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思辨主题：经验与探索



“向来如此，便对么？”
本句出自《狂人日记》，体现了革新者鲁迅的革新思想，

鲁迅在多篇文章中不止一次说过类似的话，比如《热风》里

的多篇随感录。

结合你的知识储备，谈一谈为什么鲁迅会这么说？



向来如此：
本来就是这样，

自古就是这样，

规矩就是这样，

就是就是这样，

……



守旧派的信条是“祖宗之法不可变”，祖宗是神圣的，没人能强

于祖宗。中国地大物博，贤圣教化，仁义施行，《诗》《书》文

化繁荣，科学技术发达，蛮夷谁不臣服纳贡？

但革新者说：祖宗管不了我们死活，我们现在要的是生存。一个

人自己活着，不能“驼了前辈先生活着”、“倘使不改现状，反

能兴旺，能得真实自由的幸福生活，那就是做野蛮也很好。其目

的就是抛弃旧思想，学习西方先进思想。



• 鲁迅的本意是，“自古以来人们一直做的事情，不一定是

正确的事情。”

• 抽象地说就是“一件事的持续性和他的正确性没有因果关

系。”

• 通俗点说就是“一件事儿持续的时间再长，也不能说这件

事儿就一定是对的。”

那么向来如此的思想本质是什么？



弗兰西斯·培根，是英国哲学家、思想家、作家和科

学家。被马克思称为“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

科学的真正始祖”，并提出了“归纳法” 。

• 追求自然界事物的原因和规律，就必须以感官经

验为依据。

• 知识和观念起源于感性世界，感觉经验是一切知

识的源泉。

• 要获得自然的科学知识，就必须把认识建筑在感

觉经验的基础上。

经验主义



他在《幻象》一书中提出了人们犯错误的四大根源：

• 洞穴幻象：是源于一个人的理智禀赋、经验、教育和

感觉的偏见。任何一个都会影响个人知觉和理解这个

世界。



• 种族幻象：人类天性中的偏见。所有人都拥有想象、

意愿和希望的能力，而这些可能会歪曲知觉。

• 市场幻象：由于过分受到语词意义的影响而产生偏见。

文字描述会影响人对世界的理解。

• 剧场幻象：由于对任何一种观点的盲从产生的偏见。



约翰·洛克，著名的英国哲学家。其成名之作是

《人类理智论》（1690），书中他论述了人类知

识的起源、性质及局限性。 

• 感觉是一切观念的源头，但是心灵可以作用于

感觉所获得的观念，或者重新组织这些观念，

从而产生新的观念。

• 人类的一切观念是从经验中来的。



人
们
的
习
惯

专注于已知知识的学习和运用

对于未知

习惯于学习精确的东
西

不善于从总体上把握
未知的知识

人们的思
维结构

不学习规律，规律需
要从思考中得到

我们只学习事实

黑天鹅现象



归纳是以经验事实为基础的。

它就是要通过列举以往那些相同

或相似的个别经验事例去寻求一

个普遍性的结论；这亦即是要把

过去的经验推及于未来,从已经

验到的事物推及于未经验到的事

物,从有限进到无限。

比如,我们从过去每次吃面包都曾

得到营养的经验事例中,就可以归纳出

一个结论:面包在任何时候都能给我们

营养。但是,这种推理过程本身并没有

逻辑的必然性。



普通人经常犯逻辑错误：

不知道“相关性不是因果性”，一个逻辑的反向逻辑，有可能是

错误的。

正确的事情当然更容易保持下去，但一直保持下去的东西不一定

正确，“对”和“向来如此”有相关性但没有因果关系，即使“

对”和“向来如此”有因果关系，“向来如此”和“对”也没有

因果关系。

什么是正确，什么是错误？



现象和本质

现  象 本  质

区别

联系

外部联系,表面特征 内部联系，根本性质

个别的、表面的东西
事物本质的具体表现

同类现象的共性
深藏在事物内部

相对稳定

 感官可以直接感知 理性思维才能把握

现象表现本质，本质存在于现象之中
任何事物都是现象和本质的统一

多变易逝



真象和假象

真象 假象

区
别

是指从正面直接表
现本质的现象

是以否定方式或从反面
歪曲表现本质的现象

联
系

都属于客观范畴的问题，都是一种客观的东

西，都是本质的表现形式



• 发挥主观能动性

• 学会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理性认识

• 学会从认识到实践



主观能动性
的三个表现

第一、认识世界
的能力和活动（想）

第二、改造世界的能
力和活动（做）

第三、精神状态

为什么必须充分
发挥主观能动性

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才能揭示事
物的本质和规律，以正确地指导人们
的行动

→

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才能去利用
规律、利用和创造条件，达到改造
世界的目的

→

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必
然遇到困难、挫折、暂时失败，需
要坚强的意志

→



• 客观规律制约着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人们是否按规律办事，决定着人们

发挥主观能动性能否收到积极的效果；人们按规律办事的程度，决定着

人们发挥主观能动性收到积极效果的程度。

• 客观条件同样始终制约着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发挥主观能动性的过程，

是以规律为指导，以条件为基础，认识和改造客观对象的过程。因此，

一定的客观条件也是制约人们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基础和前提。

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受主、客观因素的制约



主观因素包括哪些方面？
观念、能力、方法、身体素质、心理素
质、思维品质、习惯、兴趣爱好、意志、
性格、修养、动机、目标、判断标准、
行为准则．．．

要正确发挥主观能动性，就必须不断积累正确的主观因素



巴黎圣母院的敲钟人卡西莫

多：长着四面体的鼻子，马

蹄形的嘴，独眼，驼背，跛

子，奇丑无比。他有不容怀

疑的坚定、严肃、勇敢的态

度，和美丽的吉卜赛女郎爱

斯梅拉达有着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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