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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什么是真思维？
真思维即从宇宙自然先验可知（可说）的真理出发，经过社会自主经验可行的（有效的）真实，走向
自由精神超验可思的真诚（成），即最后达到人生终极目标——智慧的诚实、成长和成功。
中国人自从2000多年前确立了孔子及儒家意识形态的垄断地位以来，就不允许除孔孟之道以外的思想
观念的存在（1949年之前）。
2000多年的中国“文化”，其实是一大群懵懵懂懂生来死去的中国人的一场漫长的毫无智慧增长可能
的文化的“梦幻”，一场充满了绝大多数中国入的痛苦的噩梦的“梦幻”。
近一百年是中国入从噩梦的痛苦逐渐走向清醒的痛苦的一百年。
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的呐喊，是中国人中的先觉者对大多数仍在噩梦之中的同胞们的催醒（启蒙
）的呼唤。
催醒（启蒙）什么？
催醒（启蒙）大多数中国人的“思维”。
因为“梦中人”的思维绝对都是错乱的思维。
而孔子及其儒家的思维正是这种错乱思维的最本质最集中的表现，也是这种错乱思维的总根源。
本书分上下两篇。
上篇正面地阐述什么是人类的真思维，如何训练真思维，以及真思维最终如何能够达到创造性的智慧
增长的目标。
这一部分，主要来自我在北京大学的一次长篇演讲，演讲的对象，主要是来自全国各地的企业家和管
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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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只是工艺的发明，并没有能够从学理上去进行创造。
比如指南针，真正指南的原理是什么，等到英国的法拉第、马克斯韦尔创造了磁、电的概念之后，指
南针学理上的意义才真正被阐释。
中国人没有将“术”深入一步构成“学”，构成学理，为什么？
    《学会真思维》一书分上下两篇。
上篇阐述什么是人类的真思维。
如何训练真思维，如何实现创造性的智慧增长。
下篇则是对中国传统思维的批判．特别是对儒家的逻辑缺陷和独断论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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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黎鸣，哲学家，1944年出生，江西南昌人，现居北京。
1981年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毕业后，一直从事社会控制论、信息哲学、文化人类学的研究。
迄今已出版译著8部，专著有《道德的沦陷》、《悲剧的源流》、《命运的诅咒》、《情场化社会》
、《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愚蠢”》、《西方哲学死了》等等，在中国的文化思想界引起了巨大反响，
被许多媒体所关注，有“思想狂徒”和“哲学乌鸦”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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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篇 兴起创造型的真思维  一、什么是思维  二、中国人的思维  三、什么是正确的思维  四、逻辑思维
的新思考  五、思维能力的训练下篇 破除空折腾的错乱思维  一、中国人会思维吗  二、中国人为什么
匮乏逻辑  三、为什么说儒学反逻辑  四、为什么说《易经》对逻辑思维有负面影响  五、终结《易经》
，解放中华民族的“易”精神  六、儒术对思想的桎梏  七、“易大象”才是中华民族真正伟大的灵魂  
八、“易大象”精神究竟伟大在哪  九、“易大象”是一切理论之父  十、谈谈传统中国文人的理论“
弱智”  十一、中国人为什么永远在毁弃哲学  十二、思维垄断不利于追求真理  十三、为什么人类的智
慧历史只垂青于西方  十四、“儒学”为什么只能培育文明的“废人”  十五、儒家传统败坏了中国人
的品质  十六、从“绝对／相对”的认识看中国人的思维能力  十七、不认“绝对”、“抽象”，是中
国人思维最大的“软肋”  十八、对中国“传统”的全息现象学分析  十九、为青年网友推荐的书籍和
格言  二十、从愚昧的中国飞向智慧的中国  二十一、人性的双螺旋  二十二、老子《道德经》的现代和
世界价值  二十三、理论思维不突破，中医中药学将渐趋消亡  二十四、孔儒是什么“主义”  二十五、
