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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证法是事物本身固有的
。

心理事实也不例 外
。

古往今来
,

中外著名学者的心理学思想

或理论 中
,

究竟具有多少辩证因素的反 映
,

很值得认真探查
。

本文仅从心理学作为一门独立

科学以来
,

在 马克思主义 思想影响下
,

开始自觉运用辩证 思 维 去 探讨心理学理论的趋向
,

作一简要的评述
。

国际上
,

尚未见过类似的专题评述
,

有关 资料也 比较零散
。

问题本身仍处

于探索之中
,

但显 然已在国际上 包括我国 兴起
,

是心理学理论研究 中本 当受到重视的重

要方向
。

作者 因水平和条件的限制
,

虽然勉力而为
,

只能作出初步评述
,

主要希望能得到大

家的批评指正
,

以利于推动工作
。

一
、

心理学辩证理论探索三大趋向的评介

从国际心理科学发展的概况看来
,

倡导用辩证理论研究心理学的
,

迄今可 以综述为下列

三大趋向
。

一 科尔尼洛夫辩证唯物论心理学 随着苏联十月革命的胜利
,

马克思主 义在苏联

心理学中产生明显的影响
。

在木世纪 年代中期
,

别赫节列夫曾发表过 《反射学与马克思主

义
。

但具有较大影 响的早期代表是科 尔尼洛夫
。

他在苏联国内编出 《辩 证唯物主

义心理学教科书  !
,

随后又发表了在国际心理学界上著名的论文 辩证唯物论心理

学
, ’ 。

他在文中阐明辩证唯物论与机械唯物论的主要区别 , 论证辩证法三大规

律是心理学的方法论前提
。

他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反对心理学中的客观派只研究反射
、

反应
、

行为而忽视意识 也反对主观派只针对意识而低估或抛 弃意识的客观机制 与表现
。

他认为心

理是以生理过程为条件但并不等同于生理过程
,

也不是超 自然的或外加的东西
,

而是生理过

程的另一方面
,

有其特殊性质特点
。

他强调个体是一个统一整体
,

心理是人类行为主客观两

方面的有机综合等
。

他还提出分别研究
“

反应学
”

