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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暂且把 世纪末叶冯特的心理学看作是近代心理学的开始
。

冯特的
“

新心理学
” ,

作为一 门实验科学
,

是当时唯一的心理学体系
。

冯特好比登上新大陆的第一个探险者
,

从局

部地貌就作出关于整个新大陆的概括
。

但是不久以后就暴露出这个体系的弱点
,

它远不能解

决心理学的全部问题
。

本世纪二十年代前后
,

许多新的学派相继问世
,

向冯特的心理学提出

挑战
,

而每一个学派都 自称是心理学的主流
,

找到了心理学 问题的科学答案
。

从此
,

心理学

陷入了分崩离析的局面
。

心理学的门户之见
,

实际上是以己之长量彼之短
。

每一学派只是在 自己的研究领域里找

到一条途径罢 了
。

行为主义在动物实验中开辟了研究行为的阵地 格式塔派在知觉研究中发

现了一些认知规律 精神分析在临床方面取得某些成功
。

他们好象第二批探险者
,

以小分队

的形式
,

从不同的地点再次登上新大陆
。

先到山地的人说 骑马是登 山的最好方法
, 遇到河

流的人说 乘船是深入内地的最好途径 从平原上 陆的人则认为
,

应 当以车代步
。

事实上
,

每个小分队只看到新大陆的一点
,

没有看到全貌
。

可见
,

一个学派的产生是和 它所研究的问题相关联的
。

各学派的理论和方法 有 其 针 对

性
,

适用于不 同水平的心理活动
。

行为主义以简单的行为单元
,

条件反射
,

为研究对象 格

式塔派研究略为复杂的知觉现象 精神分析则探讨人格的病理现象
。

问题在于每一学派都是

以片概全
,

认为 自己的观点是唯一正确的观点
,

适用于全部心理学
。

行为主义从最简单的行

为片断出发
,

就难免把人看成是受环境摆布
、

无所作为的被动体
。

这个观点再推广到社会
,

就自然得出斯金纳的结论
—

人是无尊严和 自由可谈的社会环境的牺牲品
。

行为主义是人性

的悲观论者
。

格式塔心理学从图形研究看到知觉的组织性
,

从而认为人的整个心理活动是大

脑组织原则的产物
。

不过
,

格式塔心理学承认了心理活动的能动因素
。

人格心理学家从人的

社会生活中观察到更多的东西
,

包括解决矛盾的能力和行为的 目的性
,

因而人木心理学强调

人的潜力的发挥和积极性的调动
。

他们是人性的乐观论者
。

尽管心理学各派 之争不可协调
,

但也不是说各派的观点始终如一
,

毫无改变的余地
。

不

论是出于外来的压力
,

还是来 自各派内部的改良
,

它们的棱角都多少被磨掉了一些
,

彼此之

间的区别 逐渐缩小了
。

新行为主义后来也承 认
“

中间变量
”

格式塔派更多地 承认了经验的

作用
,

而现代的认知心理学则 吸取各家长处
,

溶汇为一体
。

它既承认中间环节
,

即经验的作

用
,

也考虑到认识的能动性
。

然而
,

每一派别之所以 能独树一帜
,

正是因为各有 其 独 到 之

处
。

各派观点的迥然不同
,

及所带来的各自的局限性
,

正是这一 时期心理学发展的特点
。



本世纪五十年代
,

心理学的队伍和研究范围不断扩大
,

新观点和新运动更多地 涌 现 出

来
,

意见似乎比以前更加分歧了
。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
,

派系之争 已经成为历史
。

随着各派首

脑人物的消逝
,

追随者的狂热性也有所减退
。

相反
,

心理学中出现了一种汇合的趋势
。

人们

着手整理前人遗留下来的混乱状态
。

这项工作不是给前人评定输赢
,

而是从他们 那里提取有

用的东西
,

集中起来
,

并使之条理化
。

我们再也看不到一本象三十年代的
“

行 为 主 义
”

或
“

格式塔心理学
”

的书籍
。

翻开一本现代的心理学教科书就会看到
,

它的内容包括生物学基

础
、

动物行为
、

人类实验心理学
、

社会心理学
、

临床心理学等
。

这一本书是按体系编辑的
,

行为主义
、

格式塔心理学
、

人本主义各家之言被分散到各章节之中了
。

可见
,

由于心理学的短浅历史和基础薄弱
,

加上它的对象的极端复杂性
,

现代心理学需

要所有的学派
。

缺少任何一种理论观点和探索方法
,

都会使这 门科学的整 体 有 所 逊色
。

同

时
,

新的时代要求摆脱历史争论
,

求同存异
,

相互补充
。

在现阶段
,

只有这样
,

心理学才能

取得更快的发展
。

对于这样一种初看来杂乱无章的体系
,

我们 仍旧不难作出某种分类和概 括
。

从 整 体来

看
,

现代心理学可分为两大阵营
。

一个是机械主义的阵营
,

人被看成是被动的机体 另一个

是强调人的能动作用的阵营
。

我们这里所用
“

机械主义
”

一词
,

并无 褒 贬 之 意 所 谓
“

阵

营
”

