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心理学会基本理论专业委员会

 ! 年学术会议开幕词∀提纲#

中 国 心 理 学 会 理 事 长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所长
潘 获

会议的重要意义

、

去年心理学会总会天津会议上决定今年要举行一次心理学基本理论问题的专业

会议并以 ∃’, 合理和实践 的关系
” 作为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

。

这是很恰当很正确的
。

%
、

为什么要以 ,’, 合理和实践 的关系
”
为中心议题呢 & 这是因为我们要研究心理学

的基本理论问题
,

就决不能离开以辩证唯物论为指导
。

在心理学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中

贯彻辩证唯物论的理论指导
,

就必然要把心理和实践的关系这个问题提到首要的地位
。

我们认为
,

生活
、

实践的观点对心理学也不能不是首要 的观点
。

∋
、

为什么生活
、

实践的观点对心理学是首要的观点呢 & 因为
(

∀一 # 人的心理 活

动和他的生活
、

实践是本然地密切结合在一起而不可分离的
,

是他 的生活
、

实践不可分

割的构成部分
。

从辩证唯物论看
,

脱离开人的生活实践
,

对人 的心理活动就难于取得如

实的科学理解
,

就会看不到人的心理活动和客观现实世界本然的 密切关系
。

所以
,

生

活
、

实践 的观点对心理学讲就是对人的心理活动采取比较具体化 的辩证唯物论观点
,

亦

即必然在基本上是辩证唯物的观点
。

∀ 二 # 在现有 的心理学上
,

一般都对人的心理活动

采取孤立化或半孤立化的看法
。

所谓孤立化的看法就是把人的心理活动看作完全是独立

自主 的东西
,

既不和人脑有什么联系
,

也不和外在世界有什么联系
,

即既不是
“
人脑的

机能
” 也不是

“
客观现实的反映

” 。

所谓半孤立化的看法就是许多心理学者虽然知道甚

至强调人的心理活动和人脑的联系
,

但却只知道这方面 的联系而不知道或等于不知道和

另一方面即现实客观事物的联系
,

而后一方面的联系是更重要更不容忽视的
。

现有的心

理学对人的心理采取孤立化或半孤立化的看法
,

就无法对人的心理取得正确的实质性理

解
。

我们要研究的辩证唯物论的心理学就必须 与此相反
,

要坚决采取生活
、

实践的观点

来改正现有心理学这个根本的观点错误
。

)
、

从以上所述
,

可 以明白心理和实践的关系这个问题 的意义的重要性
。

明确了这

个问题
,

有些心理学的基本问题就可 以比较容易解决
,

甚至可 以迎刃而解
,

因而我们研

究辩证唯物论心理学的 奠本理论问题就有了必要的出发 点
。

这就说明我们把人的心理和



他的生活
、

实践 的关系这个问题定为我们此次心理学基本理论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很正确

很重要的
。

因而也说明我们 的这次会议具有特殊 的正本清源的重要意义
。

我们必须大家

来努力把这次会议开好
。

把这次会议开好了
,

取得了良好的收获
,

基本上明确了心理和

实践的关系这个问题
,

就会大大促进我们在辩证唯物论的指导下对心理学的基本理论问

题的研究的胜利前进
。

二 会议的开法建议

、

我们一定要大家努力来开好这个会议
。

怎样把它开好呢 & 我想首先一条就是要

充分发扬学术民主
,

贯彻
“百家争鸣

” 的精神
,

使大家能畅所欲言
,

把对我们的中心议

题的各种不同的包括反面的意见都能提供出来
,

以期集思广益
,

考虑全面
,

争取把会议

的中心议题考虑得尽可能深透一些
。

我们 的中心议题在去年十一月天津会议上就 已定了

下来
。

一年以来
,

许多地区的心理学基本理论专业小组都对这次会议作了积极的准备
,

开展了相应的学术活动
,

许多同志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

写出了系统的论文
。

我们要开好

这次会议是有条件的
。

%
、

为了上面的考虑
,

我们这次会议要以小组讨论为主
。

我个人不再准备作报告式

的发言
。

在我的 《心理学简札 》 中有不少条是谈人们 的心理和他们的生活
、

实践关系

的
。

唐 自杰 同志已把这许多条札记收集在一起并打印出来作为这次会议的材料
。

这项工

作是他主动作的
,

我事先并不知道
。

除掉这些条札记外
,

我一时很少需要补充了
。

因

此
,

我没有必要再占用大家的时间作什么报告式的发言
