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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多维思维方法的特点和功能
张和平

(青海民族学院 , 青海　西宁　810007)

摘要:　多维思维方法是一种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指导下 ,充分调动主体能动性 , 全面 、深刻 、系统 、具体地认识对象和

思考问题的科学方法。文章论述了多维思维方法的特点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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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维方法作为历史的产物 ,在不同的时代有着

不同的表现形式和特点 ,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正如

恩格斯所指出的:“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 ,从而我们

时代的理论思维 ,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 ,在不同的时

代有着非常不同的形式 ,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

容。”①人类在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在认识

和改造着自身。思维和思维方法也正是在这个过程

中不断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人类借助于科学的思

维方法去认识客观世界的真实图景和运动规律 ,从

而推动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而生产力和

科学技术的发展又不断地向人类思维提出新的更高

的要求 ,促使人类思维能力和思维方法不断进步 。

这种周而复始的 、相互作用的螺旋式前进 ,使人类的

思维方法在历史发展的每一阶段上都呈现出不同于

以往的发展变化和革命性飞跃 。多维思维方法就是

随着当代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及人

类实践范围的不断扩展和深化而产生的一种科学思

维方法。

一

多维思维方法就是主体在思维过程中 ,从多个

思维起点出发 ,把握多个思维方向和思维角度 ,运用

多种思维形式和方法 ,沿着多条思路来对思维对象

进行全面 、系统 、整体 、多层次综合思考 ,以寻求多种

思维结果 ,从中选择最优化结论的科学思维方法 。

是在唯物辩证法原则指导下的实现认识由思维抽象

向思维具体升华的科学思维方法。其基本要求是面

对复杂的思维对象或问题时 ,充分地调动主体的积

极性 ,将思维的触角辐射到各个方面 ,形成纵横交

错 、立体交叉的思维网络 ,进而达到对思维对象的全

面 、系统 、具体的认识或对问题的圆满的解决 。多维

思维方法呈现以下特点:

(一)思维起点和思路的多元性。思维对象是十

分复杂的多样性统一体。思考同一个对象 ,常常可

以有许多个不同的思维起点 。从不同的思维起点出

发 ,就可以引发出许多不同的思路。多维思维方法

的基本要求正是这样。思路是指人们在社会实践 ,

尤其是在科学研究中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向和

过程 。在科学研究活动中 ,所取得的成果是与思路

的数量成正比的 。尤其是在多条思路的交叉点上 ,

往往会迸发出绚丽的创造性思想火花 。所以在研究

和解决某一问题的过程中 ,选择的思维起点和思路

越多 ,各种思路之间的交叉点也越多 ,从而取得的成

果也就越多 。多维思维方法就是要求主体突破那种

只会从一个思维起点出发 ,沿着一条思路考虑问题

的单维思维方法的局限 ,充分发挥主体的能动性 ,利

用所有的知识储备和经验材料 ,寻求多元化的思维

起点 ,形成多元化的思路。当一条思路不通时 ,就赶

快换上另一条思路 ,当一种假说不行时 ,就赶快换上

另一种假说 ,直到对有关研究对象的认识及解决某

一问题的方法清晰为止。这种多思维起点 ,多思路

的进击 、汇合 、交叉 、碰撞 ,必然会结出丰硕的思维成

果 。

(二)思维在时间跨度和空间跨度上的广阔性。

任何思维对象都是存在于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之中

的 。时间是由过去 、现在和未来组成的无限链条。

从时间上来说 ,多维思维方法要求既要看到对象的

过去和现在 ,更要看到其未来。每一具体的思维对

象从时间上考察都有其产生 、发展和灭亡的过程。

思维要把握其整个过程 ,进而把握其发展的必然规

律 ,就要把思维的辐射面扩大到时间的各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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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看到对象的现状 ,同时也把思维的触角伸向对象