与
“

阶级心理学
” 。

事实证明
,

把心理的

自然性和社会性这样截然分开来研究
,

是不辩证的
、

不成功的途径
。

可是他
“

真诚但早熟地

综合马克思主义与流行心理学的 努力
‘’ ‘’及其确立的心理学辩证唯物的方向

,

一直为后来苏

联心理学者所遵循并形成了颇有特点的苏联学派
,

对东欧及我国心理学都产生了影响
。

二 西欧马克思主义心理学 在本世纪初叶
,

弗洛伊德心理分析派重要 成 员 阿 德

拉
,

曾在维也纳心理分析研究会上宣读过一篇 《马克思主义心理学 的论文
’。’ 。

这是西欧

马克思主义心理学较早的文献
。

此后不少人企图把马克思主义与弗洛伊德学说相结合
。

英国

有心理学史家曾经指出这种
“

不 同理论的互相丰富是发展 新理论的最普通的方法
” ,

是
“

值

得欢迎的信号
” ’》 。

但也有持 相反意见的
。

显然与苏联学派不同
,

这一学派并不是把马克

思主义当指导思想
,

而是把马克思与达尔文
、

弗洛伊德相提评论
,

强调 各种学说可以相互参

照
、

补充
。

奥兹本著的 《弗洛伊德与马克思
,

一种辩证法的研究 一书中
’‘ ,

可

以看到这一趋向的某些论点 弗洛伊德说明人的主观生 活
,

马克思说 明经济过程 的 客 观 世

苏



界
,

两者是辩证统一的
, 意识与无 意识是 矛 盾 的 统一 伊特 和现实之冲突而起的变

化
,

乃是一种辩证的过程等
。

年代以来
,

在西欧新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及新左派运动影 响

下
,

曾出现了所谓
“

左派弗洛伊德
” ,

或称
“

激进心理学
” ,

也是试图从弗洛伊德学说与马

克思主义理论的批判与修正中得到一种
“

综合物
” 。

年代
,

布朗著的 《关于马克思主义心

理学 匀
,

纽约 ‘’‘ , 一书中
,

曾把弗罗姆
、

马库斯
、

赖奇等列为这派的代表
一

昔
。

这派

中各人的理论观点大同小异
,

众说纷纭
。

有的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心理学仅是马克思主义世界

观的一个局部方面
、 马克思主义心理学能够提供对心理与物质世界两者间完整关 系 的 见 解

并试图奔铂谕两者间的区别
。

有的人认为马克思重视人的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
,

而忽略人的

心理因素
—

欲望与冲动 弗洛伊德的
“

心理分析
”

理论就是对马克思
“

劳动异化
”

理论的

科学发挥与补充
。

他们 中还有人否认自然界的辩证法
,

并且认为在未来社会中
,

个人欲望冲

动与社会意识的矛盾消除了
,

辩证法就会消失
。

最后的这种看法
,

实际上是全盘否定了辩证

法
,

这是背离马克思主义观点的
。

三 里格尔辩证法心理学 这一派是从发展心理方面的研究发展起来的
。

早先
,

法

国的瓦龙曾经发表过 《辩证唯物论与心理学 》 瑞士的皮亚杰的研究工作也有某些

辩证因素
。

然而
,

引起人们重视而且具有时代意义的是 年代里格尔的 人类发 展 的 辩 证

法 》 一文 名 》的发表
。

在 这篇重要的文献中
,

附有资料 目录 余种
,

其中包括毛泽

东同志的 《四篇哲学论文 及该作者有关的十余种著述
,

同时还提出了一个 《辩证法心理学

宣言 》 《,
。

该 《宣言 完全仿照马克思和恩格思 《共产党宣言 的笔调作为开头和结尾

“

一个幽灵
,

科学的辩证法的幽灵
,

在西方心理学中徘徊
。

科学世界的支架正在动摇 改造

它 的 时 刻 临近了
。

⋯⋯辩证法心理学家们联合起来 你们失去的只是对庸俗唯物论者和虚

夸的心灵论者的顶礼谋拜 ⋯⋯
” 。

《宣言 提倡用辩证发展观点去改造传统心理学
,

去研

究从出生到老死的人生全过程
,

包括个体内部与外部
、

短期与长期
、

个体与群体 以及文化

历史 等诸多方面的辩证关系 反对传统心理学中庸俗唯物论和唯灵论
,

反对对平衡
、

静止

的观点 如皮亚杰等 以及对以儿童为研究中心的偏爱
, 提出对对话法的应用和新评价等

。

这些是值得肯定的
。

然而
,

应当指 出
,

《宣言 提出辩证理论既不需要成为唯物论的也不需

要成为唯心论的这种类似折衷的主张
,

实际上是割裂了辩证法与唯物论的内在 统一 “ 。’ 。

西

方心理学者也已有人注意到里格尔的辩证理论中的这一形而上学方面
。

但尽管如此
,

里

格尔 宣言 的发表正标志着辩证理论探索在西方心理学界的新兴
。

目前
,

这个有着自觉革

命热情的新动向
,

正在受到国际上心理学理论界的密切关注
‘’ 。

二
、

我国有关心理学辩证理论的探索

心理学辩证理论的探索
,

早就受到我国学者的重视
。

与上述国际趋向遥相呼应
,

我国自

身对这方面的摸 索也有着独特的发展
。

现把有关的概况 分述如下

一 早在 年代末
,

藩寂
、

高觉敷等开始介绍当时苏联的辩证唯物论心理学
‘” ”

