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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年! 月 ∀ 日至 日于北京召开的中国心理学会第三次代表会议暨纪念建会#∃

周年学术会议期间
,

作为大会五个专业分组之一的基本理论分组
,

开展了热烈的学术讨

论
。

主要内容有
%
讨论

“
中国心理学#∃ 年的回顾与展望

” &
讨论心身关系问题

& 讨论心

理范畴的划分问题
&
讨论基本理论研究的五年规划

。

在此期间
,

印度阿拉哈巴大学的辛

哈教授作了题为
“
贫困对认知和功机的影响

” 的报告
,

美国加州洪堡大学的拉特纳教授

作了题为 ,’, 合理学和四个现代化
” 的报告

。

由于讨论会有中心议题
,

又采取重点发言和

自由讨论相结合的办法
,

会议开得生动活泼
,

效果较好
。

当然
,

由于时间有限
,

这些讨

论还不够充分
,

深度 上也显得不够
。

兹将会议讨论的具体情况分述如下
%

一
、

关千 “
中国心理学六十年的回顾 与展望

”
的讨论

在大会的第一天
,

孟昭兰同志代表常务理事会宣读了
“
中国心理学 #∃ 年的回顾与展

望” ∋ 讨论稿 (
,

接着进行分组讨论
。

同志们认为
,

总结中国心理学#∃ 年的经验教训
,

为我国心理学今后 的发展指明方向道路
,

这是非常重要的
,

应该发动全 国心理学界的同

志共同做好这件事情
。

对常务理事会的
“
讨论稿

” ,

从总的方面看
,

大家认 为比较详

细
、

比较全面
,

但还需要提高
。

有的同志把
“
讨论稿

”
概括为

“三多三少
” ,

即叙述

多
,

论述少
,
材料多

,

概括少
&
情况多

,

经验少
。

因此显得理论性不强
。

对 “
讨论稿

”

各部分的意见有
%

∋ 一 ( 应该明确提 出来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木原理为

指导
,

吸收古今中外好的经验和研究成果
,

走中国自己的道路
,

建立有中国特 色
‘

的心理

科学体 系
。

∋ 二 ( 要突出毛泽东思想 的完整体系对心理学的指导作用
,

把实践观点引入

心理学
,

以便使心理学更好地为四个现代化服务
。

∋三 ( 有的同志认为
,

对建国后∀! 年

的总结还不够
,

要清算三笔账
% 、

)∃ 年代向苏联学习问题
& !