孔丘在《论语》中的直观独断思维  二十六、孔丘有资格被称作“哲学家”吗  二十七、不鼓励理解和
创造的读书方式不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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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篇 兴起创造型的真思维一、什么是思维人类文明的一切成就，都离不开人类思维能力的提高，当然
也离不开实践能力的提高，但毕竟实践是在思维引领之下进行的。
但“思”是什么？
“思维”是什么？
“三思”又是什么？
思维包括三个内容：记忆、理解、创新。
这三大块也是思维过程中的三个阶段，环环相扣。
也可表述为三种思维能力：记忆力、理解力和创造力。
记忆力和创造力，具有或要求具有某种绝对的属性，记忆力具有或要求具有绝对的客观性，创造力具
有或要求具有绝对的开放性或自由性，而理解力则具有或要求具有相对性。
所谓绝对性和相对性，是指对时间而言的可变化性，绝对性是指不变或难变性，相对性是指可变或易
变性。
思维过程的“时空”应更多地倚重“理解”，而不是更多地倚重记忆和创新。
不会理解的人，记忆力再好也顶不过电脑；不会理解的人，创新就只能是做梦。
会理解的人，记忆力会获得奇迹般的提高；会理解的人，创新将是手到擒来的事情。
只有理解力才是人类相对容易通过主观努力而获得的力量。
记忆力是你的天赋，理解力是你后天的经验和实践，创造力则是你的天赋结合后天努力的结晶。
从而可知，一个人学习、研究、思考的工夫，应更多地花在理解上，而不是在记忆或创新上。
人们的学习经验也充分证明，越是着意记忆、创新，越是事倍功半，吃力不讨好。
善于理解的人，才是真正善于学习的人，也可能是真正善于创造的人。
要造就天才，最大最厚的基础主要还在提高人们，包括提高社会文化环境中的民族的平均理解力的水
平上。
一个人，一个民族的思维能力的高低，最关键的还在看其思维理解力及其发挥的水平。
有高的理解力也相应地会有高的记忆力和创造力，也即新发现、新发明、新创造的文明创造力。
没有高的理解力，记忆力会萎缩，创造力也会死去。
回看中国漫长的历史，中国人最缺乏、最没有获得开发的恰恰正是理解力，甚至直到今天，很多会写
文章、会作讲演的文人，连什么是理解力都说不清楚。
所以他们才会“食古不化”，到了今天，还又在主张复古的“读经运动”；所以他们才会“食洋不化
”，只会玩弄时髦的洋概念，闹到整个中国学术界今天几乎全患上了“失语症”；更有“食今不化”
，青少年几乎全都跟着“感觉”走，索性不要“思维”。
什么叫“不化”？
“不化”就是不会思维，不会理解。
什么是理解和理解力？
为什么西方人的理解力会强于我们中国人？
翻开任何一本近代西方的哲学史，可以看到西方有许多杰出的哲学思想家一直都在关心人类理解力的
问题。
从笛卡尔开始，培根、霍布斯、洛克、休谟、卢梭、狄德罗、莱布尼茨、斯宾诺莎、牛顿、康德等，
他们的著作的书名也多用“理解”、“理性”、“工具”、“方法”等字样。
例如，洛克的《人类理解论》，莱布尼茨的《人类理智新论》，休谟的《人类理解新论》，康德的《
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等。
康德的理性批判，实即理解力的批判。
实际上，几乎所有的西方哲学大家的著作，凡是他们涉及理解、理性、理智、工具、方法、逻辑、知
识等名称的，主要都是在探索人类思维的理解力的问题。
再翻开中国的历史，中国连一本像样的思想史都拿不出来，更不要说有关心思维理解力问题的著作。
直到今天，也没有一部以自创的形式讨论思维理解力问题的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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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主要在理解，因此理解的类型主导着思维的类型。
不会理解，其实就是不会思维。
什么是理解？
理解即是对对象（问题）进行多层次、多阶段、多方面关系的分解，不仅求知其然，而且求知其所以
然。
“关系”又分为必然的因果关系、可能的分类关系、应然的包含或系统关系。
因此，理解也可分三大类型：思辨的（或抽象的、分析的、肯定的）理解、怀疑的（或具象的、类比
的、功利的、否定的）理解、独断的（或想象的、感性的、直观的、情绪的）理解。
这三种理解类型即思辨型、怀疑型、独断型。
思辨的理解要求思维者遵循逻辑规律。
怀疑的理解要求思维者具有实践主体的意志，要求思维者拥有敢于怀疑一切的勇气和行为能力。
独断的理解又分主动的独断理解和被动的独断理解两种。
主动的独断理解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感性直观。
这种能力的强大，往往表现出有价值的综合创造能力，通常又称灵感或悟性。
