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我在 《试论我国心

理学 的发展道路 》一文
,
中提 出了这样的基本观

点
“我国心理学界的

多数 同志在马克思主义

的辩证唯物论 的 指 导

下
,

把 心理现象的实质

一 理解为脑 的机能
,

理解

一为客观现实的反映
,

发

一展心理学以服务社会主

义 事业
。

这就是我国心
‘ 理学走自己的发展道路

所要坚持的基本理论观

⋯点
。

⋯ ⋯但在贯彻这个

⋯
,

心理学的基本理论观点

时
,

曾经出现了两种偏

 向 心理学生物学化偏

」向和心理学社会学化偏

向
。

曹治英同志写了《关于我国心理学发

展道路的几个问题 》
,

对我 的文章提出不

同的看法
,

我写了 《试论我国心理学发展

中的偏向 》作为讨论
。

一  

我认为
!
建 国初期到∀# ∃ %年

,

我国心

理学界普遍学习巴甫洛夫的条件 反 射 方

法
,

并且把他的反射学说作为心理学 的一

种荃本的主要的理论应用于心理学的研究

中
。

条件反射的方法使中国心理学的研究

增加一项研究方法
,

这是有某种意义的
。

但是
,

一窝蜂
、

一边倒地在心理学研究中

推行这种方法
,

对于中国心理学界的开动

脑筋结合具体实际
,

不断探索新问题
、

新理

论
、

新方法在颇大程度上起了消极的影响
。

心理学的领域是很广泛的
,

包括普通

心理学
、

儿童心理学
、

劳动及工 程 心 理

学
、

医学心理学
、

生理心理学等
。

在建国

最初几年
,

在巴甫洛夫学说改造心理学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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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影响下
,

在心理学领域开展的工作中
,

主

要是集中在生理心理方面
,

而且生理心理

学方面的工作也主要集中到巴甫洛夫学说

方面
。

其他如儿童教育心理学
、

医学心理

学
、

劳动工程心理学 的研究工作很少
。

中国心理学 会编辑的 《心理学通讯 》

第 !
、

∀ 期合订本 # 第 ∃ 期% &∋ (年% %月 ( )

日出版
,

第 ∀ 期% & ∋ (年 % ∀月∀ ( 日出版
,

第

%
、

∀ 期合订本%& ∋ ∗年 ∀ 月 ∋ 日再版 + 共

发九篇文章
,

其中一篇是发刊词
,

其余 ,

篇文章中有七篇是学 习巴甫洛夫学说的内

容
。 % & ∋ ∗年 ∀ 月∀, 日 出版的 《心理学通

讯 》第 ( 期共发表八篇文章
,

其中六篇是

学习巴甫洛夫学说的内容
。

% & ∋ ∗年 ∋ 月(%

日出版的 《心理学通讯 》第 ∗ 期
,

共发表

十二篇文章
,

其中十篇是关于学 习巴甫洛

夫学说的内容
。

% & ∋ −年中国心理学会编辑的当时中国

的 《心理学译报 》创刊号
。

在 《心理学译

报 》稿约中指出
“
本刊旨在介绍苏联先

进心理科学的理论与实验研 究 成 果
” 、

“本刊内容主要选译苏联 《心理学问题 》

杂 志所载论文及实验报告
,

%司时也译介苏

联 《哲学 问题 》杂志
,

《苏维埃教 育学》杂

志及俄罗斯教育科学院通报等报刊中有关

心理学的论文
” 。

(
中国心理学 会编辑的 《心理学报 》创

刊号于∀# ∃ 6年出版
。

《心理学报》创刊号中

共发表十篇研究论文
,

七篇是属于基本理

论问题的
,

三篇是实验报告
。

其中三篇实

验报告都是生理心理方面的实验研究
,

其

中二篇是有关巴甫洛夫学说方面 的实验
,

七篇心理学基本理论问题有六篇涉及到巴

甫洛夫学说问题
。∀ # ∃%年心理学报第∀卷第

& 期共刊登九篇研究论文
。

有七篇是实验

研究报告
, 其中四篇是关于巴甫洛夫学说

方面的实验研究
。

中国 乙理学会理事长潘款同志在 《十

年来中国心理学的发展 》中指出
!

