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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
,

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浪潮正将人类引向崭新的境地
,

虽然这种现代文明在地球
_

_

匕目

前仍然是初露端倪
,

但它所导致的世界多样化发展却迫使人们的认识方法开始从抽象进入到

具体
。

具体的方法不同于直观的方法
,

因为它早已超出了感觉经验的范围
,

是在科学抽象指

导下对世界丰富事物的具体把握
,

并进而通过这种具体把握不断充实和丰富着一 般理论
。

因

而它是人类迄今为止最高级也是最科学的认识方法
,

同时是对事物的研究方法
。

作为现代文明产物的具体方法与工业文明时代的抽象方法不同之处在于
:

后者是总体地

把握事物
,

力求探寻一般规律
,

所 以在认识方法史上它属于理性时期
。

前者则主张在一般理

论指导下个别地把握事物
,

具体地表达和反映事物规律
,

并且当这种对事物的把握和表达真

正能砂成王的石于碌) 二蔽瑾论牙肩舀够平富起来 i 从思维进程上看 i 后者是从具体到抽象 i 而

前者则是从抽象再上升到具体
。

如果说
,

后者是注重归纳和综合的话
,

那么
,

前者则强调了

归纳与演绎
、

综合与分析的统一
。

这种统一不是简单地相加或交替运用
,

而是具体的有机的结

合
。

就综合与分析而论
,

分析不仅是在综合指导
一

F的分析
,

而且本身包含着综合
。 `

占是丰富多

彩
、

而且是多层次的
。

所 以
,

作为理论成果
,

后者仅是一元性的和一般意义上的
,

而前者则

是群体化和多元化的
。

于是
,

具体的方法便获得了自身的基本特点
:

它要求研究工作摆脱和克服抽象的原则
,

产生于对实践的思考
、

理解和把握之 中
。

这种思考
、

理解和把握不是笼统的和一般的
,

而是

具体的生动的
,

它不仅以人类既有的认识为基础去具体地研究事物规律
,

而且通过这一研究

具体地为实践提供服务
。

它没有任何试图包容一切的奢望
,

因为它知道世界的多样化发展的

结果
,

使实际世界并不存在什么唯一规律
,

规律总是具体的
,

因而认识规律的方法也只能是

具体的
。

同时
,

现代文明的理性 自觉程度的提高
,

使实践和理论表现出同步化发展的趋势
。

这一

同步化发展对具体方法提出了新的要求
,

它不应是当一种实践完结之后才能形成
,

而应对未

来的下一 步提供预测
。

这种具体方法的理论预见性与抽象方法时代的理论预见性不同 , 前者

是经过了具体— 抽象—
具体的上升运动才确立的

,

而后者仅是从对事物最一般规律的理

解和推导中形成的
,

所以前者的预见性将比后者的预见性更为可靠
,

从而也更加科学
。

随着人类在认识方法和研究方法上的变革
,

人类在认识能力上也将获得巨大突破
。

我因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如何追随这一历史潮流
,

在从抽象方法向具体方法的过渡中获得新的生命

力
,

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实行改革和突破的关键所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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