年代中
,

在科尔尼洛夫的著名论文被翻译为中文
‘

之后
,

郭一岑
、

曹日昌
、

刘泽如等曾

相继提倡唯物辩证的观点和方法研究心理学
《“一》

。

建国以后
,

心理学辩证理论探索有了空前

优越的条件和广阔发展的前景
。

年代开始
,

我国心理学者较深入地学 习了马克思主义 毛泽

东思想及苏联心理学
,

思想上有了重要发展
。

为了试图树立辩证唯物论心理学观点
,

不少心

理学者 曾先后选编了多种有关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述心理 学 的资料 并扰 心 理 学 对



象
、

方法
、

任务
,

心理矛盾特殊性
、

心理与高级神经活动的关系
、

个体意识与社会意识的关

系 问题等
,

开展广泛认真的讨论
。

经过十年动乱
,

年代后期批判了极左思潮对心理学的诬

蔑破坏
,

更加认识到加强心理学理论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

成立了专门的科研 和 学 术 组

织
,

并开展对意识
、

活动与实践
、

心理现象的系统观
、

学派与学史 包括西方心理学以及我

国心理学思想史等 进一步的探索
,

借以吸取古今中外一切有关的积极成果
,

发展唯物辩证

的心理学理论
,

以切合我国四化建设的需要
。

台湾心理学者在 年代曾两次出版郭琴的 《现

代心理学概观
。, ,

其中也指出苏联科尔尼洛夫辩证唯物论心理学的
“

基本观 点 是 正 确

的
,

他们的前途是远大的
” 。

由此可见
,

辩证唯物论心理学是我国广大学者公认的心理学理

论探索的正确方向
。

但是
,

把它贯彻到研究工作中去还很不够
。

二 把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探 索心理学的辩证理论
,

这方面在

中国的反应并不多
。

但作为西方一个重要的心理学派
,

我国在 年代就有关于弗洛伊德学说

的评介
。

后来在丁珊等所从事的 心理卫生
、

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工作中
‘’。 ,

也多少应用心

理分析
,

可是并没有与马克思主义辩证理论结合起来探索的明显趋向
。

直到 年代末
,

出现

了上述奥兹本原著的中译本 “ ’ ,

书名译为 《精神分析学与辩证唯物论 》
,

才首次在我国明

确标示出两种学说的联系
。

但该书两次印刷
,

总共仅五千册
,

出版后并未见到象

第一种趋向那样在我国心理学界中所起的回响
。

年代以后
,

对弗洛伊德学说开展过某些批

判
,

主要是揭露它属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所包含的唯心成分
,

而很少探究其中有无积极的因

素
。

至于对新弗洛伊德学说则触及不多
,

尤其对所谓左派弗洛伊德或西方马克思 主 义 心 理

学
,

至今能接触到的原著仍很少
,

当然还谈不到这一新趋向的影 响
。

因此
,

对包括新旧弗洛

伊德学说 以及所训西吹马克思主义心理学在内的这一辩证探索的趋向
,

作较深入的理解 与评

介
,

以便分清糟粕勺请华
,

进行必要的扬弃
,

是很有必要的
。

三 另一方面
,

我国从 年代起就 已开展 了有关发展心理的研究 如陈鹤琴等
。

对

皮亚杰的工作也曾开展过一些验证和评介 如黄翼
、

程迪颐等
。

这类工作中
,

固然也涉及

某些朴素的辩证因素
,

但属于 自发的性质
。

年代
,

有人在探讨关于心理发展的理论时
,

曾

提出要了解人类心灵生活之复杂根源就必须 以辩证的观点去研究
“ ”