、

) 年批判心理学问题
&

∀
、

文 化大革命问题
。

这三笔账算不清
,

就不能正确总结经验教训
。

∋ 四 ( 应该进一步

总结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中国老一辈心理学家的工作
,

正是他们在这个时期把心理学引

进中国并开始有了自己的研究工作
。

∋五 ( 在学习外国的问题上
,

应该既反对闭关 自

守
,

又反对崇洋媚外
,

要以我为主
,

博采众长
。

∋六 ( 许多同志认 为
,

心理学各个专

业
、

各个单位以至各个人之间
,

应该彼此团结
,

互相沟通
,

共同奋斗
。

学术上有不 同意见

可以讨论
,

但是不要伤感情
。

这条经验教训应该在总结中加 以强调
。

∋七 ( 对 个性品德



方面 的研究是否沽计高了
,

它究竟为实际解决了什么问题
,

等等
。

这里只是初步地提了

一些意见
,

深入地讨论还有待于代表们回去后进一步展开
。

二
、

关于心身关系问题的讨论

潘寂 同志在发言 中指出
,

心身问题是一个非常古老的问题
,

但一直到现在还在争论

而没有得到完全明确的解决
。

这一情况大大妨碍了心理学的发展
,

也间接影响到一些其

他学科的前进以 及一些实际工作甚至哲学的思惟
。

他认为心身问题并不是一个非常棘手

而很难解决的问题
, ‘

言之所以 那样长期得不 到解决完全是由于人们在基本理论观点上有

错误
,

因而把问题看错所造成的
。

他在概述 心身问题的历史和现状时
,

把过去的各种看

法归为十大类并逐类地加以评论
。

他认为
,

唯心的心身一元论和二元论都是不可取的
。

笛卡儿的心身二元论也是不可取的
。

两面论
、

等同论
、

一元转化论 以及新机能论都想克

服笛卡儿的二元论
,

但是没有得到完全解决
,

因而仍然是一种二元论
。

副现象论和同形

论本来不是要解决心身二元论的
,

且有错误
,

应该予以排除
。

唯物的心身二元论也应予

以排除
。

结论是
,

只有唯物的心身一元论才能全面满足科学的要求
,

才能圆满说明心身

问题
,

才能彻底解决笛卡 ∗七的心身二元论所造成的阻碍心理学前进的这个难题
。

他指出
,

唯物的心身一元论有如下的一些特征和内容
%

+
、

它采用唯物论的观点
。

!
、

这种唯物论是新唯物论即辩证唯物论
。

∀
、

从辩证唯物论的观点看
,

心身问题是一个体用问题
。

身体是心理的主体
,

心即

是身体的作用
。

人体的一种运动形式
,

一种作用
,

一种机能
,

就是他的心理活动
。

,
、

心和身是不能互相等同的
,

不能互相转化
,

也不能构成一个东西的两个不同的

方面
。

)
、

人体有两种机能
。

心理是它的一种机能
,

生理是它的另一种机能
。

这两种机能

并不 是并立的关系
,

而是高低级的关系
。

生理是人体较低一级的机能
,

心理是人体较高

一级的机能
。

心理的机能是在生理的机能的基础上形成 的
,

但两者有本质上的不同
。

#
、

心和身能经常地交互影响
,

交互作用
。

这种交互影响
、

交互作用
,

其实是心理

过程和生理过程之间的交互影响
、

交互作用
。

−
、

心理是人体 的机能
,

这就是说
,

心理不仅是人脑的机能
,

虽然人脑是人体中最

重要的心理器官
。

可以认为整个人体都是心理的器官
。

 
、

由于心理有那样的实质
,

即是由神经生理过程和肌 肉活动过程所构成
,

而两者

的过程又是 由一定的物理
、

化学 过程所构成
,

所以心理活动也能具有原因的作用而参加

到客观世界的 因果链或因果网中去
,

成为一种有效的甚至作用很大的环节
。

心理能量其

实也只能是一种物质 能量的形式
。

、

讨论心身间题的人
,

几乎都好像认为心理只是依赖于 人脑或人体而产生
,

好象

忘记了也决定于客观事物 ∋ 包括 自然事物和社会事物 ( 的影响
。

这是一种疏忽
。

可以试

作心理产生的公式如下
%

. / ∋0 1 (令 2



这里. 代表身体
,

∋ 0 1 ( 代表事物
,

2 代表心理
。

∃
、

心理有时间性
,

也有空间性
,

至少有位置性
。

高觉敷同志在发言中指出
,

心身关系问题
,

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

无论哪一个心理

学家都 白觉不自觉的有一定的看法
。

当前在国际上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是笛卡儿首先

明确提出心身二元论
,

世纪大多数人主张心身平行论
。

后来麦独孤提出心身交感论
,

我接受并宣传过
。

唯物论认为心理是脑的机能
,

从哲学上讲这是清楚 的
,

但是从科学上

怎样说明脑产生心理还是一个问题
。

他认为列宁关于客观现实通过感觉转化为意识事实

的思想很重要
。

现在生理学还没能解决它是如何转化的
,

但是已有的研究可以给我们许

多启发
。

对播寂同志提出的
“唯物的心身一元论

” 观点
,

有不少同志表示支持
,

也有一些同

志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

有的同志认为
,

心身关系问题的关键是心理和高级神经活动的关

系问题
。

高级神经活动既是生理现象又是心理现象
。

有
一

的 同志认为
,

提心身关系不如提

心理和脑的关系好
。

手
、

足
、

腺体等器官与心理现象是有联系的
,

但是没有脑它们本身

不能产生心理
。

提心身关系虽然比较全面
,

但是容易引起付作用
,

似乎心理是肌 肉
、

腺

体的活动
。

有 的同志还提到
,

心理既决定于脑又决定于社会现实
,

)∃ 年代某外国专家把

这称为
“双重决定论

” 而加以批评
,

这是值得考虑的
。

三
、

关于心理范畴划分问题的讨论

近几年来
,

在一些学术会议和刊物上
,

对于心理范畴的划分问题 已经进行了不少的

讨论
,

这次是在过去讨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展开 的
。

以播寂为代表 的一些同志主张将心理

划分为认识和意向两大范畴
,

这种意见近几年已经有了比较充分的表述
,

这里就不赘述

了
。

主张 “三分法 ” 的同志认为
, “三分法 ” 虽然不能说 已经完美无 缺

,

但它被沿用至

今
,

说明它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

认为
“
情

” 是不同于认识过程和意志过程的一种独特的

心理过程
,

不能归之于意向
。

认为
“二分法 ”