也不表示对抗性
。

前一阵营统一在研究心理的生理机能
,

利用动物实验作为探讨人的心

理活动的途径
,

实验方法作为普遍接受的方法
。

后一阵营包括社会心理学家
、

临 床 心 理 学

家
、

咨询心理学家等
。

他们的工作都联系到人的社会性
,

用调查
、

观察以及实验来建立 自己

的理论
。

这一批人之间的意见分歧很大
,

是一个人数众多的松散集团
。

我们可以 总 称 之 为
“

人本心理学
”

集团
。

心理生物学阵营算不上一个学派
。

因为它既没有一个旗手
,

也没有明确的纲领
。

它也不

是以 某一个大学或研究所为中心
。

它的成员各行其事
,

但是都怀有一个共同的愿望
,

即把前

人遗留下来的大量事实加以整理
,

并进一步确定各种行为产生的客观条件
。

最终的 目的是对

复杂的心理现象尽可能地加以简单化
,

用机械论的模型给以解释
。

这一批心理学家有 比较成

熟的技术路线
,

和公认的学术标准
。

可以看到
,

这一方向受到行为主义较大的影响
。

不难看到
,

心理学的这种在生物科学路线下的统一
,

不是没有缺点的
。

第一
,

它贯穿 了

机械论和还原论
。

复杂现象一旦还原到单元过程
,

就必然失去某些东西
,

复杂的心理活动变

成了僵死的物质关系
。

因而还原后的单元总是不能说明还原前的心理 活动
。

第二
,

当把心理

生物原理推广到解释社会心理现象时
,

总是遇到困难
。

人格
、

病态
、

社会行为一类问题
,

是

生物规律所不能完全解释的
。

所以心理生物学没有完成解决心理学全部问题的任务
。

于是 出

现了另一种趋势
,

用设想的一些心理原理来解释人的 目的性和社会行为
。

它强调人的内在潜

力的作用
。

这种趋势就是人本主义心理学
。

但是
,

这后一倾向不是以一股对抗力量出现的
。

人本主义是作为基本生物学规律的一种补充
。

总结心理学后五十年发展情况
,

心理学出现两大阵营
。

心理生物学阵营沿袭行为主义的

路线
,

其根源可以追溯到更古老的联想主义哲学
。

人本主义心理学可以追溯到古老的官能心

理学
。

我们很难说两大阵营谁是主流
,

谁是支流
。

二者并存
,

又相互补充
。

今天
,

一个心理

学家往往要以双重面貌出现
,

既是机械主义者
,

又是人本主义者
。

这是对现代心理学情况最



简单的概括
。

三

马克思主义认为科学的发展是螺旋上升前进的
。

科学理论不断出现矛盾
,

形成不同的学

派
,

然后一种比较正确的观点占优势
,

达到暂时的统一
,

表现为相对稳定时期
。

这是科学的

一次飞跃
。

而后再出现矛盾
,

再统一
。

这样
,

科学在矛盾和统一过程 中不断地 向前发展
。

科学史的学术研究
,

在 西方叫做科学的哲学
。

年科学

史界出版了一本有名的著作
,

即库恩
· ·

‘” 的
“

科学革命的结构
” 。

库恩主张

科学的进展不是连续前进的
,

也不单靠科学资料的积累
。

科学的发展是经历一段稳定 时期之

后
,

产生危机
,

暴发革命
。

某一科学领域的进展 分为正常时期和危机 时期
,

在正常时期科学

研究为某一 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所指导
,

这一指导思想称为
“

范 型
” 。

例 如 伽

里略和牛顿时代的物理学
,

其范型是力学原理和时间
、

空间概念
,

到爱因斯坦时代时空概念

为相对论的范型所代替
。

在天文学
,

托勒密时代的范型是地球中心说
,

后来为哥白尼的太阳

中心说所代替
。

当一个范型受到一个新范型挑战时
,

就产生不同的学派
,

于是出现科学的危

机
,

暴发一场科学革命
。

最后
,

新的范型成为主导思想
,

指导着下一个时代的科学研究
。

危

机和革命是推动科学发展的真正动力
。

一 门成熟的科学必须是范型科学
,

而那些不成熟的科学尚处于前范型阶段
,

前范型科学

称不上真正的科学
。

范型科学又叫做
“

规范
”