,

可是这种观点在 当时

的影响也是很微弱的
。

建国以后
,

在 马克思主义和苏联心理学影响下
,

我国心理学者如朱智

贤等开始试图较系统的以辩证唯物观点来阐述儿童心理发展理 沦
‘ ’ 。

在全国也 曾有过关于

心理发展动力 问题的探索及前述关于心理现 象矛盾特殊性等问题的讨论
。

皮亚杰和瓦龙有关

心理发展的理论也重新受到注意并在近年来得到进一步的评介
’‘一 ’‘〕 。

一般认为皮亚杰的理

论观点虽然并不是彻底唯物的
,

但其中的辩证因素是值得探讨的
。

年代起
,

里格尔的 《宣

言 》虽得到前述初步的介绍与评论
‘工 ’一 生 “’ 但还有待深入

。

开展发展心理的研究
,

这与辩证

理论探索密切有关
,

而且在我国有一定的基础
。

我国 目前除儿童心理外
,

对于青年心埋
、

老

年心理
、

民族心理等也都 已受到注意并在着手工作
。

这些工作
,

对于心理发展的诸方面与全

过程的研究是 非常必要的
。

但通过这类工作去进行唯物辩证理论的探索
,

还需要大大的加强

自觉的努力
。

三
、

短论与展望

恩格斯在发展唯物辩证理论时曾指出
“

无论如何
,

自然科学 已发展到如此程度
,

以致

它再不能逃避辩证的综合了
” ‘ 。

心理科学的发展也出现了这一需要
。

它作为一门独立科



学出现在国际土 已有一百年
,

在我国也 已有 余年
。

从国际上看
,

近半世纪来
,

分支衍生
,

学派林立
,

发展很快
。

在它发展的过程中
,

心理学者从不同方面接近了辩证法
,

企图对它进

行辩证的综合
。

前述三种国际趋向
,

都有它们兴起的社会历史条件和过程
,

都是在开展相 当

工作的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的
,

都试图从它们的不同工作方面去进行辩证的综合
。

它们当中

的不少工作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

近 年来
,

我国心理学辩证理论探索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有着

较大的开展
。

在前述第一种国际趋向的积极影 响下
,

我们 试图以马克思主义思想全面指导建

立辩证唯物论心理学的工作
,

试图以唯物辩证的观点和方法去指导心理学理论的探索
。

沿着

这个方向
,

我们 已开展了一些基础的工作
。

今后
,

它仍是我国心理学基本理论研究应该坚持

的正确方向
。

建立辩证唯物论心理学这个具有国际性的宏伟 目标
,

必须从具体的工作去进行
。

前述第

二
、

三种国际趋向迄今对我国的影 响很小
,

但它似乎对提供我们以某些着手进行工作的途径

颇有启发 一个自称马克思主义心理学 西欧
,

实际上主要是从心理分析方面着手去进行

辩证的综合 一个自称辩证 法心理学
,

实际上是从心理发展方面着手去进行辩证的综合
。

前

者在我国尚无基础而有待探讨
,

后者有我国自己早已开展的工作
,

但从工作中加强辩证的综

合则有待进一步努力
。

三种国际趋向中也还存在着前述的不少问题
。

例如第一种趋向中
,

曾

有过教条式的运用马克思主义
,

因之影响了辩证综合的顺利进行 第二
、

三种趋向中
,

还存

在着含有取消辩证法或把辩证法与唯物论相割裂的某些错误倾向
,

有待于在 马克思主义原则

的正确指导下
,

认真总结经验教训
,

不断克服 与解决存在的问题与缺点
,

才能更好地前进
。

本文概述国内外有关心理学辩证理论研究的兴起
,

从它的趋向表 明
,

开展心理学辩证理

论探索
,

是心理学这门科学 自身多方面发展的必然趋势和时代的要求
,

是心理学理论工作者

需要认真对待和加强探 索的既 旧又新的趋向
。

相信通过心理学界更 多的学者 自觉地沿着这个

新兴的方 向大力去开展工作
,

必定会把心理学唯物辩证理论的探索推 向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
,

从而使全部心理学也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 时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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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 刊也对国外发行
,

国外读者如需订阅
,

可向北京中国国际书店联系
。

本刊 由于人力有限
,

今后对来稿如四个月还不用者
,

作者可另行处理
;

稿件一般不退
,

请自留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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