有些问题值得商榷
% 、 “二分祛” 的哲

学味道较浓
,

心理活动的范畴不能照搬哲学概念 & !
、 “

二分祛
”
未能实现理论上的重

大突破
,

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意识心理学和行为主义心理学的束缚 & ∀
、 “

二分祛
” 的意

向部分概括了意志
、

意图
、

动机
、

需要
、

情感
、

注意等等
,

显得内容庞杂
、

层次不清
。

有的同志提出另一种
“
二分法

” 。

认为把认识和情感 当作两种基本的心理过程是符

合人的心理生活实际的
。

从起源
、

实质
、

作用以及过私 进行的特点上看
,

认识和情感都

是不同的
,

但是它们属于同一级水平的
。

而意志是由认识和情感两个方面 的因素构成

的
,

是更复杂的心理活动
。

大量的事实表明
,

只要能有效地影响一个人的认识和情感
,

就足以影响一个人的意志
。

应当把意志从心理过程中抽出来
,

在活动心理学问题中加 以

研究
。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
“
二分法

” 和 “三分法
”
都是可取的

。

知
、

情
、

意三分法是对人

类特有的意识活动 ∋包括认识活动和意志活动 ( 过程
、

各种心理倾向
、

各种心理特性以

及其他心理现象的简明概括
。

二分法是把其中的意识活动 ∋ 心理活动过程 ( 分为认识活

动和意志活动两大范畴
。

情绪情感是一种心理倾向
,

而不是一种心理活动 ∋或过程 (
。



四
、

关子  !年一  #年心理学基本理论研究规划

∋ 一 ( 在基本理论方面

今后五年中除了继续讨论心身关系
、

心理和实践的关系
、

心理范畴的划分等问题以

外
,

将着重讨论意识问题
、

思惟问题
、

动机问题
、

心理发展的动力问题和个性问题
。

在

这些讨论 的基础上
,

编辑出版一本 《自理学基本理论问题论文选集 》
,

为将来编写出一

本质量较高的 《普通心理学 》作准备
。

原则上每年有一个 中心议题
。

在  !年拟以意识问

题 ∋ 包括意识
、

自我意识
、

无意识 ( 为讨论的中心问题
。

 ∀年的中心议题可以在  !

年的年会上依据具体情况决定
。

以后几年的议题的决定仿此
。

本专业委员会的会员除了

对下层中心议题的讨论作准备外
,

也可以联系自己的兴趣或岗位工作另选一个心理学基

本间题 自由研究
,

并把研究结果在下届年会上提出
。

∋二 ( 在心理学史方 面

吕! 平出版 《西方近代心理学史 》

 !年编辑出版 《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研究 》∋ 论文选 (
。

 ∀年拟完成统编教材 《苏联心理学史 》
。

 ∀年开始准备统编教材 《中国心理学史 》
,

争取在几年内完成
。

∋三 ( 继续提高 《心理学探新 (( 刊物的质量
,

争取早 日公开发行
。

∋ 四 ( 拟于明年下半年召开一次心理学基本理论问题学术讨论会
,

中心议题是意识

问题
。

届时将邀请兄弟专业委员会的有关同志参加
,

以便互相切磋
,

共同提高
。

五
、

其 他

会议期间
,

在心理学基本理论专业委员会下
,

正式成立了 中国心理学史研究会
。

播

款为会长
、

高觉敷
、

彭飞
、

刘兆吉为副会长
,

马文驹
、

王王
、

李诚忠
、

杨永 明
、

杨鑫

辉
、

唐自杰
、

燕国材为委员 ∋委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
。

另外
,

统编教材 ∋∋苏联心理学史 》编写组也召开了工作会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