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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和实践的关系问题
,

是心理学研究中一个极其重要的理论问题
,

也是至今没有

得到很好地解决的一个问题
。

正确认识和处理心理与实践的关系
,

对心理学的健康发 展

具有重大的意义
。

传统的内省意识心理学
,

把心理看成一种特殊的
、

自我封闭的内部过程
,

脱离开实

践孤立地研究心理
。

行为主义心理学则排除心理而孤立地研究行为
。

他们都不 知道心理

和实践之 间的辩证关系
。

在这两种极端的观点之外
,

有些心理学派别
,

例如
,

机能主义

心理学
、

驱促心理学等等
,

试图以某种方式把心理和行 动联系起来
,

但是
,

由于唯心主

义和形而上学的束缚
,

它们也不可能给人们正确的回答
。

十月革命后
,

苏联心理学界试图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

探索心理学发展的新

道路
。

他们在批判了内省意识心理学和行为主义心理学 的基础上
,

提出了意识和活 动统

一的原则
。

所谓意识和活动统一的原则
,

主要包括如下 的内容 心理本身就是一种

活动
。

心理在活动中形成并在活动中表现出来 心理是外部活动的组成成份
,

对活 动有调节作用
。

到了七十年代
,

阿
·

尼
·

列昂节夫进一步提出了活动理论
,

把活动

看作包括外部活动和 内部活动两种形式的分析单位
,

认为 “把活动这一范畴引入心理

学
,

就会改变心理学知识的全部概念体系
” 。

在苏联的心理学体系中
,

意识和活动统一

的原则始终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

应该承认
,

苏联心理学提出的意识和活动统一的原则
,

对克服内省意识心理学和行

为主义心理学这 两种极端的倾向
,

对正确理解心理和 实践的关系
,

是有积极意义的
。

问题在于
,

他们所引入的活动范畴是否恰当
。

在苏联心理学中
,

活动作为一个重要的范

畴
,

通常是把它理解为外部活动
,

但是
,

人们有时把内部活动也叫做活动
。

就是把活动

理解为外部活动
,

也还有包括实践和等于实践之分
。

由于活动概念缺乏 明确的规定性
,

在使用过程中就不能不造成一定的混乱
。

对于这一点
,

苏联的一些心理学家已 经 看 到

了
。

为了从理论上正确地阐明心理和实践的关系
,

我们有必要探讨一下实践概 念 的 含

义
。

实践这个词
,

在我 国出现比较早
,

例如
,

《宋史 》上就有
“
真见实践

” 的词句
,

其

含义是指履行或者实行的意思
。

现在人们有时也在这种意义上使用实践这个词
,

例如
,

“
实践 诺言

” 就是
。

不过
,

我们这里所要探讨的实践概念
,

却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的

一个重要范畴
。



实践作为认识论的一个重要范畴
,

是 由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引入的
,

后来 由其他马

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加以继承和发挥
。

我们要寻求实践的准确的含义
,

就应该从马克思主

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去探讨
。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
,

实践总是相对于理论而言的
,

是和人的内部思惟

活动相对的人的外部
“

感性活动
” ,

是人的 “行” ,

行动的方面的总概括
。

把外部活动和

内部活动混同起来
,

甚至把内部活动也等同于实践
,

这是不对的
。

 年 月
,

恩

格斯曾经把殖民
、

航海
、

工业建设等等
,

概活为实践活动
。

年
,

马克思在 《关

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中
,

把实践直接表述为 伙汉的感性活动
” 。

在列宁的著作中
,

实践

是和生活
、

行动划等号的
,

它们经常相互替换使用
。

毛泽东同志在 《实践论 》 等著作

中
,

对实践作了进一步的论述
。

他坚持实践是人的感性活动的观点
,

认为人所参加的一

切社会实际生活都是实践
,

其中
,

生产斗争
,

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三大主要实践
,

而

生产斗争又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
,

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
。

应当指出
,

’

