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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金纳操作行为理论若千问题的剖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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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摘 要

斯金纳操作行 为理论是华生行 为主 义 的一种发展
,

是 目前西方行 为科学的

基础理论之一
。

本文从该理论的哲学渊 源
、

师承
、

论点及其应 用
,

作 了简要的

评析
,

指 出它的特点与缺点
, 以 及对发展心理科学的意 义

。

一
、

溯 源

操作的概念是在 年代从物理学操作主义 中弓随心理学的
。

史蒂文斯在这一引进工

作中曾起过重要的作用
。

他通过把心理量变为可 以量度 实验操作 的物理量
,

把 某 些经

典概念 如存在
、

经验
、

感觉与属性等 尽量剪裁为操作的模式
,

为心理学概 念 的操作定义

作出了示范
,

从而肯定
“

操作主义诸原理提供了一种以精密形式处理心理学概念的方法
。 ”

并指出
“

这种 方法在于把一概念的定义归于藉以得出该概念的具体操作
,

也在于剔除一

切不可能以操作为依据的概念
。 ”〔

斯金纳在 年代撰写博士论文时
,

也已陆续接触了布里奇曼
、

彭 加 勒和马赫的著作
,

也受了物理学操作主义的影响
。

但斯金纳遵循的主要是心理学 的生 物学方向
,

而非史蒂

文斯的心理物理学方向
。

斯金纳曾系统学习过生物学
、

胚胎学
、

解剖学
、

中 枢 神经系统生

理学
。 ‘。 他 自称

“

我必须承认我受罗素
、

华生和巴甫洛夫不少教益
” 。

即
,

罗素曾指 出

在心理学中的
“

反射
”

就象在物理学中的
“

力
”

一样具有同等地位洲 , 华 生提 供了行为主义

学说 巴甫洛夫则开创了古典条件反射的 方法
。

斯金纳 自认为他的学位论文就是
“

反射的

一种操作分析
。 ”〔护他 曾说

“

操作的态度尽管有缺点
,

在任何科学中都是一件好事
,

尤其

是心理学
,

因为其中存在着大量古老和非科学来源的术语
。

在科学的哲学中广阔的经验运

动
,

如史蒂文斯 已指出的
,

是操作主义的背景
,

而在心理学的领域中 就 该有一个有活力的

早期代表一一名叫行为主义
,

这是不奇怪的
。 ”

时由此可见斯金纳早就把行为主义与操作

主义内在的结合起来了
。

他一生不懈地工作
,

曾发表论文 篇
,

专著 部 截至 年 ,

他的操作行为主义是现代西方心理学领域中颇有影响的理论
。

二
、

发 展

斯金纳的工作是从桑戴克的
“

老鼠跑迷津
”

的传统实验开始的
。

他的 处 女作
《 有机体

本文于 年 月 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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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为
》

概括了他早期的实验工作和基本理论
。

该书出版时他写信 给 桑戴克说
“

显而易见
,

我只继承了你的迷津实验罢了
。 ”闭 事实上不仅继承

,

而且有他独特的扬弃或

发展
。

托尔曼在上述同时给斯金纳的信中提到这一特点说
“

你从哈佛大 学 闯过来而丝

毫未受到它的不 良影响
,

我真为你庆贺
。 ”〔”

不 同的公式 斯金纳 自称曾向托尔曼
“

详尽说明我的操作的立场
”〔助

,

他们之 间 的相

互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

他们的公式很相象
,

但两者在实质上是不同的
。

斯金纳自己曾对此

作 比较
, ,

斯金纳的公式
,

是代表影响到反射强度的任一条件 〕

托尔曼的公式 丈
、 、 、

代表行为
,

相当于斯金纳的 代表
“

提出的环境刺激
” ,

相当于斯金纳的 ,

代表遗共 代表 ’特殊的过去训练
” ,

相当于斯金纳的
“

条件
”

代 表
“

一种 释放

的欲望或厌恶的内部状态
” ,

相当于斯金纳的
“

内驱力
”

〕

斯金纳认为最重要的区别是
“

我所称的
‘

第三变量
, ,

托尔曼则称
‘

中间变量
’ 。

以我

看
,

在条件作用
、

内驱力与情绪中可论娜察到的种种操作处于有机体秒部
,

但 托 尔曼把它

们放在内部
,

来代替心理过程 ⋯ ⋯
,

而这就是他们至 今 仍 处 于 认 知 心 理 学 中 的 地

方
。 ”〔 〕斯金纳认为托尔曼公式比他的更加接近于传统的反射弧

。

他反 对 用
“

中间变量
”

