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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既然人具有直觉思维，情感思维，理性思维这三种思维形式，那么我们在生活和思维中就应该具
有这样的观念：万事万物（有机物，生物）都有本能的直觉意识、交流的情感意识、抽象的理性意识
，如此，你才可能理解人类社会的思维特点、规则律令、世界观与方法论、价值观与人生观、交流感
与社会责任、美学与风情万种、美感与气韵生动⋯⋯马克思说人是“类”的动物，一点儿不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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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第一章 三种思维方式比较一、不同的思维基础（一）“概念”与“范畴”的四点不同（二）“形
式规范”就是“互换”（三）“互换”就是走向“数学化”二、不同的抽象方式（一）“量化”与“
质化”（二）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具有三种性质的（三）“量与质”、“力与气”（四）“可比较
”与“不可比较”（五）直觉思维是以“意化”为基础的（六）对“形式规范”的反思三、不同的思
维样式（一）三种不同的思维样式（二）“数学运算”是同类项内的“判断与推理”（三）“情感延
展”是非同类项间的“联想与组合”（四）缺什么找什么（五）两种不同的样式（科学范式）的三大
区别（六）“下意识”与“下意识”原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四、不同的思维逻辑（一）三种逻辑（
二）三种“律法”（三）形式逻辑的“三律”（四）情感逻辑的“三法”（五）直觉逻辑的无律、无
法五、不同的思维目的（一）求一值（二）现一体（三）跳接六、不同的功能模式（一）量变与渐变
（二）质变与突变（三）倍增器七、不同的思维空间（一）三大思维空间和一个思维基础（二）从“
思维的在场”看三个空间的相互关系八、三种思维方式的小结与定义第二章 情感思维——存在的第二
种真实第三章 艺术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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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形式规范”就是“互换”　　下面，让我们把胆子放大些，把这个“革命”进一步理解
为“互换”，即：凡是可以和内容进行“互换”的认识就是“概念”，就是知识；不能互换的，就不
是“概念”、不是知识，只能是“范畴”。
显然，这种“互换”是数学意义上的“哥白尼式的革命”。
　　既然是数学，那就可以公式化，让我们把它公式化一下：　　当“认识=认识的对象”或“认识
的对象=认识”时，也唯有此时，认识的对象才能被认识，我们的认识才能形成知识，我们的理性思
维才能得以进行。
　　再换算一下，即：　　当“概念=内容”或“内容=概念”时，也唯有此时，内容才能被认识，我
们的认识才能形成知识，我们的理性思维才能得以进行。
　　可以说：“哥白尼式的革命”即“形式规范”，“形式规范”即知识与内容的“互换”。
而“互换”说到底，就是“代替”，即：“概念”代替了“内容”，“内容”代替了“概念”。
　　这⋯⋯岂不是用“概念”把“内容”架空了么？
理性思维不是成了形而上的纸上谈兵了么？
对了，康老先生要的就是这个。
　　可⋯⋯那些形不成知识、不能被认识的对象和形而下的“范畴”将如何处置？
关于这一点，人家康德老先生早有预谋，他把那些不能互换的东西统统归人到了“实践理性”中去。
在那里，因存在着非理性，所以没有形式逻辑，只有“绝对命令”和“道德公设”。
这么说吧，只要是科学，只要是理性，那就必须听康老的摆布与整治，就必须过“形式规范”这道关
；反过来说，只要你没听他的摆布与整治，你没过他那道关，那你就是非理性的、非科学的、非驴非
马的⋯⋯当然，理性那儿缺点儿德性和良心，而非理性这里有德性和良心，则是另一个话题了⋯⋯再
说了，德性与良心能算是哲学么？
　　这⋯⋯是不是有点儿太偏执、太霸道了？
　　对！
你说得太对了，人家康德玩的就是这个偏执与霸道！
你还别看不惯，历史与血的教训一再告诫我们：钢铁就是这样炼成的、哲学就是这样建立的、哲学家
的胆子就是这么练大的⋯⋯回过头来想一想，也是的，反正头一个螃蟹人家康先生已经吃了，咱们只
是跟在后面尝鲜、起哄占便宜，还有什么可担心可抱怨的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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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既然人具有直觉思维、情感思维，理性思维这三种思维形式．那么我们在生活和思维中就应该具有这
样的观念：万事万物(有机物、生物)都有本能的直觉意识、交流的情感意识、抽象的理性意识，如此
，你才可能理解人类社会的思维特点．规则律令、世界观与方法论、价值观与人生观．交流感与社会
责任美学与风情万种、美感与气韵生动⋯⋯马克思说人是“类”的动物，一点儿不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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