在∀6 ∃&
/

年到 ∀# ∃%年 中国心理学 在一些 研究机构

中
, “他们大多应用巴甫洛夫学派条件反

射的实验方法进行了一些有关心理学基本

理论问题的实验研究
” 。

+

从以上所分析的情况来看
,

建国初期

我国心理学界学习巴 甫洛夫学说所产生的

消极后果是过于集中到有关巴甫洛夫学说

的心理学问题的研究
,

而造成对其他广泛

的心理学领域 的忽视 , 造成建国初期我国

心理学发展
,

除与巴甫洛夫学说有关的心

理学问题外
,

其他方面的心理学问题发展

缓慢
,

在某种程度上带有畸形 化的缺点
。

学 习是为了创新
,

学 习巴甫 洛 夫 学

说
,

是为了发展我国心理学
。

我们提倡在

批判的基础上的继承
,

而不是教条 主义式

的学习
。

建国初期
,

我国心理学界学 习巴

甫洛夫学 说基本上是采取重复式的
,

缺乏

分析批判
,

缺少创新
,

因此创造性的研究

成果甚少
。

早在 ∀# ∃ 6年底
,

有些同志就指

出了 “心理研究所过去的工作大部分是验

证巴甫洛夫学派的一些重要实验
,

创造性

的实验较少
。 ”

1潘寂同志前不 久 还 指

出
! “在建国最初几年里学 习苏 联 心 理

学
,

学 习巴甫洛夫学
一

说
,

实质上 也 是 照

搬
,

缺乏分析鉴别
。 ” 3 这种学 习方法不

仅束缚了人们在生理心理学领域进行创造

性探索
,

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们结合

中国的国情和中国心理学的实际情况来探

索新问题
、

新理论
、

新方法
。

二  

建国后
,

我国心理学界曾经出现过忽

视或否定心理对社 会实践的依赖性的 偏=><?

是客观存在的
。

曹治英同志在文章中指责

我说
! “这是作者的杜撰

” 。

事实胜于雄

辩
。

请看我国著名心理学家
、

原中国心理

学会副理事
一

长
、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副

所长曹 日昌生前曾经说过的一段话吧
。

曹



日昌同志在 《关于心理学的基本观点 》中

指出他主编的
“
普通心理学 由于它的

“
自

然主义 ” 的基本观点
,

把心理过程认 为主

要是神经机能的表现
,

不理解心理过程对

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
,

使它长期陷于
“

生物

学化
”

的误错而不能 自拔
,

对于心理学的本

质不能有正确的理解
,

对于心理过程的发

展规律不能正确掌握
,

这是现代心理学的

一个根本性
、

方向性的问题
。 ” 8

作为心理学的 自然科学 的基础的学科

是很多的
,

巴甫洛夫学说是心理学的白然

科学基础的一个
,

当然是主要的一个
,

但

不是唯一的一个
。

而在建国 初 期
,

在 巴

甫洛夫学说基础上改造心理学的 口号下
,

巴甫洛夫学说几乎成为心理学 的唯一的自

然科学基础
。

当时在中国心理学界
,

巴甫

洛夫学派处在唯我独尊的地位
。

巴甫洛夫

学说当时在中国不仪是 自然科学丛础
,

而

是用它来改造心理学
。

巴甫洛夫学说是一

种生理学说
,

用一种生理学说来改造心理

学
,

就有相当大的可能性导致心理学的生

物学化
。

片
一

面地强
一

调巴甫洛夫学说改造心

理学
,

是我国心理学发展中出现的心理学

生物学 化的偏向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

曹日昌同志曾经指出
! “

我们不能贬

低对于心理活动的生理机 制的研 究 的 意

义
。 , · ·

⋯但是
,

对于生理机制的 研 究 结

果
,

并不能完全证明心理活动的规律
。

无

数心理学的事实可 以证 明这一点
。

例如 !