或把
’‘

生理过程
”

作为中介物来解释行为
,

坚持以有机体外部的操作行为 作 为实验研究的

对象
。

反射与操作 操作条件作用是斯金纳行为理论的实验基础
,

它与巴 甫 洛夫古典条件

反射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

巴甫洛 夫 的 实 验是以狗流口涎的条件反 射 闻名
,

斯金纳的实

验却以老鼠按压杠杆的操作条件作用著称
。

斯金纳在回答波兰生理学家时就开始区分这

两种条件作用的不同性质洲
。

他 把 前 者 称 为 应 答 的
,

后 者 称 为操作的
。 。

因为有机体在前者的行为反应是由刺激所引起的一种应 答性的
,

在后者则是

先操作 按压杠杆 才出现食物强化
。

因此
,

其区别可 以概括为
“

反射学习是一个 一 过

程
,

操作学习则是一个 一 过程
” 。

更重要的是斯金纳又从他这种新型的条件作用 中
,

发展出一种行为列联 朴的思想
,

即在 一 过程中
,

反应
、

刺激和强化的顺序
伪

发生组成行为的基本列联
。

斯金纳用这种列联理论来描述人类种种行为
。

斯金纳 自称
,

从反射出发到抛弃
“

反射
”

概念而明确使用
“

操 作 的
”

这一术语
, “

花了我

好几年的时间
。

然而
,

从这以后我明显地不再是一个刺激一
反应的心理 学 家了

。 ”

卿他开

菇疾兢传统反射概念的束缚
,

认识到种种行为并不单是由刺激一反应而 引 起
,

而且是由操

作得到强化而形成
。

这就要求在能强化一个行为以前
,

必须选择适当
“

起爆
”

的 一种 操作

反应 即
,

为强化它而首次引起它 的种种途径
,

并制定一系列相继性接 近的 强化程序
,

以

形成种种复杂的操作行为
。

这就发展了他的行为控制技术
。

生理与行为 斯金纳认为
,

操作行为分析的主张是
“

一种从神经系统独立的宣言
”

飞

,

哪 〔复数名词 〕原义为偶然性
、

相倚等
。

译为
“
列联

”

系出自本文末文献〔了 〕第 页原译
,

含

有与强化关联的偶发动作系列之意 此译义虽巳为《 英汉心理学词汇
》

科学出版社 年版 暂时采用
,

但更切贴的译名尚有待斟酌
二



期 陈大柔 斯金纳操作行为理论若干问题的剖析

他指出
,

神经生理学长期来主要停留于想象与推断
,

从谢灵吞到巴甫洛夫都没有直接观察

到二个突触或大脑皮层的实际活动
。

他们仅是从实验动物的行为中推论出它们的过程
。

因此传统上用来代表
“

中枢神经系统
”

的三个缩写字母
“

’’可以说是代表
“

概 念 的神经

系统
” “ ‘助 现在

,

这种概念的神经系统 仍 然为其他学科 如

信息论
、

控制论
、

系统分析
、

数学模式及认知心理学 所借重
。

其实
。

它们涉及 到 的是
“

假

如人类有机体象它所做的那样去行为
,

大脑或心理必定是如何工作的
” 。 〔 这就是 说

,

它

们的理论
,

归根还是来 自对行为着的有机体 认 的观察
。

他坚认生 理学

从来也没有告诉过任何关于我们所不曾知道的行为的生理事实
。

斯金纳 声 明说
,

他的这

种看法
“

并不是反生理学的
”
山〕,

‘

也
“

并不企图去贬低神经科学的重要
,

·

但 要 坦率指出神经

系统的原来用作一种解释原则以逃避对行为的直接描述
。 ”〔 他强调行为有它自身的事

实
,

有它
’

自身的权利和实验已取得的科学资料
“
作为科学真正研究的对象

” 。

钟他认为
“

把

神经系统作为行为的一种虚构的解释
”

甚至在笛卡儿以前就很常见
,

而
“

现 在比一般所知

的还更为广泛流行
” ,

他反对这种以神经系统取代行为研究的趋向
。

他认为这种趋向会
“

再一次分散了把行为作为研究课题的注意
” 。 ‘ 因此

,

他象反对心 灵主 义的
“

精神小人
”