。

我想
,

有论文提交会议的同志

以及虽没有扩获
,

提交会议但对 中心议题有较系统的见解的同志也都可以不必作报告式的

发言
,

可 以在小组讨论会上 占用稍多一点的时间作重要发言
,

把 自己的一些主要论点简

明扼要地摆出来就行了
。

在小组讨论会上
,

我想一般发言的同志每次发言的时间可以限

制在 ∗分钟以内
,

把自己的主要论点简单明了地摆出来
,

不必多作发挥
。

作重点发言的

同志也可以把发 言时间限制在∋! 分 钟之内
。

要作重点发言的同志可 以报个名
。

我个人认

为
,

这样的规定对开好这次的会议是很有必要的
。

建议大家试作努力来达到这一点
。

但

每人发言的次数则不限定
。

第二次以上的发言要限制在! 分钟之内
。

∋
、

由于会议以小组讨论为主
,

强调从不 同方面提出不 同的看法以达到各抒 己见
、

集思广益的目的
,

小组讨论的发 言记录是很重要的
,

必须做好记录工作
,

把各种不同的

观点如实地记录下来
,

以供会议总结作基础
。

记录可 以不必把发 言人的说话照样记录下

来
,

主要地要把他的论点逐一记录无误
。

小组的讨论记录都要及时整理
,

把相同的论点

归并在一起并说 明提出这个论点的人数
。

各组讨论记录的总合整理也一样
。

)
、

为了把中心议题讨论好
,

要集 中力量对中心议题进行研究
、

讨论
,

要注意不使

讨论分岔到别的问题上去
,

除非和 中心议题很有关系或可以帮助说明中心议题的问题
。

正式参加会议的同志也不宜在会议议程时间内从事其他的学术活动
。

如对中心议题的讨

论任务基本完成后还有时间
,

可以讨论其它有关心理学基本理论的问题
。

∗
、

通过积极的小组讨论
,

在讨论的丰富收获的基础上要好好进行科学总结并写出

一篇论
“
人 的心理活动和他的生活

、

实践的关系
” 的文章

。

这篇文章要由会议的集体署



名
。

我们的会议如开得好
,

会议的讨论如能在辩证唯物论的前提下贯彻
“百家争鸣

” 的

精神
,

达到集思广益的 目的
,

使讨论进行得足够深入
、

全面
,

这篇总结出来 的文章就会有

相当的分量
,

构成我们中国心理学会在心理学基本理论研究方面所取得的一次有全局意

义的胜利
。

我们大家要努力争取这个胜利
。

至于分歧的意见如何处理
,

我建议会议主席

团可以斟酌取舍
。

∀ 以 上一节在实行中发觉不很恰当
,

并没有完全照办
。

但为了反映实际情况
,

仍于

保留
,

发表出来
。

一 编者
。

#

三 几个附带的问题

、

心理学基本理论间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

心理学是一门理论性很强的学科
。

一

切科学都有理论方面的问题
,

没有理论就不成为科学
。

心理学更是如此的一 门学科
。

近

代心理学基本的理论基础薄弱
,

甚至陷入种种歪路
,

妨碍了 目 己的发展
。

我国心理学几

十年发展的经验教训
,

最主要的一条就是太不注意理论的研究
,

尤其基本理论的研究
。

现在必须急起直追
,

大力改正这个错误
。

否则我们心理学的发展前途只能带有很大的盲

目性
,

胜利难期
。

现在还存在一种意见
,

认为搞心理学的基本理论是
‘空对空” 。

这种

见解是非常错误而有害的
。

也有一种意见
,

认为搞基本理论没有什么用处
,

应该多搞实

验研究
。

这也是很错误的看法
。

这种看法好象认为搞理论和实验研究是两不相容的
。

这

好象搞基本理论研究就会有害于实验研究或不 结合实验研究
,

而搞实验研究也就可以无

须任何基本理论的指导
。

这都是很不对的
。

这类看法的存在正好说明心佃学基本理论工

作的十分重要和迫切性
。

%
、

搞心理学 的基本理论也确实有一个搞法的问题
。

搞心理学基本理论问题 的研究

也确实有可能搞成
“空对空” 。

但要以此来否定关于心理学基本问题的研究或者认为这

种研究只能是
“空对空 ” ,

那就成为谬论了
。

不过
,

从事心理学理论工作的人确实很需

要注意不致陷入
“空对空” 的危险

。

科学的理论工作
,

尤其是基本理论工作必须重视联

系实际
,

联系有关的实践
,

必须有足够的感性认识作基础
,

必须对有关的方面
,

尤其对

有关的学科方面
,

而特别是对本学科方面
,

具有必要的感性知识
。

否则就有可能偏向于

从概念到概念
,

甚至使 自己的理论思惟成为纯概念的游戏
。

那就是 “空对空
” 。

∋
、

我们所需要研究的心理学基本理论问题就是心理学怎样贯彻辩证唯物论观点的

基本理论问题
。

不好好 研究这种问题
,

心理学就很难在科学的轨道上继续前进或者永远

停留于科学性不够的状态
。