实践过程中

是有理论参加的
,

但是
,

在认识论中
,

实践的根本含义是表示人的外部感性活动
,

是相

对于理论而言的
,

这一点必须明确
。

外部感性活动不但人具有
,

一般较高级的动物也具有
。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 作 家 那

里
,

实践是专指人的外部感性活动的
,

他们从来不把动物的外部感性活动称之为实践
。

因为在他们看来
,

人的外部感性活动和动物的外部感性活动之间虽然有密切联系
,

但是

更有本质区别
。

这种 区别的最主要一点
,

就是实践的意识性
,

其次是实践的社会性
。

马克思在《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
,

当谈到人的最基本的实践活动一 劳动

时
,

曾经作了这样一段论述
,

他说 “一个种的全部特性
、

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

的性质
,

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 自由的自觉的活动
” 。

接下去他又说
“
动物和它的生

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
。

动物不把 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
。

它就是这种生命活动
。

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 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
。

他的生命活动是有意识的
。

⋯⋯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
” 。

恩格斯在 《路德维希
·

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中
,

也指出 “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
,

全是

具有意识的
、

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
、

追求某种 目的的人 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

有自觉的意图
,

没有予期的目的的
” 。

列宁在 《哲学笔记 》中
,

也指出了实践的意识

性
。

他把实践称之为
“人的有 目的的活动 ” ,

而
“人的意识” , “乃是人的有目的的活

动的基础
” 。

通过上述 引文
,

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实践是有意识的这一点
,

是

不会有什么疑问了
。

问题在于
,

对于意识这个概念
,

人们各有各的理解
,

我们要想准确

地掌握实践的含义
,

还必须研究一下
,

意识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指的是什么
。

根

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
,

我们可以看到
,

他们在三种情况下曾经使用过意识这个

词
。

第一种是在论述哲学最高问题时
,

也就是说
,

是在木体论的意义上使用的
。

这个意

识是相对于物质而 言的
,

它实际上是一切
“
精神现象

” 的代名词
。

第二种是在历史唯物

主义意义上使用的
。

这个意识是相对于社会存在而言的
,

它实际上是社会意识的简称
。

第三种是在考察人类发生发展时使用的
。

这个意识有如下的一些特点 一
、

它是心理发

展的高级形式
,

是社会条件下的产物
,

是人类的特点 二
、

它是和语言联系在一起的
,

语言是它的直接现实 三
、

它是反映事物的本质和内部联系的 四
、

它具有指导行动的



能功牛用
。 飞

全个意识实际上鱿是毛泽东同志在 《实践论 》中所 讲的人的理性 认识
。

我们

的研究表明
,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干实践是人的有意识 的外部活动这个论述 中 的 意