一样
,

也反对假定有一种控制力量之类的
“

神经小人
, ,‘“ , 。

他还驳斥 了认为神经系统比行为更有规律
,

必须以它来解释行为的这种偏见
,

指出
“

我知道
,

比如关于中枢神经系统
,

还没有实验材料
,

它能包括着 比我这本书中许多插图所

表示的较平滑或较容易再产生的曲线
。 ”〔”〕他认为从生理学对行为科 学历 史上的失系看

“

必须对神攀科学的优越性打折扣 ”他认为这两门科学
“

都有同等的 效度
”

“
,

,

甚至
, “

有益的关系适相反 行为的分析确定着生理学家的工作
。 ” 〕如此

,

他所发展的是

一种超越 了生理学的行为理论
。

三
、

某些新论点

斯金纳的新行为主义是从旧行为主义发展出来的
。

他的基本 理论 来自动物实验
,

仍

然以可观察的外现行为作为心理学研究的对象 并侧重环境对行为的作用
,

而无视人类本

身的主观能动作用
。

下列几方面是他试图涉猎人拳行为
、

意识与言语研究的有关论点
,

可
以窥见它与旧行为主义的异同以及他的操作行为理论观点的一班

。

两类列联 斯金纳和 旧行为主义一样强调环境的作用 、
他认 为 如此“

才能消除心灵

主义把注意力引向假定的内在原因的种种影响
。 ”山 , 并指出正是行为的实验分析

, “
它能

提供行为与环境间
一

因果联系的最清楚而可能的表述
” 。

’“

由于直接转到行为与环境的关
系而不管所假定的精神中介状态

,

我们就能跟着物理学与生物学所采取的道路前进
” 。 ‘

但他并不认为当前环境决定一切
。 ‘

他曾批评华生声称能对任一个健康婴儿培养成一名医

生
、

律师
、

巨商
、

盗贼等夸大之词
。

他指出遗传也不可忽视地对行为起 深 刻的影响
。

他

认为
“

在某种意义上说
,

所有行为都是遗传的
。 ·

⋯气
·

操作条件作用也象消化或妊娠一样是

遗传票赋的一部分
。

问题不在人类是否有遗传察赋而在于如何去分析它
。 ”山洲当然条件

反射与无条件反射已被认识好几个世纪 了
,

但只是在近来
,

对生存列联与强化列联才有了

研究
。 ”〔川他认为

,

正是这两类列联形成人类种种行为
“

物种在生存列联下获得行为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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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

而个体在强化列联下获得行为 习惯
” ,

两者是相互联系着的
。

他举 例 说
“

说智力

或某些其他能力或品质是环境约占 多而遗传约占 书
,

这 并 不 是 说一个人的行 为 的

男归因于强化列联而 声归因于遗传察赋
。

抚育一对同卵双生子
,

一个在 中 国一个在

法国
,

而他们的 口语行为就会完全不同 这两种语言的语法可能具有共同 特 点
,

但就我们

所见
,

并非因为语法具有遗传的基础
” 。 ‘巾斯金纳考查 了这 两类 列联之后

,

说
“
环境在

物种进化中作出首要的贡献
,

但它在个体生活期间发挥不同的影响
,

而这两类 影 响 的 结

合
,

就是我们在任何特定时间所观察到的行为
。

‘

”山 ,

私密事件 斯金纳认为
“

宇宙的一小部分被包含在我们每个人的皮肤内
” , “

皮肤并不

是那么重要的一种界限
,

私密事件和公开事件具有同样的物理维度
。 ”

闹斯金纳强调他的

彻底行为主义并没有
“

砍掉有机体的脑袋
” ,

也没有
“

把主观性这个问 题 避 而 不谈
” ,

而且
“

决不忽视意识
,

而是发展 了研究意识的一些方法
, , , ‘切行为科学分析就提供了这种方法

。

他对自我观察采取有保留的使用
,

并且不坚持
“

真理由于一致
”
的原则

,

因此并不把感觉知

觉的概念还原为
“

辨别的操作
” , ‘

也不同于方法学的行为主义虽承认私密事件 意识
、

心理
、

精神生活 的存在却对它置之不理
。

从彻底的行为主义立场看来
, “

感觉到 的 或内省观察

到的不是意识
、

心理或精神生活的某种非物质世界
,

而是观察者自己的驱体
” ,

但这并不是

指生理的研究也不是指行为的原因
,

而是 指“ 一个人的遗传的和环境的历 史 的 某 些附产

物
” 。 ‘功他认为

“
一个被打得

‘

无意识
’