科学
。

规范科学应以坚实的

知识体系为基础
。

其重要条件是
,

它的成就是划时代的
,

能使科学家从理论争论或学派中摆

脱出来 新的范型提出新的 问题和方法
,

确定了科学实践的标准
,

总结出若干可靠的科学规

律
,

它们在一个时期内成为这个领域所公认的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
。

任何一门科学都要经过

漫长而 艰苦的历程才能成为规范科学
。

用规范科学的标准来衡量心理学
,

我们可以 问
,

心理学中有没有一个范型
,

心理学是不

是一 门规范科学呢 我们可以从以下几点来分析这个问题
。

第一
。

从冯特时期以后
,

心理学中派生 出许多学派
,

似乎酝酿着一次科学革命
。

事实证

明
,

还没有一个人 能把这些学派的主张统一起来
,

形成一个公认的观点来指导心 理 学 的 前

进
。

以 巴甫洛夫学 说为例
,

条件反射
、

暂时联系似乎可以成为心理活动的科学基础
。

但是近

代神经生理学告诉我们
,

大脑不是以暂时联系方式活动的
。

当前的研究方 向是脑的单细胞活

动
,

或者采取信息加工的模型
。

看来
,

心理学 中还没有一个合适的范型
。

第二
。

心理学 没有一个理论能贯穿人的整个心理活动
。

一种理论适用于解释某一心理活

动水平
,

就不能解释另一种水平
。

条件反射可以解释学 习
,

用它说明个性就有困难
。

格式塔

理论能解释知觉
,

就不能说明记忆
。

这和物理学和化学不同
。

波动理论可以 贯穿到声
、

光
、

电
,

甚至更复杂的物理现象
。

最复杂的化学现象也脱离不开化学元素的结合
。

正是因为心理

学没有一个完 整的理论
,

才出现心理学教科书
“

上册
”

低级过程 和
“

下册
”

高级心理

活动 的分裂问题
,

以致于下册的内容完全可以和上 册无关
。

下册即使用了上册的概念
,

如

用兴奋抑制神经类型来解释个性
,

那也是牵强附会
。

这些材料不是经验事实
,

最多不过是一

些推论罢了
。

这又说明心理学 中还没有一个范型
。

沈 第三
。

心理学中的许多概念是从其它科学中转借过来的
。 ,

格式塔的同型论来 自电学的

磁场理论
。

行为主义是抄袭 巴甫洛夫条件反射理论
。

认知心理学的信息加工模型贝 步电子计



算机的后尘
。

随着其它科学领域中新分支
、

新理论的出现
,

心理学还会借用它们的概念
。

时

至今 日
,

心理学还不能说有一个独创的公认理论
。

心理学 目前最多只是一 门模仿科学 不是

一 门带头科学
。

这样一门科学不能成为规范科学
。

综上所述
,

心理学中没有一个范型
,

它不是一门规范科学
,

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了
。

四

既然心理学不是一 门规范科学
,

那么我们要问
,

心理学 能否成为一门规范科学
,

又什么

时候能成为规范科学呢

回答这个问题是困难的
。

有两种可能性摆在我们面前
。

第一种可能是
,

假定库恩的理论

是正确的
,

那 么心理学现在仍处在前范型阶段
,

而且 终究有一天要成为一门规范科学
。

只是

这个日期还没有来到
。

考虑到今天世界上有近十万心理学大军
,

这门科学正在飞速地前进
,

心理学要达到规范科学水平
,

恐怕至少还要 年
。

有人也许会说
,

这样的 估 计未免过于悲

观
。

请看一下物理学
,

从亚里斯多德到伽里略时代
,

‘

已成为规范科 学 经历了大约 年岁

月
。

对心理学这样计算的根据是 从冯特开始
,

心理学走完了第一个一百年的历史
,

在这一

百年中心理生物阵营初步达到了统一
。

而心理学
“

下册
”

的问题要复杂得多
,

至少还需要一百

年才能实现观点的统一
。

要进一步把从低级到高级水平的心理学规律完全统一起来
,

恐伯再

要一百年
。

这样
,

我们希望在公元 年能看到心理学成为一门规范科学
。

和物理学相比
,

我们的步伐应说是快的了
。

另一种可能是
,

心理学的发展不服从于库恩的规律
。

人类心理活动
,

鉴于它 的 商 度 复

杂性
,

是一门特殊的科学
。

心理学只有局部规律
,

没有整体规律
。

或者说
,

心理学是一门多

范型科学
。

心理生物学和人本心理学将永远并存
,

没有一种观点能够把两部 分 内 容 统一起

来
。

在上述两种可能性中
,

我们希望 第一种情况会出现
,

那怕是需要经历极为艰苦的道路
,

心理学 终于成为一门独立
、

统一的规范科学
。

那将是一个值得庆幸的 日子
。

而我们绝不希望

心理学的分裂
。

究竟后事如何
,

还要靠我们的子孙后代来断定
。

我们用大约一百年前威廉
·

詹姆士  《’ 说过的一段话来结束本文
。

他说
“

一

系列简单的事实
,

一些 漫谈和意见上的争吵
,

在简单描述水平上作了一些归类和概括
。

但是

没有一条规律足以够得上物理学意义上的定律
。

这不是科学
,

这只是成为一门科学的希望
。

目前心理学处于伽里略以前的物理学状态
,

处于拉 瓦锡以前的化学状态
。 ” “

当心理 学的伽

里略和拉瓦锡到来的时刻
,

他们的确是显赫人物
。

他们总有一天会来到
。

在这些人的到来之

前
,

我们应该了解到我们所摸索前进的道路是多么的黑暗
” 。

今天看来
,

詹姆士的话一部分

已不是事实
,

心理学在一百年中积累了大量的材料
,

远超出了简单的描述水平
。

而心理学处

于伽里略和拉瓦锡以前的状态
,

却是事实
。

心理学前进的道路 已经呈现出曙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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