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创造认识论>>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创造认识论>>

13位ISBN编号：9787303079742

10位ISBN编号：7303079742

出版时间：2006-04-01

出版时间：北京师范大学

作者：胡敏中著

页数：232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创造认识论>>

内容概要

　  创造认识论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在当代社会发展中产生的一门新兴的分支学科。
《创造认识论：当代认识论研究的新维度》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为指导，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
立场、观点和方法出发，分析了创造认识主体的特质，尤其分析了创造认识主体的创造力；探讨了创
造认识客体的确立，即探讨了从未知客体到待知客体、再从待知客体到在知客体的转化和确立过程；
剖析了创造认识的内涵，创造认识是探索和开创人类未知领域和能获取创造性认识成果的特殊认识活
动；阐述了创造认识的创造度和类型；揭示了创造认识的基本过程，认识的探索、突破及成果的评估
和检验等阶段就组成了创造认识的基本过程；论述了创造认识的代价和效率；论证了创造认识的感性
方法、理性思维方法和非理性思维方法；阐释了创造性认识成果的应用和转化；最后总结出了创造认
识的基本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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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创造认识主体的特质　　创造认识也像其他一切认识一样，是离不开主体的，是主体的人
的认识。
创造认识主体首先是一般认识主体，然后才是创造认识主体，创造认识主体是以一般认识主体为基础
，并从一般认识主体发展而来的。
　　一般认识主体的性质也就是主体的一般性质，认识主体的一般性质和主体的一般性质在本质上是
一致的，因为实践主体、历史主体和认识主体等这些特殊的主体都有着共同的一般本质，实践主体和
历史主体都是有意识、能思维的存在物，而认识主体是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上，并又存在于社会历史之
中。
从这种意义上说，实践主体和历史主体也是认识主体，而认识主体也是实践主体和历史主体，只不过
各自的侧重点不同而已。
　　既然创造认识主体以一般认识主体为基础和前提，那么，主体的共同的和一般的本质，即自然性
、社会性和精神性等也是创造认识主体所具有的，也就是说，创造认识主体首先具有一般主体的性质
，然后才具有创造认识主体的特殊性质。
　　一、创造认识主体的特殊性质　　创造认识是一种特殊的认识活动，创造认识主体是一种特殊类
型的主体，但不管创造认识主体何等特殊，他首先是一般认识主体，然后才能成为创造认识主体。
同时，他首先具有一般认识主体的性质，然后才具有创造认识主体的特殊性质。
　　主体的一般性质是指主体的最基本和本体的性质，不管是谁，只要他是主体，就具有主体的这些
一般性质。
当然主体的一般性质也是创造认识主体所具有的，不过，主体的一般性质只是创造认识主体最基本和
最一般的性质，而不是创造认识主体性质的全部，更不是创造认识主体的特殊性质即特质。
当然，创造认识主体的特殊性质是以这些主体的一般性质为基础和前提的，并且是这些主体一般性质
的升华。
但在创造认识中起关键和决定性作用的，还是创造认识主体的特殊性质，这些特殊性质才是创造认识
主体所独有的，创造认识主体的特殊性质大致包括如下几方面的内容：　　1．创造力　　创造力是
创造认识主体的最本质、最根本的特质，创造认识主体的其他特性都是围绕创造力这一中心而展开的
。
这里所说的创造力主要是指创造认识能力或认识的创造能力。
所谓创造认识能力是指主体在创造认识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各种创造能力的总和。
根据心理学研究的成果表明，创造力是每个正常的人所具有的，并且刚出生不久的婴幼儿就有创造力
的表现。
我们在这里所说的创造力当然和婴幼儿的创造力有关，并且是从婴幼儿的创造力发展而来的。
但创造认识论所说的创造力又不局限于婴幼儿创造力这一创造力的低级或初级阶段，而是指能给社会
和人类带来创造性认识成果的高级创造力。
这些高级创造力包括敏锐的感觉能力、高超的思维能力、丰富的想象力等。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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