的拳击手就是对他皮肤内外当前 的 刺 激 均不起反

应
” , “

一个人在言语社会安排种种列联之下
,

他不仅看见一个客体
,

而且明白正在看它
,

在

一种不同意义上他就成为有意识的
。

在这种特殊的意义上
,

意识和觉 知 就是一种社会的
·

产物
。 ”山沁行为

、

遗传与环境的变量之间的控制关系只要不被觉察到 就 都 是 无 意 识
。

⋯ ⋯假如意识似乎具有一种因果作用
,

它就是引起 自我观察的这种特殊环境的作用
” 。 〔‘ ”

上述几种不同的含义和说法表明
,

斯金纳最终仍是把意识分析为躯体行为
、

某些附产物或

环境的作用
。

言语行为 斯金纳把言语作为人种区别于其他物种之间本质不同的 操 作 行 为
。

他

说
“

在人种的历史上相当迟才经历着一种显著的变化 它的发音肌肉 发达 到归于操作

的控制
。

象其他物种到那时只表现了警戒的号叫
、

威胁性的呼喊和其他先天的反应
,

但发

音操作行为则大不相同
,

因为它扩大了社会环境的范围
。 ” ,“ 言语行为具有一种特殊性

,

只因为它的影响到人 —首先是别人后来是说话者 自己
,

而受到强化
。 ”〔用例如 童学习

叫出各种颜色名称
,

在未经受有关列联之前是办不到的
。 “

这些列 联 是不同的
,

而它们在

长期受心灵主义的解释弄得含糊难懂的行为中产生着许多重要的差别
” 。

山〕一个 人 如何

说话依赖于他作为言语社会中的一员的实践
。

同一说话者在不同言语社会中形成和保持

不同的言语
,

然后他具备有对不同听者有同样效果的各种言语节目
。

如果说
“

行为的科学分析已经产生一种经验认识论
。

私密的问题可以 从行 为而不是

从直接经验着手朝着一种新方向进行探索
” 。 〔‘那么对言语行为的问 题更 是如此

。

斯金

纳对语言操作
,

根据由一语言社会所支持的有关强化列 联加 以分类
,

并 试图 去发展一种
“

言语 自我支配技术
, , 〔, 。〕,

以便说话者巧妙使

用他们 自己的语言行为去控制或限定听话者的反应
。

斯金纳把文学作为分析行为的一个

分支
,

广泛收集人们熟悉的事实材料 从托儿所
、

讲课及诗词中
,

进行分析
,

证明言语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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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象其他的操作行为一样 是由环境中提供的强化列联所决定的
。

此外
,

斯金纳还认为科

学知识也是言语行为
, “

科学知识是进行有效行动的全套规则
, · · · ·

一个命题 达 到这样的

程度
,

即能用它帮助听者对它描述的情境作出有效的反应
,

它才是
‘

正确的
’ 。

说话者作出

解释所起的作用代替 了由产生这个解释的环境所施的直接控制
,

而听者的 行 为决不能超

过由上述情境所控制的行为
。 ”〔 斯金纳广泛开展言语行为探索研究

,

试图表明各种类和

各水平的言语和写作均属条件性操作的范围
,

在此范围中能受到实验 性的 分析并能接受

精心设计的控制
。

四
、 “

应 用

斯金纳的理论与技术在行为科学研究与社会实践中有着广泛的应用
。

、

在生物科学和医学科学方面 生理心理学上的《

脑的愉快中枢
》

实验者 奥

尔兹把他的实验的成功
,

归之于斯金纳提供了对阳性情绪行为测查方 法 的改进
。

在生理

学上
,

斯金纳 还是
“

第一个应用操作方法到血管反射的人
”

林茨与 斯楚

里
, 。

在习性学方面
,

斯金纳 自认为他早期所做的就属习性学一类 的 工作
,

并认为

择作分析可能阐明对习性的那场观察并纠正由此得出的结论
。

在心理药 物 学方面
,

斯金

纳早期也曾研究少数常见药物对于操作行为的影响
,

他所创新的技术
,

已为美国许多药物

公司广泛采用
。

斯金纳的《科学与人类行为
》

一书被认为是建立行为疗法这门新科

学的基础论著 〕,

而被用于心理治疗和行为的矫正
。

在社会文化实践方面 斯金纳关于行为强化的理论促进程序教学和教学 机 器 的 发

展
,

我国曾有所介绍印
,

并在教育实践中进行试验
。

同样
,

在企业管理
、

人事奖惩及刑罚学

中也开始被注意
。

他的语言行为操作理论
,

在心理语言学中与乔姆斯基的理论
,

都被认为

是重要的理论而引起热烈的争论卿 他的著名小说
《
华尔登第二

》 、

是
“

关于设计一种

新文化的早期尝试
” 。 〔 其中描述一个一千多人的农村公社用积 极 强化

“

控制
”

