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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B8_88_E8_B5_84_E6_c38_278191.htm 杜威认为，人们发现在

解决问题和解答问题方面，最有成效的方法是理智的方法，

这种方法是一种探究的方法。杜威说道：理智表明直接行动

已经变成间接行动。行动仍然是公开的，但是被导向对条件

的检验，以及做出试验性和准备性的行动。不再是冒冒失失

地“做点事情”，而是集中力量找出所遇到的障碍和可利用

的资源，以及提出一些以后确定的反应的雏型。理智把经验

从机械的及突变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思维并不用来“达到由

身体的机制或者由社会现存状况所给予的目标”。理智的应

用旨在“实现行动的解放及其自由化”。这种实用主义的理

智论是非常具有革命意义的，与传统的理论形成了鲜明的对

照。杜威反对传统的人性论，这种传统理论认为人的头脑是

一种其能力受到特别限制的物质。不过，杜威却持相反的观

点，他有关人性与理智的理论，把人视作具有高度灵活性和

不确定性。因此，我们不能认为精神方面的态度是“自足而

完备的，因为它们并不是预先给定的”。杜威认为，根据人

们的智商来划分等级的做法是错误的。他认为智力不是先天

就有的。人类用过去的经验来预期目前事件的结果的能力，

是后天得来的。它是一种“交互作用”，这种作用能介入我

们的经验之中，以引导“变化的过程”。理智是操作性的和

功能性的，是一种方法，而不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特性。它是

“最值得我们争取的东西”。理智是一种手段。它被审慎地

应用来引导变化。有些变化是自然发生的；这些变化虽然被



引起了，但它们仍缺乏方向。因此，我们只能说这些变化是

一些效应而不是成果，是与理智无关的。理智是和判断联系

着的。那就是说，它是跟我们对于达到目的的手段的选择和

安排，以及我们对目标的选择相联系的。一个明智的行动，

是我们对事态的可能性的测度，以及用适当的行动配合的结

果。在这个意义下，智力就变成我们行事时实际的有效工具

。既然人生活在一个不稳定的、不安全的和不断变化的世界

里，他必定要有预见的能力。虽然预期要发生的事主要依据

我们的记忆、对未来的设想，主要依据过去的经历，但是，

这些期望和设想，要比对往事的记忆和过去的经验更重要和

更有意义。对未来的预测，使我们能较有效地控制变化，同

时，努力把不安定的和充满问题的世界，变成安全而又稳定

的世界，这正是人的理智行为的表现。人类理智的这一层面

是一个间接的反应模式，因为它包含深思熟虑，目的是要“

确定困难的性质，以及想出应付的办法，以便用预期的解决

方案来指导行为”。这种间接的反应方式就是我们通常所称

的“思考”或者“延宕的行动”。思考最重要的功能，在于

把可疑的情境变成一个问题，或者变成一个探究的对象，以

便于人们“设计应付这个情景的方法和手段”。理智是在世

界内部所发生的交互作用中的一种。它把没有方向的变化转

换成一个朝向预期结论的变化。它并不是“什么外在附加于

自然的东西；它就是自然，在取得众多事件的更完满、更丰

富的结果方面实现了自己的潜在可能性”。理智在自然之中

，它意味着对经验的“解放和拓展”。在论述自然与经验的

关系时，杜威提出一个经验主义的、自然主义的解释。一般

人认为自然是跟经验完全无关的，杜威却持相反的见解，认



为二者互相关联着。“经验既在自然之内，也是关于自然的

”。经验渗透进自然，“延伸至自然的深处”。经验也被看

作为生活。杜威解释道：⋯⋯经验即意味着生活；生活是因

为我们周围的环境而继续，并在这一环境中继续，而不是在

真空里。⋯⋯因此，哪里有生活，那里就维持着与周围环境

的双重联系。事实上，生活和经验是相互联系的：“经验包

括物质世界以及人类活动的各个方面，生活则意味着一种功

能，一种综合行动，它包括有机体及环境。”理智也是解决

问题的方法的另一个名词。它是在经验或生活的过程中产生

的：在人与周围环境的自然力量相互起作用的过程中，人处

于不断的变动状态中──有时有助于他的生长，有时则危及

他的生长。成长与衰退，健康与疾病，伴随着自然环境的活

动持续不断，同时也与自然条件的有利或不利因素有关，随

着环境的变迁而继续存在。由于有机体是自然界的一部分，

因此，人对周围环境有所反应，以便带来有利于未来的变化

。在尝试错误的过程中，他会使自己在适应周围环境方面，

偶然获得成功，他渐渐从他以往的经验中获得对于因果关系

的认识，并且把这种知识用于应付他所处的环境。于是，人

类发明了符号，他们的行动亦变成了有方向的活动。杜威说

道：符号也是自然的产物。随着符号的发展，这种交互作用

便朝着预期的结果走；这时候，这种交互作用便具有理智的

性质，知识由此得到增长。符号是在经验中发展起来的：它

们对自然事物作了有意识的修改。这些符号的良好设计，不

仅提醒人们各种结果，而且提醒人们各种保证取得预期的结

果和避开预期结果的方法。杜威所描绘的理智方法是一种源

自经验主义的工具。这种方法也可称为实验探究法，因为这



是“一套用来处理或解决问题情境的操作”。要进行实验就

要获得“经验的重要形式”。它是“一种改变现状的努力，

其特征就是预测和对未知的事物进行探究”。但是我们必须

注意，虽然实验探究法是从原始经验中获得材料，但是，它

并不只限于原始经验；它包括“间接的或反省的经验”。原

始经验把问题定位，并为反省提供第一手资料，由此建构起

第二步探究的对象。这些提炼过的对象“能说明原始对象，

使我们能够通过理解来掌握它们，而不是仅仅与这些对象保

持感性接触”。它们是用来理解更复杂的现象的方法。运用

反省就能对原始经验的内容作更好的整理。反省、思维包含

一种批判能力，能增加深刻性和延续性，并且能使事物具有

更丰富的价值和意义。最后，比这个更宝贵的结果，就是增

加了我们对经验的控制能力。虽然理智方法基本上是一种经

验方法，但是，它并非囿于原始经验，它是经验性的，因为

“我们是就着事情本身来进行研究的，以便从对事情的经验

中找出启示”。不过，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系统思维的介

入”，使得我们所推论的或是经过思考的结论有可能表现出

来。这是一种检验事实和思想、判断数据以及控制观念和推

理的方法。就这一点而言，它是科学性的。杜威写道：科学

方法是把那些观察到的粗糙而又概略的事实，分解成若干不

能被感官直接知觉到的更精细的过程，从而发现一个单一而

全面的事实，我们就是用这种方法来代替那些不断把零碎分

散的事实加以联系和重合的方法。因此，科学思维是一个分

析和综合相联结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采用适当的方法来

处理问题。对杜威而言，“理智”、“实验方法”、“科学

方法”、“科学探究法”、“反省思维”以及“经验的方法



”等概念，都是互相紧密联系的。它们是对问题解决的不同

表达形式。杜威指出，许多人相信很多事情“并不是因为这

些事情果真如此，而是因为受权威的影响，他们通过模仿、

威望、教导以及语言的无意识的影响等，使得我们对事情习

以为常”。一般人的这种做法，是跟用理智方法去相信和处

理问题的做法十分不同的。杜威说道：一个人之所以有智慧

，并不是因为他有理性，可以掌握那些关于固定原理的公正

而又不可证明的真理，并根据这些真理演绎出它们所控制的

特殊事件，而是因为他能够估计情境的可能性，并能根据这

种估计来采取适当行动。《杜威论教育与民主主义》杜祖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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