对于遗忘用联系的消退
、

抑制等生理学概

念
,

只能证明发生遗忘时生理 的情况
,

并

不能说明为什么发生遗忘
。 ” 9

在建国初期的我国心理学界
,

在巴 甫

洛夫学说改造心理学的口号下
,

研究报告

以体现巴甫洛夫学派的观点为正确的
,

特

别强调 用巴甫洛夫学说来解释心理学的问

题
,

心理学与巴甫洛夫学说有着 不 解 之

缘
。

在当时就有人对这种偏向提出异议
。

“
在∀# ∃ 2年

,

有一部分人对片面地大

量学 习巴甫洛夫学说产生了怀疑
,

提出人

的阶级性
、

生物学化的问题
。

: 作为心理
学的学术 讨论与学术批评是可以的

。

既应

该允许学术批评
,

也应该允许学 术 反 批

评
。

双方应处于平等的地位进行 学 术 争

辨
。

然而从∀ #∃ 2年 2 月 从 北 京 师 范 大

学开始
,

发动了一场全国性的心理学所谓

批判运 ≅?? ,

把心理学打成资产阶 级 伪 科

学
,

当作白旗把一个学科拔掉
,

造成建 国

后我 国心理学发展的第一个灾难
。

把学术

问题当作政治问题来处理
,

利用 行 政 力

量
,

强行推行一种观点
,

采用粗 暴 的 方

法
,

抓辫子
、

打棍子
、

戴帽子
,

不可能导

致探讨新理论
、

新问题
、

新方法
。

不但没

有解决我国心理学发展中曾经出现过的心

理学生物学化偏向问题
,

而且也否定了巴

甫洛夫学说和条件反射方法
。

巴甫洛夫是举世闻名的杰出 生 理 学

家
。

他创立的高级神经活动学说对研究心

理的生理机制有着重要作用
。

建国初期
,

我 国心理学界学习巴甫洛夫学说是完全应

该的
,

并且 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

即使今

天学 习正在发展中的巴甫洛夫学说也是必

要的
。

在建国初期学习巴甫洛夫学说
、

用

巴甫洛夫学说改造心理学出现的心理学的

生物化偏向
,

不 能责怪巴甫洛夫学说与 巴

甫洛夫本人
。

当时学习巴甫洛夫学说造成

的心理学生物化的偏向
,

主要责任在于我

们的思想上的片面性
、

绝对化
。

我们讨论

与评价建国初期学习巴甫洛夫对心理学发

展的意义
,

目的 也是在于 总结经验
,

提高

认识
,

在实现我匡Α心理学现代化的道路
Β

Α二

少走弯路
。

三  

我认为
! ∀# ∃ 2年所谓的心理学批判运

动
、 “文化大革命

” 中所谓的心理学斗批

改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心理学的社会学化



这种粗鲁的形而上学的思潮
。

心理学社 会学化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

样 的
。

而各种形式之间
,

往往又是相互联

系 的
。

%
、

以马列主义
、

毛泽东思想的一般

哲学原理代替心理学的具体问题的分析和

研究
。

% & ∋ ,年的心理学批判运动
、 “文化大

革命
”
中的心理学斗批改的一个特点在于

用马列主义
、

毛泽东思想的一般哲学理论

代替心理学的科学研究
,

用哲学代替心理

学
,

用马恩列斯和毛泽东 同志的语录代替

心理学的理论
。

甚至是摘录革命导师的片

言只语或用被歪曲的马列主义
、

毛泽东思

想来代替心理学的研究
、

甚至认为资产阶

级心理学的所谓从哲学中独立出来
,

实际

上是披着自然科学的外衣 的一个反马克思

主义的资产阶级哲学流派
。

它研究的范围

广而杂
,

从动物到人
,

从人的生理到人的

社会生活等等
,

无所不包
,

完全是适应资

产阶级政治的需要
,

因此它纯属资产阶级

的意识形态
。

我认为
,

我们用马克思主义
、

毛译东

思想指导心理学是完全应该的
。

从我国心

理学现状来看
,

尤应加强马列主义
、

毛泽

东思想对心理学的指导
。

实现我国心理学

现代化
,

并不意味着马列主义
、

毛泽东思

想指导心理学
“过时了” ,

而是要求我国

心理学建立在辩证唯物论的理论 基 础 之

上
,

用马列主义
、

毛泽东思想指引我国心

理学的现代化的道路
。

∀
、

用政治思想工作代替心理学

这种观点认为人虽有心理现象
,

但意

识形态方面的问题
,

教育和培养共产主义

新人方面的问题
,

有战无不胜 的毛泽东思

想
,

有解放军行之有效的政治思想工作就

能很好地完成
,

用不着有什么心理学
。

一

我认为我们党在长期的章命实践中
,

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
。

但是政治工作不

能代替心理学研究
,

并且政治思想工作也

要 以心理学
、

教育学等科学作为基础
。

(
、

长官意志指挥心理学
几

康生在 % & ∋ ,年关于批判资产 阶级心理

学的黑指示
,

导致把心理学当作 白 旗 拔

掉
。

姚文元化名葛铭人在 %& − ∋年%) 月 ∀& 日

《光明日报 》 发表所谓批判 心理学的 文

章
,

使我国心理学在很长一个时间内成为

禁区
,

陈伯达 % & − &年关于心理所可以不要