的一种乌

托邦式的生活
,

曾被用来进行一种社会改革试验
。

并曾出版过
。 ‘

华尔登第二
,

实验
‘

欧克

孪生村杜
,

的头五年
》 纽约

,

了 版
,

由斯金纳作序 〔的。

斯金纳把他的行 为主义自称是一

种认识论
,

是一种科学的哲学
。

他的、超越 自由与尊严 》

一书曾经受 到 许多非议
。

他后来 了 辩解说
,

他主要是要求
“

把行为的解释翻转过来的问题
” 〔巾。 “

我 相 信
,

人类

行为科学的表述
,

能帮助我们把自由与尊严的情感增加到最大限度
”〔巾

,

并
“

在人类事业的

每一领域 中就会作出更加有效的决断来
”〔 。

他认为人类行为都受各种列 联的 制约与环

境 的控制
,

应深入研究环境对行为的作用
,

积极采取强化措施
,

以改善 人类 的行为
。

他强

调环境是力所能及的
,

是可以用科学方法去改变它
,

从而在地球 上 就可 能建设起天 堂来

的〔‘ , 。

五
、

简 评

一 斯金纳的理论有它独特的发展

斯金纳从传统的反射概念出发经过古典条件作用
,

发展了自己的操作条件作用 并在



心 理 学
‘

报 年

此基础 上形成了他的行为科学分析的理论和技术
,

广泛应用于人类实践
,

作出了他的一定

贡献
。

斯金纳强调行为主义 这个词的 最后三个 字 母
“
主义 ,’

,

以说明

是一种认识论
、

一种科学的哲学
。

他又 自称为彻底的行为主义
,

以

区别于方法学的行为主义
,

并打 破了方法学行为主义不去

涉猎的禁区 如意识问题
,

累积 了大量资料
,

完成了它 自己关于操作行为的概念体系
。

斯金纳是从认识论接近心理学的
,

最后又把他 自己的研究归结于哲学
。

这 是 从哲学

认识到科学实践
,

又从科学实践到哲学认识的一大循环
。

物理学操作主义对 他 有重要影

响
,

但他却在了定程度上摆脱它所加的束缚
,

并区别于史蒂文斯心理物 理的 操作主义
,

走

上他 自己的道路 —我们姑且称它为
“

生物行为操作主义
”

道路

二 斯金纳的理论有它可以肯定的积极成分

作为反对精神至上的唯灵论和
“

心理等于大脑
”

之类的机械论的 意义 上说
,

斯金纳提

出反对
“

内部小人
”