能说这种理论研究没有什么用处吗 & 但要从事这种理论研究

工作的人自然就必须好好掌握辩证唯物论的精神和实质
,

不断通过学 习和实践提高自己

的这种修养
。

辩证唯物论 的实质是一种世界观
。

辩证唯物论的世界观有辩证唯物论的根本

立场
、

观点和方法
,

而观点和方法又是决定于立场的
。

所 以
,

要好好掌握辩证唯物论的

思想其实是一个继续改造世界观的问题
,

是转变或巩固立场的问题
。

所 以
,

要研究辩证

唯物论的心理学的基本理论
,

也就有一个世界观问题或立场问题
。

对这个问题解决得不

够好
,

也就难于研究好辩证唯物论心理学的基本理论问题
。

其实
,

何止心理学基本理论



问题的研究有这个问题
。

整 个心理学或心理学的任何分支的研究都有这个问题
。

要研究

好辩证唯物论心理学的任何部门
,

都要有辩 证唯物论的世界观
,

站稳辩证唯物 论 的 立

场
。

单纯强调实验研究而不问指导思想的正确与否
,

那是很容易走错方向的
。

)
、

关于实践的意义
(

我们讲
“
实践

” ,

也讲 “
生活

、

实践
” 。

但这两种讲法的意

义是一样的
。

我们认为在心理学上讲广义的实践较好
,

不限于
“
生产斗争

” 或 “科学实

验” 那种实践
。 “

生活
、

实践
” 就是较广义的

“
实践

” 。

但单 讲
“
实践

” 也可以
,

不过

要理解其意义是和
“生活

、

实践 ”
等 同的

。

我们讲 “心理和实践的关系
” 这种话的时

候
,

所指的
“实践 ” 就和 “

生活
、

实践” 是相同的意火
。

再
,

我们在这里讲 “
实践

” 的

时候所说的实践应该不只是指任何个人的单独实践
,

而应该是指包括个人的实践在内的

广大人民的
“实践 ” ,

即 “社会实践
” 的一种意思

。

四 结 束 语

+
、

这次会议以 ∃’, 合理和实践 的关系
” 为中心议题

,

这是很恰当很正确的
。

如对这

个问题取得基本的解决
,

将对我们研究心理学的基本理论问题起奠基的作用
。

所以这次

会议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

一定要把它开好
。

%
、

为了开好这次会议
,

会议的议程以小组讨论为主
。

讨论要把火力集中于中心议

题
,

并控制每个发言人每次发言的时间和方式 ∀ 简要地逐一摆出自己的论点
,

不必多作

发挥 #
,

以期充分贯彻
“百家争鸣

”
的方针

,

充分发挥学术民主
,

让大家都能各抒己

见
,

把自己的看法都能提供出来以丰富会议的收获
,

然后在此基础上总结出会议对中心

议题的系统看法和总合论述
。

希望每位与会的 同志都能积极参加讨论
,

提出 自己的见

解
,

对 中心议题的讨论作出贡献
。

∋
、

要发展辩证唯物论的心理学以适合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

心理学基

本理论问题的研究是迫切需要的
,

是具有重大意义的研究工作
。

应该把它摆在优先的地

位或战略的地位
。

心理学的理论性很 强
。

不着重研究基本理论问题
,

我国的心理学就很

瞥走上创新的道路
,

就很难提高心理学的科学性以适合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 的 要

求
。

说基本理论研究无用这种说法是很错误的
。

说基本理论研究只能
“空对 空

”
这种意

见更是十分谬误的
。

但是
,

从事心理学的基本理论研究或谈论
,

确实也有可能陷于
“空

对空” 的危险
,

必须特别予以注意和警惕
。

)
、

辩证唯物论在实质上是一种世界观
,

有它相应的立场
、

观点和方法
。

要研究辩

证唯物论的心理学
,

必须好好掌握并继续学习辩证唯物论的思想
。

所以
,

要研究辩证唯

物论的心理学
,

也有一个继续改造世界观或转变立场 并坚持正确立场的问题
。

在我国的一

般心理学工作者
,

如要研究辩 证唯物论的心理学
,

都有这个问题
。

但有志于研究心理学

基本理论问题的人更有这个问题
。

∗
、

这次的心理学基本理论会议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和历史意义
。

会议的中心议题

是心理学基本理论问题 中的一个首要的问题
。

让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

同心同德
,

来把这

个会议开好
,

争取我们的中心议题的基本解决的战略胜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