识
,

正是指上述的第三种意义
,

所以
,

我们可以说
,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
一

说的
,

人的

有意识的外部活动
,

就是人在理性认识指导下的外部活动
,

就是人们 根据客观世界的规

律变革客观世界的活动
。

人的实践区别于动物外部活动的另一个特点
,

就是它的社会性
。

马克思主义认为
,

人是最名符其实的社会动物
,

人的实践是社全的实践
。

毛泽东同志在 《实践论 》 中写

道
“
在没有阶级的社会中

,

每个人以社全一员针资格
,

同其 脸社会成员协力
,

结成一

定的生产关系
,

从事生产活动
,

以解决 类物质生活问题
。

在各阶级的让会 中
,

各阶级

的社会成员
,

则又以各种不同的方式
,

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
,

从事生产活动
,

以解决人

类物质生活问题
” 。

生产实践是这样
,

其它实践也是这样
。

孤立的一个人
,

在社会之外

进行生产
、

实践是不可想象的
。 “狼孩

” 的情形可 以作为很好的例证
。

这种孩子在很小

的时候就离开了人类社会
,

混在狼群中生活
,

他们虽然侥幸活下来了
,

但是
,

他们只能

和狼一样的生活
,

而决没有人的实践
。

至于偶尔落到荒野中的文明人
,

他 之所以还能从

事人的实践
,

只是因为他 已经内在地具有了社会性
。

如象鲁滨逊式的 人物
,

第一
,

几十

年文明社会的生活已经使他在同别人的交往巾学到了许多的东西 第二
,

他从即将沉没

的船上获得了不少工具和其他物品
。

所有这些都凝结着社会关系
,

是社会性的 具 体 体

现
。

如果没有这些条件
,

他是无法在荒岛上生产和生活的
。

实践的社会性
,

在人们采取

群众性的
、

直接共同的活动时
,

是显而易见的
。

例如
,

工人在一个车间里生产
,

农民在

一个生产队里劳动
,

战士在一个连队里训练
,

等等
。

而在有些情况下
,

从表面 上看
,

实践是单个人的实践
,

并不和其他人发生关系
,

但是
,

实际上
,

这种实践也是社会的实

践
。

马克思曾经着重分析过这种情况
,

他说
“甚至当我从事科学之类的活动

,

即从事

一种我只是在很少情况下才能同另人直接交往的活动的时候
,

我也是社会 的
,

因为我是

作为人活动的
。

不 仅我的活动所需要的材料
,

甚至思想家用来进行活动的语言本身
,

都

是作为社会的产物给予我的
,

而且我本身的存在就是社会的活动 因此
,

我从 自身所做

出的东西
,

是我从自身为社会做出的
,

并且意识到我自己是社会的存在物
” 。

《马克

思恩格斯全集 》第 卷第 页
。

上面我们分析了实践作为马克粤主义认识论中的一个重要范畴的主要 含义
。

归纳起

来
,

实践是相对于人的理性认识而言的人的外部感性活动 实践又以它的意 识性和社会

性与动物的外部活动相区别
。

那么
,

把实践概念引入心理学
,

作为心理学基本理论的一

个重要概念是否合适呢 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
。

这是 因为
,

第一
,

和心理学 中行为
、

活

动等概念比较起来
,

实践概念更能体现人类外部活动的本质特点
,

即意识性和社会性

第二
,

实践概念也 比较精确
,

它既不会和生理活动
、

内部活动混淆
,

也不会和动物的行

为混淆
。

我们认为
,

把实践概念引入心理学
,

确然
“
会改变心理学知识的全部概念体

系 ” ,

使心理学的概念更明确
、

更严谨
、

更正确
、

更合乎科学的要求
。

有的同志说
,

心理学早已使用了实践概念
,

现在怎么又提出来要引进实践概念呢

我们说
,

在我国以 及苏联心理学教科书和论文中
,

实践这个词确实时有出现
,

但是使用

更多的还是活动
。

同时
,

人们即使使用了实践这个词
,

对它的理介也是 各不相同的
。

这



说明实践作为一个科学的
、

确定的基小概念
,

并没有被心理学界普遍接受
。

因此
,

有着

霞提出的必要
。

六 有的同志说
,

实践是个哲学范畴
,

把实践概念 引入心理学会导致用哲学代替心理学

豹错误
。

我们认为
,

还种担心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

且不 说在科学发展的历史上
,

各个学

科的概念相互借用是常有灼事情
,

就现今心理学使用的概念 中
,

许多都是从哲学 中引用

未的
,

如感觉
、

困维
、

反映等等
,

既然所有这些概念都没有导致用哲学代替心理学的错

误
,

为什么引夕
、

一个实践概念就会导致 用哲学代替心理学的错误呢 我们认为
,

一个

概念是否应该引八心理学
,

关键是冠能 否科学地概括某类事物的本质
,

丁币不在于它是从

哪个学不错用来 的
。

有的 同志说
,

实践不能概括 火的全部外部活功
,

池们问道 新生儿的外部活动能够

归之于实践吗 我们说
,

的确 新主儿 汇出生后的一段 时间里是无所谓实践的
。

但是
,

随着理性认 识的产生和发展
,

儿童的外部活动越宋越带有实践的性质
,

直到发展成不来

意义土的实践
。

在 工、类的进化过程甲
,

从动物的行为到人类的实践
,

从原始人的实践到

现代人的实践
,