包括心灵的和神经的
,

反对把心理活动归因于似乎是不 可知 的某种

因素
,

这是有积极意义的
。

他又进一步提出行为并不是这些神秘动因的附产品
,

行为有它

自身的事实
,

有权作为科学研究的真正对象
。

他提出了操作行为的概念体系和列联学说
,

认为从形成的原因来说
,

现代人的种种行为系属于操作行为
,

是由种族演化的生存列联和

个体发展的强化列联交互选择和演变的结果
。

它既是遗传的也是受环境所决定的
。

他还

认为人种和其他物种一样
,

不过演化水平高于其他有机体
,

且具有人类的言 语 和意识 但

皮肤并不是一个重要界限
,

体内的私密事件也和体外的操作行为具有同样的物理维度
,

可
以从环境的作用和行为分析加以研究

。

斯金纳重视从种族演化史和个体发展史去研究个

体行为
,

并且肯定个体内外的物理特性与外部物质环境的统一性
,

这种观点是具有自然科

学家朴素唯物论的成分和 自发的辩证因素的
。

斯金纳在论述环境的作用时曾多次肯定马克思关于存在决 定意 识的论断 他从操作

条件作用 或称工具条件作用 进行的行为实验分析
,

从某种意义说
,

也未曾不可说是对恩

格斯关于使用工具在进化上的重要作用的原理的一种佐证
。

从行为事实有其因果性而可
以预测与控制这一观点看

,

他的行为技术学或行为工艺学也已被 证 明 具 有 积 极实用意

义
。

他的操作行为理论是具有一定的科学成分值得深入探讨的
。

三 斯金纳的理论有它固有的问题与缺点

问题可以溯源于《 日暑 》
杂志上逻辑实证主义与物理学操作主义的影响

。

斯金纳的理

论对揭露人类行为事实有所深入
,

是行为科学不可忽视的理论之一
,

但有它的片面性与局

限性
。

人类正是在发展自己的行为中发展了自己的意识 心理 的
,

两 者 是辩证统一而不

是同一的发展
。

而实际上他的理论与做法本身
,

却是把意识 心理 等同于行为
,

或把意识
当为

“

一个人遗传的和环境的历史的某些附产物
” 。 ’

显然
,

斯金纳没 有看 到心理写行为两

者的辩证发展
,

而是把它们混而为一
,

取而代之
,

最后更把它们统统归因于外界环境
,

而完

全不顾心理发展固有的内部矛盾和规律
。

无怪有人听到斯金纳的关于行为控制的主张和

他否定
“

自主人
”的概念时

,

感到这是对人类尊严的莫大侮辱
,

而 称 他是一种
“ 条件制约的

机器人
”

的理论
。

斯金纳只看 到人的外表行为而看不见人的心理
、

意 志
、

动 机 他也是
“

生

物主义者
,

都以为人与动物一样
,

只能顺应环境而不能改造世界
”叻 他只看到人是环境与

历史的附庸却看不到人是环境与历史的主人与创造者
。

而人终究不是动物
,

只 顾 片面夸



期 陈大柔 斯金纳操作行为理论若于问题的剖析

大强化的效果和否定
“

自主人
” ,

正是他哲学上的贫乏
,

也正是他的哲学 基础 固有的
“
主 观

唯心主义或机械唯物主义
”帅 成分造成的影响

。
· ·

一
四 从斯金纳理论妙本来意义上加 以扬弃

,

逻辑实证主义或操作主义坚持
“

科学是社会成员意见一致的知识
。 ”〔 他们认为心

理事件是
“
观察不到的事件

” ,

不可能有一致的真理
,

感觉 知 觉 本 身不能测量
,

但 能 测量

一个人辨别刺激的能力
。

感觉知觉的概念于是就被还原为辨别的操作
。

这就是史蒂文斯

心理物理操作主义的作法
。

斯金纳与此稍异
,

他认为
“ ‘

真理由于一致
’

这个原则并不是操

作主义本质部分
” , “

对于一个概念
,

好坏的最高标准不在是否两人出现一致
,

而 在 使用这

个概念的科学家能否成功的对它的材料 进 行 操 作 —假如 需 要
,

一切 都 可以 由他 自

己
” 。 〔的 由此

,

可见斯金纳的生物行为操作主义虽与心理物理操作主义 有所 区别
,

但从其

固有的哲学观点来说
,

在他们的主张中
,

真理的主观性成分却是有 增无 减
。

在他们看来
,

真理与科学概念或者是 由于
“

意见一致
”

或者是
“

便于操作
”的 结 果

,

并不是客观事物所固

有的
。

因此
,

斯金纳在他的行为分析中
,

可以把意识混同于环境
,

以便于他的操作和控制
,

这就不足为奇了
。

但
,

这与我们认为科学实验是人类重大革命实践之一
,

并认为实践是检

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犷就相去很远了
。 ·

斯金纳 自己曾说早年受培根的影响
,

严格遵循着 我
“

研究的是自然 而不是书本
”

这

个原则
。

可见他是要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的
。

但由子他原来的哲学或认识论上固有

的主观性
。

我们只能引
·

用他曾引用过的两百年前迪德罗的话说
“

遗憾 的是 请教自己总

比请教自然来得容易些与直接些
,

因此
,

真理就有意躲藏于它自身之中了
。 ” 助

以上仅就已掌握资料
,

对斯金纳的理论发展中的若干问题
,

追 根 究源
,

作一大略剖析

和简要评论
。

错误在所难免
,

希望批评指正并引起深入一步的 探 讨
,

以便
“

从它的本来意

义上扬弃它
,

⋯ ⋯救出通过这个形式获得的新内容
” , ‘幻 或

“

剥取那在错误的
、

但为 时 代和

发展过程本身所不可避免的唯心主义形式中获得的成果
” 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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