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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研究的最终成果，也是目前国内第一部全面系统地研究非理性认识论的
学术专著。
作者认为，人的认识本来就是理性与非理性两种认识方式的有机结合，但我们以往的认识论却只研究
理性认识，而忘记了非理性认识。
该书告诉人们，要想正确地认识客观事物，首先就应该去寻找人类认识的原始动因及认识选择性的主
要依据。
为此，只有到主体自身的欲望、需要、情绪、情感、兴趣、爱好等非理性认识要素中去寻找。
而人的认识和实践成功与否，又和人的理想、信念、意志等非理性或介于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诸多心
理因素密切相关。
再则，科学技术的发现和发明，文学艺术的创作，也离不开联想、想象、直觉、灵感、顿悟和潜意识
这些非理性的认识形式。
鉴此，作者在该书中全面、系统地研究和探讨了主体认识结构中的非理性要素、非理性认识的主要形
式、非理性认识形成的主客观基础、非理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关系等问题，从而弥补了我们以往在认
识论研究方面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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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浩，男，1934年1月生于山西省阳城县。
1948年参军，1957年毕业于齐齐哈尔步兵学校（即现在的大连陆军学院）。
1964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哲学系，同年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
多年来专门从事认识论、思维科学和非理性问题的研究。
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兼任淮南师范学院思维科学研究所特约研究员，中国思维科
学学会（筹）副会长。
写有专著《思维发生学》、《诡辩论》；合著《哲学小百科》、《毛泽东方法论导论》、《解放思想
的辩证法》、《反映论新论》、《中国百科大辞典》、《20世纪学术大典》（哲学卷）等13部。
发表《思维发展心理探源》、《马克思对“历史之谜”的科学解答》等学术论文200余篇；发表《论原
始思维的逻辑地位》等译文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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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人的活动的目的性和意识性表明，主体是以一定的尺度，按照一定的价值取向来从事认识活动的。
这就是说，主体从事什么样的活动，都是经过主体的选择这一中间环节而确定下来的，因此，主体的
认识活动始终渗透着选择性。
那么，主体在从事认识和实践活动时，选择什么，不选择什么，其客观依据何在呢？
人类认识活动的实践证明，主体认识选择性的主要依据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人的欲望和需要。
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对自然界的理论认识本身不过表现为狡猾，其目的是使自然界（不只是作为
消费品，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服从于人的需要。
”①由此可见，只有那些能够满足主体的某种价值需要的客观事物，才能为主体所选择，并作为认识
活动的对象或客体。
人的欲望和需要在主体认识过程中的选择性作用，也得到了现代认识心理学的证明。
现代认识心理学表明，作为认识主体的人总是处于大量信息的包围之中。
但是，人在特定的时空范围内加工信息的能力却是十分有限的，他只能对其中的一小部分进行加工和
认识。
这就涉及主体在认识过程中对信息选择的优先性问题。
现代认识心理学告诉我们认识过程中信息的选择，不可能超出主体自身的知识结构、认识能力和既有
认识图式的适应范围，但在特定的认识能力和认知水平下，主体优先选择什么样的信息，是与其特定
的欲望和需要密切相关的。
任何主体在认识过程中都会选择自己最需要的信息作为认识对象。
因此可以说，欲望和需要是主体进行价值选择的内在根据，同时也是主体进行认识和实践活动的积极
性的源泉。
如果没有符合主体欲望和需要的信息，主体的认识活动就会缺乏动力。
据我们对人的认识和实践过程的研究证明，以欲望和需要为依据的认识的选择性，不仅渗透在主体确
定认识客体的过程中，而且也渗透在人的认识活动的整个过程中。
主体认识客体的过程，就是主体接收客体信息、运用思维对信息进行筛选、加工和整理的过程。
因此可以说，由欲望和需要所决定的认识的选择性，是认识过程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和环节。
认识主体的欲望和需要不同，人们对认识对象的选择也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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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从“文化大革命”后期开始，我就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天天在学习《实践论》、《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而我们的认识却总是不能达到认识和实践相一致，主观与客观相符合，在实践活动中，总是不断
地犯这样那样的错误呢？
带着这个问题，我重新学习了马克思的相关论著。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条中就明确指出：旧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
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
从主观方面去理解”。
经过对马克思这句话的反复研究，我认为我们所以会一再地犯错误，就是因为还没有认真地理解或掌
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认识理论。
在我们以往的认识论著作中，尽管也强调实践在认识中的作用，强调在认识过程中要发挥人的主观能
动性，但因为没有全面地、深入地去研究主体的具体的认识结构及其在认识过程中的机制问题，所以
我们的认识论基本上还是旧唯物主义或机械唯物主义的那一套消极的反映论。
加之长期以来受西方传统理性主义的影响，我们又只注重研究理性认识，而忽视了对能够充分体现人
的主体性的非理性认识的研究。
也就是说，我们始终没有按照马克思的指示，“从主观方面去理解”人的认识。
有了以上认识之后，我就开始有意识地去搜集有关资料，研究和探讨主观因素对人们认识的影响问题
。
但因当时的思想禁区甚多，有关资料极少，许多问题无法弄清。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的春风也给学术界带来了生机。
在宽松的学术环境中，我们开始引进国外学者的优秀论著，这使我大开眼界。
因受皮亚杰发生认识论思想的影响，我对探讨人类思维认识的发生和发展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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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认识的另一半:非理性认识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学者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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