的历史和未来 ,尤其要科学地预见其发展的将来趋

势。既要按照历史的发展顺序 ,通过对昨天和今天

的考察 ,更好地思考和把握明天 ,同时又要逆历史的

顺序 ,立足于未来 ,来把握今天和研究昨天。这样思

维就会高瞻远瞩 ,纵观全局。从空间上来说 ,多维思

维方法则要求放眼广阔的空间领域 ,有总揽全局的

意识。随着人类实践活动的深入和科学技术的发

展 ,思维面对的空间领域在不断扩大 ,所以 ,按照多

维思维方法 ,主体在认识对象 、思考问题时 ,眼界一

定要开阔 ,要彻底打破单维思维方法的保守性 、片面

性 ,把思维对象放到复杂的联系中来考察 ,用能够覆

盖对象所有空间领域的立体网状的多维方法来把握

其全过程和全方位。

(三)思维形式和思维方法的多样性 。多维思维

方法就是要自觉地调动起主体思维机器的全频道和

全功能来认识和把握对象的全部内容 。正面 、反面

与侧面 ,外层 、内层与深内层 ,过去 、现在与未来 ,微

观 、宏观与宇观 ,一级本质 、二级本质与三级本质 ,此

对象与彼对象以及其它对象的联系等等 。就思维的

整个过程而言 ,既要有哲学思维方法 ,特别是唯物辩

证法的指导 ,又要有各种逻辑形式和方法的运用 ,还

应有一般技术方法 、特殊技术方法的协助 ,从而形成

多种思维形式和方法辩证统一的思维网络 ,使思维

看到问题的各个方面 ,抓住对象的全部内容。

就思维过程本身的方法而言 ,要求同思维和求

异思维并用 ,横向思维和纵向思维并举 ,正向思维和

反向思维互补 ,收敛式思维和发散式思维共存 。求

同思维和求异思维虽然追求的思维目的有所不同 ,

但在多维思维方法中二者是统一的 、有机结合的 。

求同思维需要通过求异思维把认识推向新的阶段 ,

而求异思维又必须建立在求同思维基础上 ,才能充

分显示其特有的革命性 。通过求同 ,可以在不同对

象之间找出其共性 ,从而把握对象之间的联系;通过

求异 ,则可以在相同的对象中找出差异 ,从而把握对

象的特点 。这是人们思维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两个方

面 ,任何科学的思维活动都是求同和求异的辩证统

一。横向思维所揭示的是对象发展过程的某一横断

面 ,是从并存的对象之间的相互依存 、相互作用 、相

互转化等空间关系方面 ,揭示对象的本质及其规律 ,

其作用在于认识不同对象之间的联系和区别;纵向

思维所揭示的则是对象的整个发展过程 ,是从对象

自身发展的时间链条中考察其在不同发展阶段 、不

同历史时期的特点及其先后联系来揭示对象的本质

和规律 ,其作用在于认识同一对象的不同阶段和方

面 。分别来看 ,两种思维方法各有优点 ,又各有局限

性 ,只有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 ,才能获得最佳的思维

效果。正向思维就是按照常规和习惯思考问题的方

法 ,其特点是依历史的顺序 ,按部就班地推演出结

论;反向思维则是打破常规 ,转换角度去思考问题 ,

常常会产生出十分新颖有用的思想来 。毫无疑问 ,

人们需要按照既定的思维模式 、遵守已有的逻辑规

则进行有效的思维 ,但也同样需要经常打破常规 ,独

辟蹊径 ,才能得出在常规思维下“绝对不可能”的全

新结论。收敛式思维和发散式思维 ,二者也是相辅

相成的 。库恩认为 ,思维应具有两种品格 ,一是维持

传统的品格。因为科学思维要有所发现 ,就必须继

承人类以往的优秀成果 ,受到传统的约束 ,这正是收

敛式思维所具有的特点 ,二是反对偶像崇拜的品格 ,

因为只有保持思想解放和思路活跃 ,才能有所发现 ,

有所创造。正是收敛式思维和发散式思维的有机结

合 ,形成一种必要的张力 ,才能促进科学研究的发

展 。

二

科学思维方法作为人类长期实践的结晶 ,担负

着帮助人们在实践中获取理论 、检验理论 、运用理

论 、发展理论的重要功能 ,是人们认识客观世界及其

规律性的不可缺少的手段。正如法国科学家贝尔纳

所说 ,良好的方法能使我们更好地发挥运用天赋的

才能 ,而拙劣的方法则可能阻碍才能的发挥 。多维

思维方法也同其它科学方法一样 ,具有着帮助人们

充分发挥主体潜能 ,更好地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功能 ,

并且由其特点所决定 ,其功能也呈现出多元性。

(一)全面性。主体对思维对象认识的客观真理

性 ,要求思维具有全面性。全面地认识对象 ,这是思

维的本质所在。而“要真正地认识事物 ,就必须把

握 、研究它的一切方面 、一切联系和`中介' 。”②列宁

在此指出了全面性的具体内容 ,即从总体上研究和

把握对象的所有方面 、所有联系和环节 。多维思维

方法正是通过主体尽力扩大信息搜寻的范围 ,不断

增加思维的容量 ,从多角度 、多层次 、多方面去考察

认识对象 ,把握有关对象的全部内容 ,从而最终达到

主体对事物的全面性认识。可见多维思维方法为人

们提供了实现思维全面性的有效途径 。这必将最大

限度地调动起思维的潜在能力 ,提高思维的效率和

成果率。据科学家们研究后得出的结论 ,一个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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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只在运用着自己思维能力的很小一部分 ,大约十

