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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 :我国教育事业蓬勃发展 ,教育理论研究也欣欣向荣 ,形成了厚重的学术积淀。北京师范

大学出版社开创性地汇集出版了当代教育学、心理学大师们的学术著作 ,这些作品反映和代表了当代教

育学、心理学的学科前沿和发展动态。经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许可、并得到作者首肯 ,本刊特开辟此“名

家特稿 ”专栏 ,逐一介绍这些教育学和心理学大师及其学术思想 (以其著作的前言或序言为载体 ) ,使读

者能以最便捷的方式更近距离地触摸大师们深邃的思想和理解大师们的学术心路 ,以飨读者 !

本期为读者介绍的是中国心理学会原理事长、中国科学院心理学研究所原所长、《心理学报 》原主

编、博士生导师陈永明研究员及其《中国心理学家文库 ———陈永明卷 :〈心智活动的探索 〉》的序言和后

记。

《心智活动的探索 》序言与后记

陈永明

(中国科学院 心理研究所 , 北京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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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在我国 ,由于种种原因 ,心理学经历了一段不短的坎坷路程。直到上世纪 70年代末 ,心理学的

教学和研究工作才逐渐得到恢复。此后 ,由于广大心理学工作者孜孜不倦的工作和锲而不舍的努

力 ,心理学才逐渐地为社会和民众所理解、认可 ,并得到政府的重视。

这本《文集 》反映了本人自 20世纪 80年代初以来的一部分主要的研究工作 ,这些工作主要是

在 20世纪 80～90年代进行的。这些研究工作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方面 :

第一 ,心理学作为认知科学的一个重要成员 ,积极参与了我国的人工智能研究工作。当时 ,人

工智能研究在我国还刚刚起步 ,心理学也尚处在百废待兴的状态。但是 ,李家治先生以敏锐的思想

认识到心理学对于人工智能研究发展的重要意义 ,毅然带着我闯进了这块高科技的学术园地。然

而 ,当时的条件是极其困难的 ,既无资金 ,也无设备。为了学习并掌握 Basic和 L ISP等计算机编程

语言 ,骑着自行车风里去雨里回从不间断。单位没有计算机 ,就跑到北京计算中心去上机。记得初

到北京计算中心时 ,看到机房里的计算机竟然有六七个大衣柜那么大。现在想起来着实颇有感慨。

但是 ,尽管条件很差 ,却阻挡不住我们的工作热情。我们采用语义网络作为模型 ,研制成了我国第

一个实验性的自然语言理解系统 ,并获得有关学术界的高度评价。其时 ,《光明日报 》、《计算机世

界》及《科技报 》等多家报刊对我们的研究工作均进行了报导。随后 ,我们又对计算机理解古汉语

以及计算机学习等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索。这些工作及其成果 ,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心理学家在人

工智能研究的发展中 ,可以作出自己的贡献 ,证实了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理学途径 ”的现实意义。

第二 ,主要涉及记忆的结构与句子理解的研究。这里 ,记忆的结构是指语言知识和世界知识在

人的记忆中的存储方式 ,以及与此相联的这些知识的利用过程。它们在知觉、再认、语言理解及人

类其他复杂的认知活动的探索中有重要的意义 ,也与认知科学的其他研究领域有着十分密切的关

系。因而 ,它不但受到心理学工作者的重视 ,认知科学其他领域的科学家对此也很关注。关于语言

认知过程的研究 ,可以在不同的层面上进行 ,一是字词加工的层面 ,二是句子理解的层面 ,三是篇章



理解层面。当时国内关于汉语认知的研究 ,在字词层面上做了大量的工作。我们则着手从句子加

工这个层面上探讨语言认知过程。这在当时也算是一个特色。这方面的工作包括 :不同类型句子

加工的时间模式 ;汉语语义记忆提取的初步探索 ;句子加工与语义记忆结构的实验研究 ;记忆的再

构现象及其发生的心理基础 ;句子先提述的参与者在可提取性上的优势现象 ;句子不同成分的可提

取性 ;指代者对其先行词可提取性的影响以及有关阅读理解过程中的预期推理的研究等。

第三 ,关于语言认知过程中的抑制机制的研究。事实上 ,有效的认知活动不仅需要激活有关的

目标信息 ,也需要抑制那些与目标信息无关的干扰信息。抑制机制在语言理解及其他的各种认知

活动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语言理解的速度和准确性均可能与抑制机制有关 ;个体在语言理解能力

上的差异 ,也可能在于其抑制机制效率上的不同。探索人类的语言理解过程 ,仅仅关注激活机制是

不够的 ,必须对语言理解过程中的抑制机制给予足够的重视和认真的探索。这一部分的工作就是

在上述这种观念的驱动下进行的。其中既包括句子加工水平上的抑制机制 ,也包括词汇加工水平

上的抑制机制 ;既涉及岐义消解过程中抑制机制 ,也涉及个体理解能力与抑制机制效率的关系等。

上述几个方面的研究工作 ,看起来彼此之间的内在联系或许不够紧密 ,但它们却真实地反映了

我在这段时期中的学术研究历程。

心理科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 ,至今只有百多年的历史。心理学是研究心理现象的事实、机制和

规律的科学。心理现象是脑的机能 ,现实世界的反映。可以说 ,对人类自身特有功能的探索 ,是人

类科学发展历程中一个意义最重大的、最富有吸引力的问题 ,但同时也是空前复杂的和极具挑战性

的问题。当初还是年轻的心理学工作者 ,现在已步入年迈。为了心理科学事业的发展 ,他们做了所

能做的工作 ,现在已逐渐退出学术研究的舞台。心理科学未来的发展 ,寄希望于现在的年轻的心理

学工作者。

中国科学院前院长卢嘉锡院士在 1996年视察心理研究所时曾题词 :“人类的幸福和社会的进

步离不开心理科学 ”。祝愿心理科学在不久的将来会有更生气勃勃的发展 ,为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

为人类生活质量的提高作出更大的贡献。

后记

1955年 ,我抱着一种求知若渴的激动心情 ,从工厂的车间踏进了当时被称之为中国最高学府

的北京大学的校门 ,开始了心理学的学习生涯。到今天 ,我与心理学相随已整整半个世纪了。

50年来 ,我在心理学这块学术园地里学习、耕耘 ,从不敢懈怠。我时时提醒自己 ,既然已选择

心理学园地一个园丁的角色 ,就得用自己的毕生精力贡献于我国心理科学事业的发展。回顾自己

所走过的学术历程 ,纵然谈不上有多大的成就 ,但在学术前辈们的督促和指导下没有虚度此生。

这本《文集 》中搜集的是近 20年来我所从事的一些主要的学术研究工作。它们基本上反映了

我在这段时间里学术生涯的轨迹。

与其他许多科学的研究工作一样 ,心理科学的实验研究工作往往也不是个人所能实现的。这

本《文集 》虽然冠名为“陈永明卷 ”,但其中所包括的研究工作 ,决非纯属我个人的劳动。事实上 ,这

里既包含着我的恩师李家治先生的心血 ,也包含着我当时的博士生崔耀教授、杨丽霞教授和周治金

教授等人的辛勤劳动。应该说 ,这本《文集 》是我们共同的劳动结晶。

衷心地感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为我提供这个机会 ,促使我有决心认真地回顾一下自己曾走

过的一段学术研究的历程 ,审视一下自己所做过的研究工作 ,了解自己的长处和不足。

最后 ,感谢北京师范大学林崇德教授和出版社周雪梅女士为此《文集 》的出版所给予我的支持

和帮助。

(责任编辑 　裴 　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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