经历了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漫长发展过程
。

我们当然不能 因为原始人的

实践比较低级
,

就不称其为实践
。

同样
,

人类个体的外部活动的发展
,

也有一个从低级

到高级的过程
,

这个过程 可以看作 人类种族发展的一个缩影
。

所以
,

我们 也不能把孩童

的初级的有意识的外部活动排除在实践概念之外
。

这就是说
,

实践概念虽然不能概括人

的全部外部活动
,

但是
,

它姗活了 人的最不质的和绝人部分的外部活动
。

实际上
,

只要

我们把人的外部活动看作一个发 屁过程
,

就找不出一个概念可 以既反映人的外部活动的

本质特点
,

又能将人的全部外部活功概话征内
。

如果我们为了将新生儿的外部活动概括

在内
,

因而采用了另外一个概念
,

例如
,

活动概念
,

那么
,

达就不能不抛弃人类外部活

动的木质特点
,

特另是意识性的特点
。

这样的一个概念
,

在把新生儿的外部活动概括进

去的同时
,

把较高级动物的外部活动
一

也概括了进去
。

很显然
,

这种概念
,

在其主要任务

是研究人的心理规律的心理学 中
,

作为一个基木概念是不适宜的
。

当然
,

我们强调引进

实践概念
,

并不是要求在心理学研究的一切具休领域中都不加分析的套用
。

当涉及到动

物心理和婴儿心理的时候
,

可 以而且应该根据实 示青况采用行为
、

活动或者其他更合适

的概念
。

在明确了实践概念之后
,

让我们进一步探讨一下心理和实践的关系问题
。

在心理学中
,

心理是包括心理的诸过程和个性的诸特征的
。

在心理和实践的所有关

系中
,

认识和实践的关系无疑是其中最重要和最基本的关系
,

是影响和制 约其他一切关
‘

系的关系
。

那么
,

认识和实践是个什么关系呢 这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中已经有了很 好 的 表

迷
。

首先
,

认识来源于实践
。

实践的过程既是人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
,

又是人获得感性认

, 识的过程
。

在实践过程中
,

人通过眼
、

耳
、

鼻
、

舌
、

身这五种器官
,

把无数客观世界的

现象反映到自己的头脑中来
,

形成感性认识
。

在大量感性认识的基础上
,

人才能通过分

析
、

比较
、

综合
、

概括
,

形成理性认识
。

离开了社会实践
,

人既不能获得感性认识
,

也

不能形成理性认识
。

其次
,

人的认识
,

尤其是理性认识对社会实践有反作用
。

人在获得

了认识之后
,

并不就此为止
,

他会根据这些规律性的认 识制定出各种各样的方针
、

计



划
、

方案等等
,

用以指导
、

调节自己的行动
,

使变革客观世界的活动成为有意识有 目的

的意志行 动
。

第三
,

实践是检验人的认识的唯一标准
。

尤其人获得的理性认识正确与

否
,

是不能从自身得到检验的
,

要检验它的正确性
,

就必须把理性认识付诸实践
,

实践

的结果将告诉人们哪些是正确的
,

哪些是错误 的
。

通过实践肯定了正确的
,

纠正了错误

的
,

人的认识也就得到了进一步 的提高
。

就情感和实践的关系而言
,

首先
,

情感是社会实践 的产物
。

在社会实践中
,

情感是

随着认识的发生发展而发生发展 的
,

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

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

其次
,

情感一旦产生
,

又会反过来对实践发生积极的或者消极的影响
,

成为制约实践的

一种力量
。

在性格问题上
,

那种先天决定论固然不对
,

但是
,

那种环境决定论也是不对的
。

我

们认为
,

环境在性格的形成 中是有重要意义的
,

不承认这一点
,

就不是一个唯物主义

者
。

同时我们也认为
,

对性格起决定作用的
,

是在一定环境下 的社会实践
,

而不单单是

环境本身
。

反过来
,

性格一旦形成
,

也会在实践 中留下自己的痕迹
。

心理 的其他过程和其他个性特征 与实践的关系都有类似的情况
,

这里就不一一列举

了
。

总而言之
,

心理和实践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关系
。

一方面
,

心理是在人们改造客观

世界的实践中发 生发展的
,

社会实践是人的心理的基础 另一方面
,

人的心理 特别是

人的理性认识
,

一旦产生
,

就会积极地影响和调节人的社会实践
,

在实践中表现出

来
。

那种离开实践而孤立地研究心理和排除心理而孤立地研究行为的极端倾向 是 不 对

的
。

那种只看到心理对行为的调节作用
,

而看不到心理对实践的依赖关系的倾向也是不

对 的
。

最后
,

那种用行为
、

活动等概念取代实践概念的派  
,

也不能正确阐明心理和实

践之间的辩证关系
。

我们认为
,

在心理学的研究和应用过程中
,

正确把握心理和实践之

间的辩证关系
,

必能促进心理学沿着科学的道路不断前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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