分之一左右 。未被开发利用的思维潜力还相当大 。

如果人类能使自己的思维潜能充分地发挥出来 ,其

产生的能量将会是十分惊人的 。多维思维方法在对

思维对象进行多方面考察和对问题进行全面认识过

程中 ,无疑使思维的各个部分被充分地激活起来 ,各

种功能也被充分地显示出来 ,从而产生出巨大的能

量 ,使思维的效率和成果率得到提高。

(二)系统性 。伴随着当代高科技的飞速发展和

人类实践范围的扩展 ,呈现在主体面前的客观对象

往往是多规定 、多层次 、多联系 、多功能 、全方位的巨

大动态系统 。不仅任何事物都是作为系统而存在

的 ,而且系统中的每一基本要素都不是孤立的 ,它既

在本系统之内 ,又与其它系统发生各种各样的联系 。

所以主体在认识对象和思考问题时 ,就要有“一盘

棋”的思想 ,要把思维对象看成是由许多要素组成的

有机系统来把握 ,而不能只站在某一角度 ,只考虑问

题的某一方面 ,只见树木 、不见森林 。多维思维方法

恰好满足了这种基本要求 。按照多维思维方法的特

点 ,在研究某一系统时 ,既要分析本系统内各要素的

数量和质量 ,又要注意系统与要素之间 、要素与要素

之间 、上下层次之间以及系统与环境之间的各种联

系;还要立足系统整体去认识其各个组成部分和要

素 ,从而为最终达到对系统整体在更复杂层次上的

认识提供了有效的思维手段。

(三)深刻性。深刻性是指思维的广度 、深度和

难度 。思维的深刻性直接关系到主体能否深入地思

考问题 、抓住事物的深层本质和规律性。思维的深

刻性从根本上来说是由人们的实践水平所决定的 ,

实践越深入 、越广泛 ,认识也就越深刻。然而在同一

实践水平上 ,人们认识的深刻性程度是有差异性的 ,

形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之一就是思维方法的不同。多

维思维方法将思维触角伸向对象的各个方面 、各个

层次和各种关系 ,这就最大限度地保证了思维的广

度;同时 ,多维思维方法运用各种思维形式和方法 ,

沿着多条思路对思维对象进行综合考察 ,可以把思

维不断地引向深入 ,使人们的认识不断地向深层次

发展;而多维思维方法在进行思维时 ,充分地调动了

思维器官各部分的功能 ,运用各种思维方法组成了

纵横交错 、立体交叉的思维网络 ,能产生出思维的整

体效应 ,去认识复杂对象 ,解决疑难问题 。可见 ,多

维思维方法不但可以扩展思维的广度 ,也可以使认

识向深层发展 ,为思维把握对象的多样性深层本质

提供了可能性。

(四)具体性。思维的目标是要通过在实践基础

上的一系列复杂的思维活动 ,由抽象思维上升到具

体思维 ,达到对思维对象的具体性认识 。人们对客

观事物从现象到本质的认识进程 ,有着其内在的逻

辑机制 ,这就是思维的“具体———抽象 ———具体”的

否定之否定过程。即人的认识从感性具体经过思维

抽象而达到思维具体的有规律的逻辑上升过程 。多

维思维方法正是实现这一上升过程的有效手段 。多

维思维方法从多起点 、多方向 、多角度对思维对象的

不同方面 、不同层次进行深入的考察 ,从而得出有关

对象的丰富的多样性结论 ,把对象的各方面特点 、各

层次本质 、各种不同的联系和中介都充分地揭示出

来 。思维具体是思维逻辑进程的终点 ,也就是在抽

象规定的基础上 ,通过思维在大脑中复制出来的理

性的具体 ,这种理性的具体是许多规定的综合 ,因而

是多样性的统一。通过多维思维方法一方面把事物

的本质规定性综合和统一起来 ,经过分析重新达到

统一的高层次的具体;另一方面 ,又在新的综合中使

抽象的规定在思维的具体中再现出来 。这样展现在

人们思维中的就是具有丰富内容的 、多样性统一的

具体思维对象。

注释:①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 .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 1972.465.②列宁.列宁选集

[M] .第 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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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into characteristics and function of a

multidimensional mode of thinking
ZHANG He-ping

Abstract:Under the guidance of Maxist philosophical methods , a multidimensional mode of thinking brings fully sub-

ject' s dynamic role into play , scientific method of understanding objects and thinking problems in an allover way like pro-

found , systematic , concrete.The author expound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function of a multidimensional mode of thi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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