但灵感、悟性的产生是有条件的，它不能没有思辨理解、怀疑理解的基础而单独使用。
因此，主动的独断理解其实是思维的塔尖，没有塔基是不可能有用的。
被动的独断理解，严格地说不能叫做思维，而只是遵循权威指令的鹦鹉学舌或奴性的机器人的行为。
鲁迅笔下的阿Q，就是只会用这种被动的独断理解方式去考虑问题的人。
今天，那些“食古不化”、“食洋不化”、“食今不化”的人，大体上也都是这种只会进行被动独断
理解的人。
一个民族，如果大多数都是这种只会运用被动的独断理解的方式去对待自己生活的人，这个民族会有
什么希望呢？
更又如何崛起呢？
而我们中国人，直到今天，思辨型、怀疑型，这两种理解能力全都匮乏。
中国人几千年的历史，实际上就是这样一个缺乏理解力的历史。
缺乏正确思维，所以封闭保守的政治长期存在，经济上习惯于封闭保守的小农手工，文化上缺乏新发
现、缺乏新发明、新创造。
二、中国人的思维1.中国人为什么不善于思维中国人大多善于那种诉诸笼统的、直觉的、仅凭感情情
绪的直接反应的能力，而不是通过一种正确的方法发展自己的思维能力。
2000多年来，有关人类物质文明的创造、发现，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而我们的科技几乎是无所
发现、无所发明、无所创造。
当然马上有人会反驳我，中国人的四大发明这不是明摆着的吗？
还有美国的卡普莱，英国的李约瑟，人家都说我们中国在15世纪之前的发明、创造占了世界的90％，
你却说中国人没有发明、创造？
但中国人的这些发明创造，在我们中国人的后来的生活中，实际上并没有发生它们应有的作用。
就拿四大发明来说，四大发明，我们只是在“术”上有所发明，在“学”上却是丝毫没有发明。
就拿火药来说，中国人是怎么发明火药的呢？
中国人是在炼丹的过程中，把各种各样能想到的东西都放到丹炉里边去燃烧，燃烧的过程中发生了爆
炸，然后，把在爆炸之前填充进去什么东西、什么材料列举出来，就这样，发现这几样东西密闭地混
合在一起，点上火就会爆炸。
从此，炸药就发明了。
这几样东西是什么呢？
木炭、硫磺，还有一些其他会燃烧的东西，把它们放在一起密闭起来，点上火，就砰然爆炸了。
但是究竟为什么会爆炸呢？
中国人却不去想，而仅仅只是把其中工艺的过程列出来，列出组成火药的基本材料。
然而真正发生爆炸的原理，却要后来的西方人去重新发现和发明。
中国人并没有能够从学理上去进行抽象地、综合地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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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这种火药真正变成具有巨大的爆炸力量的枪炮的，也不是中国人，仍然还是西方人。
还有那个指南针。
指南针，我们只是觉得它能够指南，我们就认为发明成了。
但是真正的事实，真正指南的原理是什么，这还是要等待后来的西方人去研究，经过西方人的抽象思
维去重新发现和发明，等到英国的法拉第、马克斯韦尔发现了电和磁的现象，创造了磁的观念、电的
观念，指南针的学理上的意义才真正发现了，真正获得理解了。
所以，中国人不过只有许多实践中的“术”的总结，但是并没有把它们深入一步构成“学”，构成学
理。
为什么？
中国人缺乏思维，缺乏理解；中国人不会思维，不会理解，或者是不敢思维，也不敢理解。
中国人的不敢思维的结果就是不善于思维，从而也不善于理解。
前不久网上发表了一篇杨振宁先生谈到《易经》的文章，说《易经》的思维方法缺乏演绎的成分，即
缺乏分析推理的成分，以至于影响到后来的中国人不能够首先兴起自然科学。
我认为他的观点基本上是正确的。
《易经》的思维方法可称之为无思维方法，或反思维方法。
《易经》根本就不是一种思维方法，更多地是给人一种思维的框框，思维的陷阱，使人一下子栽到里
面就不得出来。
比如，八卦、六十四卦，八是八个方位定向，加大一点，八八六十四，所有的东西都在这个六十四卦
里头，全都有了，包罗万象。
中国人的思维实际上就这样被这六十四卦框得死死的了，跳不出六十四卦之外（我在后面会讲到，其
实作为六十四卦的符号本身的意义还是相当深刻的，但需要我们运用老子和康德的思维方法重新加以
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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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学会真思维》：承继“新文化”对于传统的革命，审视儒家典籍的逻辑缺陷和独断论。
阐述形式逻辑地于证明与表述真理的重要性。
反对文化保守主义，倡导对传统文化的思辨和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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