的黑指示
,

使我国唯一的心理学研究机构

—
一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被彻底砸烂
。

林彪
、 “四人 帮

”
凭着

“
长官意志

”
使我

国心理学遭到了空前浩劫
,

成为心理学发

展史上的千古奇冤
。

至今 回想起来
,

仍然

触目痛心
。

实践是最公正的裁判
,

林彪
、 “四人

帮妙 强加于心理学的不 白之冤已经得到昭

雪
。

职位高低
,

权 力大小
,

决不是衡量心

理学是非的标准
,

检验心理学是非 的标准

是实践
。

权力不 等于权威
,

要恢复实践是

检验心理学真理的权威
。

∗
、

用群众运动代替心理学学术 月论

% & ∋ ,年的所谓心理学批判
、 “文化大

革命
” 中的心理学批判

,

都是在
“
长官意

志” 的压力下
,

强奸 民意
,

制造所谓
“
群

众意见
” 、 “

多数人意见
” 的借口

,

采用

政治运动
、

群众运动的方式粗暴地代替心

理学学术问题的讨论
。

那时
,

认为心理学

是社会科学
,

对一切心理学现象都要进行

阶级分析
,

则是正确的
、

革命的
,

与此不

同的其他的学术观点
,

则受到批判
,

甚至

当成政治问题来处理
。

我认为
,

我国心理学三十多年的实践

经验证明
,

心理学的学术问题
,

是不能靠

群众运动来解决的
,

是需要通过学术讨论

来解决的
。

心理学的是非标准不能以人数

多少来判胡
,

用奉手表决的方法
一

是解决不



了心理学的学术问恒的
,

而且遗害不 浅
。

∋
、

用阶级分析代替心理学分析

% & ∋ , 年的所谓心理学批判与
“文 化

大革命
”
中的心理学批判的一个 手 法 就

是用阶级分折代替心理分析
。

认为人 的一
一

切心理过程都具有阶级性
。

粗暴地批判我

国心理学的研究是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
,

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
,

为资术主义复辟服

务
。

我认 为
,

对于人 的心理阶级性问题要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

有的心理现象例如感

觉
、

知觉
、

记忆等本身没有阶级性
。

有的

心理现象如性格 与人的阶级性关系密切
。

不能以偏概全
,

无限上纲
,

甚至认为心理

学应该成为单纯的阶级心理学
。

−
、

批判共同规律
,

取消心理学

否认人的心理共同规律
,

批判心理的

公共规律是我 国心理学社会学化思潮的一

个重要内容
。

不承认人类在感觉
.

仁有共同

性
,

却认为资产阶级闻着大粪臭
,

劳动人

民闻着不臭
。

不承认人类心理存在
“遗忘

曲线
”
等规律

。

认为
“
遗忘曲线

” 等是形

而上学
、

主观唯心地找出的
。

认为我国心理

学宣扬人类的心理的共同规律
,

直接为修

正主义
“

全民党
” 、 “

全民国家
” 、 “全民文

艺” 制造理论依据
。

认为中国科学院心理

研究所的各方而的
一

上作
,

完全洽袭了西方

资产阶级心理学的理论体系
,

耗费了相当

大的人力物力
,

不但没有对社会主义 革命

和建设作出一点有益的贡献
,

反而传播毒

素
,

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起了破坏作用
。

我认为
,

心理学是研究心理现象的规

律 的
,

批判人的心理共 同规律
,

实际上是

取消心理学
。

曹治英 同志认为新 中国成立后
,

社会

学被打成资产阶级伪科学
,

在社会学不存

在的情况下
,

根本谈不上心理学社会化的

问题
。

这种意见是不符合我国心理学发 展

的客观清况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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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去尊重的人
,

最需要尊重
”

—后进生个案分析之一

沼、口口贻口、
, ‘
、

护门‘ ,八‘。哈气口月口
日与口口七, ‘气口口、 , 口七

/

口/ 口片口七
/

气口口坛
产口七

,
口坛 ,

, ‘
‘
、洲、口口喃

,

左 其 沛
吉 林 师 范 学 院  

术文的题 目
,

是一位班主任提供的后进生个案中的一句话
。

我
一

认为这句话道出了许

多优秀班主任的一条共同经验
,

也为我们提出了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

现以这篇个案为例
,

探讨一下后进生形成
、

发展和转变的过程
,

探讨一下失去尊重

的人何 以最需要尊重
。

请看下面的个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