 在 经 验 的

、

实 证 的 范 围 以 内

,

产 生

了 各 形 各 代 的 实 证 主 义

,

人 本 主 义 保 留 本 原 问 题

,

哲 斥 理 性

,

建 立 的 人 为 中 心 的 形 而 上 学

,

在 人

的 非 理 性 方 面 寻 求 万 物 的 本 原 和 生 命 的 本 质

,

由 此 而 产 生 了 非 理 性 主 义 的 各 家 各 说

。

但 究 其 渊

源

,

仍 然 不 难 看 出 西 方 古 典 哲 学 传 统 的 痕 迹 和 影 响

。

其 次

,

就 其 社 会 基 础

,

非 理 性 主 义 是 当 今 西

方 世 界 复 杂 的 社 会 矛 盾 和 严 重 个 性 问 题 的 曲 折 的 哲 学 反 映

。

非 理 性 主 义 者 对 于 理 性 的 拒 斥

,

实

际 上 是 对 近 现 代 工 业 技 术 文 明 所 造 成 的 反 主 体 性 效 应 的 一 种 曲 折 的 批 判 和 抵 制

。

近 代 工 业 带

来 了 社 会 文 化 的 巨 大 进 步

,

但 科 学 和 工 业 的 不 合 理 应 用 也 造 成 了 双 重 的 消 极 后 果 (反 主 体 性 效

应 )
。

一 是 使 人 类 在 全 球 范 围 内 面 临 土 存 和 发 展 危 机

。

二 是 对 人 的 自 由 个 性 的 压 抑 和 扭 曲

。

由

此 既 产 生 出 客 观 的 总 体 的

“

全 球 问 题

” ,

又 有 微 观 的 细 致 的

“

个 性 问 题

” 。

非 理 性 主 义 者 看 到 这 些

问 题 并 力 图 加 以 解 决

。

他 们 重 视 人 的 非 理 性 方 面 对 我 们 有 积 极 意 义

。

但 把 所 有 这 一 切 简 单

.

地

归 结 为 理

性

对

非

理 性 和

压

抑

,

并 导 致 反 理 性 主 义 的 立 场

,

这 就 是 走 向 片 面 性

,

因 噎 废 食

。

实 际 上

我 们 应 当 通 过 对 理 性 的 科 学 性 校 正 和 合 理 化 应 用 来 解 决 当 前 的 所 有 问 题

,

使 人 的 自 由 个 性 得

到 尊 重 和 发 展

。



、

非 理 性 因 素 在 历 史 发 展 中 的 作 用 问 题

吴 宁 提 出

,

自 以 叔 本 华

、

克 尔 凯 郭 尔 为 其 开 端 的 现 代 西 方 非 理 性 主 义 思 潮 认 为 非 理 性 对 理

性 具 优 先 地 位

,

社 会 历 史 的 发 展 是 非 理 性 因 素 的 过 程

,

从 而 使 非 理 性 因 素 在 社 会 历 史 发 展 中 的

作 用 问 题 凸 现 以 来

,

非 理 性 因 素 在 社 会 发 展 过 程 中 的 作 用 渐 渐 为 人 们 所 瞩 目

。

由 于 社 会 历 史 不

过 是 追 求 自 己 目 的 的 人 的 活 动

,

是 这 种 活 动 在 时 间 系 列 中 的 展 开

,

社 会 历 史 发 展 的 动 力 在 于

“

现 实 的 人
”

的 物 质 力 量

、

精 神 力 量 及 其 所 形 成 的 物 质 生 产 活 动

。

而

“
现 实 的 人

”
既 有 理 性 又 有 非

理 性

,

他 们 的 思 想 和 行 为

,

在 许 多 情 况 下 都 有 极 浓 厚 的 非 理 性 的 成 份

,

从 而 决 定 了 非 理 性 因 素

必 定 会 对 社 会 历 史 进 程 发 生 影 响

。

因 此

,

非 理 性 因 素 在 社 会 历 史 发 展 过 程 中 的 作 用 问 题

,

应 该

进 入 唯 物 史 观 的 研 究 视 野

。

在 社 会 历 史 发 展 的 过 程 中

,

意 志

、

欲 望

、

情 感

、

兴 趣

、

信 念 等 非 理 性 因 素 的 作 用 是 不 容 忽 视

的

:

洞 悉 社 会 奥 秘 的 浓 厚 兴 趣

,

强 烈 的 责 任 感 和 事 业 心

,

充 满 美 好 的 情 绪

,

向 往 未 来 理 想 社 会 的

热 情

、

激 情

,

深 刻 的 直 觉

、

洞 察 力

,

优 秀 的 意 志 品 质 等

,

对 社 会 历 史 的 发 展 起 着 激 发

、

推 动 和 促 进

作 用

:

集 体 无 意 识

、

社 会 本 能 也 会 影 响 重 大 社 会 历 史 事 件 的 演 变 状 况 或 面 貌

。

例 如 我 国 的 文 化

大 革 命 的 发 展 状 况

,

就 在 一 定 程 度 1二带有一种集体无意识和社会本能的色彩
。

但 是

,

不 同 的 非 理 性 因 索 毛

:

社 会 历 史 发 展 中 的 作 用 又 是 各 不 相 同 的

。

具 体 说 来

,

①意 志
、

激

情 贯 穿 于 社 会 厉 史 发 展 的 主 过 程

。

黑 格 尔 曾 说 过

,

理 念 是 经 线

,

热 情 是 纬 线

,

经 纬 交 织

,

构 成 了

世 界 历 史 的 大 地 毯

。

恩 格 斯 指 出

: `
’

历 史 是
这

样 创
造

的

,

最 终 的 结 果 总 是 从 许 多

一

单 个 的 意 志 的 相

互 冲 突 中 产 生 出 来 的 … …
’

牡
列 宁 认 为

,

意 志

“

它 不 仅 是 历 史 的 因 素

,

而 且 是 决 定 一 切

,

战 胜
一

切 的 因 素

’ ,② 。

②集 体 无 意 识
、

衫 会 本 能 在 大
规

模 的 社 会
事 变

中 往 往 起
着

重 要 的
作

用

,

有 一 些 重

大 事 变 甚 至 直 接 就 是 集 体 无 意 识 活 动 的 结 果

。

③信 念
、

理 想

、

幻 想 激 励 人 们 为 更 快 地 解 决 现 实

中 的 问 题 作 出 努 力

.

对 社 会
夕
万

史
发 展 具

有 引
导

、

促 进 的 作 用

。

列 宁 曾 说 过

.

我 们 的 幻
想

可 能 赶
超

自 然 的
事 变

过 程

.

也
可 能 跳 到

任
何

自
然 的

事
变 进 程 始 终 达 不 到 的 地 方

。

④情 感
、

兴 趣 不 仅 是 行

动 的 起 点

,

而 且 存 在 于 行 动 的 全 过 程 中

,

它 既 可 使 人 的 行 动 更 加 积 极 主 动

,

也 可 使 人 的 行 为 具

有 盲 目 性

,

从 而 影 响 社 会 历 史 进 程 的 具 体 状 况

。

意 志

、

情 感

、

欲 望

、

激 情

、

集 体 之 意 识

、

社 会 本 能 等 非 理 性 因 素 确 确 实 实 对 社 会 历 史 进 程 有

一 定 的 作 用 和 影 响

,

所 以 必 须 研 究

。

但 是

,

不 能 把 非 理 性 因 素 在 历 史 发 展 中 的 作 用 无 限 夸 大

,

以

致 走 向 非 理 性 主 义

,

将 社 会 历 史 归 结 为 非 理 性 因 素 决 定 的 过 程

。

应 该 明 确 社 会 历 史 发 展 是 理 性

与 非 理 性 的 辨 证 统 一

。

社 会 发 展 具 有 规 律 性 并 不 意 味 意 志

、

情 感

、

欲 望 等 非 理 性 因 素 不 起 作 用

。

同 样

,

肯 定 非 理 性 因 素 在 社 会 历 史 发 展 过 程 中 的 作 用 也 决 不 意 味 否 认 历 史 进 程 具 有 规 律 性

。

博 士 生 袁 银 传 认 为

,

研 究 非 理 性 因 素 在 社 会 历 史 中 的 作 用

,

有 必 要 对

“

历 史

”

这 个 概 念 进 行

明 确 的 界 说

。

在 现 代 西 方 历 史 哲 学 中

,

本 体 论 的 历 史 观 认 为

“

历 史

”

是 人 类 过 去 所 创 造 的 一 切

,

是 人 类 的 全 部 过 去

。

认 识 论 时 历 史 观 认 为 历 史 是 人 类 对 自
己 的 过 去 的 认 识 和 把 握

。

马 克 思 主

义 经 典 作 家 从 人 的 活 动 出 发 切 入 历 史

,

唯 物 史 观 是 历 史 本 体 论 和 历 史 认 识 论 的 有 机 统 一

,

认 为

“

历 史 不 过 是 追 求 着 自
己 目 的 的 人 的 活 动 而 已

。

这 是 对 历 史 的 本 体 论 界 说

,

而 认 为

“

作 为 世 界 史

的 历 史 结 果

” ,

则 是 对 历 史 的 认 识 论 描 述

。

所 以 我 们 可 以 将 历 史 定 义 为

:

人 的 活 动 在 时 定 序 列 中

的 展 开 及 其 结 果

,

从 这 一 界 定 切 入

,

则

“
非 理 性 因 素 在 社 会 历 史 发 展 中 的 作 用

”
标 题 下 所 研 究

的

,

应 是

“

非 理 性 因 素 在 人 的 历 史 创 造 活 动 中 的 作 用

” 。

另 外

,

探 讨 非 理 隆 因 素 在 社 会 历 史 发 展 中 的 作 用 间 题

,

还 得 注 意 与 现 代 西 方 非 理 性 主 义

、

后 理 性 主 义 划 清 界 限

。

19 世 纪 下半 叶 以 来
,

特 别 是
2 0 世 纪

,

人 们 开 始 对 人 类 理 性 的 至 上 性 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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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人 类 的 非 理 性 方 面 青 睐 和 向 往

,

并 因 此 出 现 了 非 理 性 主 义

、

反 理 性 主 义 的 思 潮

。

应 该

说

,

思 考 人 类 的 理 性 究 竟 给 人 类 带 来 了 什 么
? 探 讨

“

理 性 的 限 度 问 题

” ,

以 明 确 是 否 应 该 和 怎 样

给 人 类 理 性 的 发 展 确 定 一 个 合 理 的 限 度 是 必 要 的

,

有 意 义 的

,

但 导 出 非 理 性 至 上

,

把 非 理 性 看

成 世 界 的 本 源

,

走 向 非 理 性 主 义 就 是

“

过 尤 不 及
”
了

。

博 士 生 姚 军 毅 认 为

,

一 系 列 重 大 社 会 历 史 事 件 发 生

、

展 开

,

是 社 会 历 史 发 展 的 具 体 表 现 形

式

。

重 大 社 会 历 史 事 件 为 千 百 万 人 的 社 会 性 活 动 在 时 空 序 列 上 的 展 开

,

乃 是 杰 出 人 物
(集 团 )组

织
、

发 动 广 大 人 民 群 众 围 绕 特 定 目 标 进 行 活 动 的 结 果

。

因 此

,

研 究 非 理 性 因 素 在 历 史 发 展 中 的

作 用

,

似 应 从 两 个 方 面 入 手

:

①非 理 性 因 素 对 杰 出 人 物 的 重 大 决 策 所 产 生 的 影 响
,

即 非 理 性 因

素 如 何 影 响 并 渗 入 他 们 的 决 策

,

使 他 们 的 决 策 具 有 非 理 性 的 成 份

。

②非 理 性 因 素 对 处 在 历 史 创

造 活 动 过 程 中 的 广 大 人 民 群 众 所 发 生 的 影 响
,

即 他 们 的 选 择 是 不 是 非 理 性 的

,

以 及 在 什 么 样 的

程 度 上 是 非 理 性 的

,

恐 怕 也 只 有 这 样

,

才 能 真 正 是 从 理 论 上 分 析

、

研 究 问 题

,

而 不 会 流 于 对 现

象

、

事 例 的 罗 列

。

注 释

:

① 《 马 克 思 恩 格 斯 选 集 》第 4 卷
,

第 47 7 页
。

② 《 列 宁 选 集 》第 刁卷
,

第
1防 页

。

(责 任 编 辑 彭 昌 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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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这 一 知 识 定 义 出 发
,

我 们 可 以 得 到 如 下 几 点 看 法

:

第 一

,

一 切 有 关 虚 幻 之 物 的 陈 述

、

断

一

言

及 由 它 们 构 成 的 体 系 均 不 是 知 识

。

因 此

,

各 种 迷 信 的 说 法 不 是 知 识

,

被 唯 心 主 义 者 和 神 学 家 奉

为

“

绝 对 真 理
” 、 “

终 极 知 识

”

的 宗 教 教 义 也 不 是 知 识

。

当 然

,

我 们 可 以 把 迷 信 和 宗 教 神 学 作 为 对

象 而 加 以 研 究

,

从 而 获 得 关 于 迷 信

、

宗 教 神 学 的 知 识

。

第 二

,

那 些 不 陈 述 任 何 客 观 事 实 的 语 言 符

号 形 式

、

或 者 说 不 表 达 主 体 对 客 体 的 断 定 或 信 念 的 语 言 符 号 形 式

,

仅 仅 是 具 有 语 法 形 式 结 构 的

语 句

。

这 种 不 包 含 主 体 的 信 念 的 语 句 不 是 知 识

。

第 三

,

没 有 被 证 明 为 真 的 命 题 不 是 现 实 的 知 识

。

知 识 既 不 是 人 们 的 一 切 信 念

,

也 不 能 等 同 于 人 们 的 真 信 念

,

而 是 指 人 们 的 那 些 被 证 明 的 真 信

念

。

释

:

“

认 识 论

”

一 词 是 对 EP ist
e m ol og y

的 翻 译
。

在 西 方 哲 学 中

,

EP ist
e m ol o

gy 的意义是关于知识论的理论或知

识论 ( T h e T h co r y o f K n o w l e g e
)
。

《 辞 海 ))( 哲 学 分 册 ) 第 61 页
, “

知 识
”

条 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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