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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六 O 年
,

费希纳出版了著 名的
《

心理物理学纲要
》

一书
,

并以副标题的形式定义心

理物理学为
“

一门讨论心身的函数关系或相互关系的精密科学
” 。

这便标志着后人称之为

经典心理物理学的诞生
。

费希纳研究心理物理学的目的在于解决心身关系问题
。

他对心身关系的看法
,

可 以

认为是心身对应论的二元论
。

他明确承认心身之间
、

意识与客体之间的差异
,

把它们看成

是两
.

种不 同的实体
。

他认为这两种实体之间的相互关系
,

就象一个圆圈的内部和外 部 那

样
,

是同一线条的两相对方面
。

在一种情况下人们只能看到凹面
; 在另一种情况下

,

则 只

能看到凸面
。

正象凸面和凹面之间的芳系能用圆这种几何图形去说明一样
,

人们也 可 以

寻找某种数学公式去说明心身之间的关系
。

费希纳发现的这种数学公式便是著名的费希

纳定律
: 心理感觉与物理刺激童的对数成正比

,

即

名 = K 10 9 人

费希纳是依据韦伯定律而得出他的对数定律的
。

他认为我们不能直接测量感觉
,

但 却 可

以间接地通过测量物理量表上的刺激增量值与心理量表上对应 的最小可觉差 (,j
.

、
.

d
.

)

的值之间的关系而确定感觉量的大小
二

其基本的假设是
: 最小可觉差的主观 量 是 相 等

的
。

例如举重的韦伯分数是 。: 3 ,

任何重量
,

无论是一片羽毛还是一包水泥
,

都必须增减原

来重量的 0
.

3 倍
,

才能感觉到有了可以辨别出来的重量差别
。

据此
,

便能制作间接心理址

表
,

从而测定阂上感觉
。

经典的心理物理学方法所处理的问题
,

大体上可以分为两大类
。

一类是感觉闽 限 的

测量
,

另一类是阂上最小感觉差别的测量
。

费希纳 自称他所发现的定律已严格地测 皿 了

感觉
,

解决了心身关系的问题
。

对此
,

许多有关学者纷纷提出了批评
。

不少人通过
、

白已大

量的实际工作
,

对经典心理物理学的理论和方法作了许多修正
,

使之得以不断发展
,

甚 至

可以认为
,

其中某些发展已脱离了初始意义上的经典心理物理学
。

本文在下面将要 着 皿

地对此作一些介绍和分析
。

1 ) 本文于19 8 2年 9月 16 日收到
。

份
本文是在潘寂教授指导下写成的

,

并得到马谋超同志的热情帮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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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经典心理 物理学的批评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

1
.

早期内省心理学家们的反对
-

一
“

数量反对
”

(q u al lti ty obj
e o
tio

n )
。

这是十九

世纪八十年代及九十年代对心理物理学的一种主要反对倾向
。

反对者们采取的立场是坚

持区分心和身
,

但却否认二者之间的数量关系
,

其理 由是心不具有大小尺度和不能对心理

进行测量
。

他们认为
,

内省并不表明较大数量的感觉可包括较少数量的另外的 感 觉
。

詹

姆士说
: “

我们感到的粉红色
,

完全不是我们的深红 色感觉的一部分
,

对电弧光的感 觉 也

似乎完全不包括对蜡烛光的感觉于其内
’

咖
。

屈尔佩也批评说
: “ ‘

灰
’

这种感觉
,

不 是 两

个或三个其它
‘

灰
’

的感觉
’

心〕
。

他们认为费希纳 以数目字证明一个谁都知道不是真 确 的

东西
,

就未免是在欺骗人
,

是把感觉和刺激混在一起从而假想出心理量
,

也就是说
,

心理物

理学家们在他们的实验研究中犯 T
“

刺激错误
”

( s t im u l u s 一 e r r o r )
。

这种反对意见颇不 中肯
。

现实中有刺激
,

也有感觉
,

而且它们之间有一定的 关 系
,

这

是否认不了的
。

同时
,

也没有人能够反对感觉有强有弱
。

企图发现刺激与感觉之间 的 数

量关系
,

对于增强心理学的科学性
,

总是件好事
。

2
.

第二种批评与最小可觉差有关
。

一方面
,

有人对费希纳提出对数定律时的 基 本

假设
,

即最小可觉差的主观量是相等的
,

提出了反对意见
。

他们认为
,

把许多斤加在 1 00 斤
_

L引起差别感觉和把许多两加在一斤上产生的差别感觉是不相等的
,

因为前者比后 者 重

要
,

感觉增量也似乎大些
。

另一方面
,

许多人认为
,

在刺激极端值地带
,

最小可觉差的大小

显然不等
。

有人对 25 。至16
,

。0D 赫乐音频率之间的最小可觉差的预侧值 (用韦伯分数
,

即

刁尽/S = 。
.

。。2 6 进行预测)和实际获得值作了比较
,
结果发现

,

在 5 00 至8 ,
0 00 赫乐音频率之

间获得 的最小可 觉差与预测值的平均比率为 1. 18
,

作为对行为的预测来说
,

不算太坏
。

但

在 2 6 0 赫时
,

比率为 1
.

4 4 ;
在 16

,

0 0 0 赫时
,

比率为 4
·

4 0
,

则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T “ , 。

据此

可以认为
,

费希纳的对数定律至少不能说明全部的刺激与感觉间的相关情况
。

3
.

六十年代后期
、

七十年代初期某些有行为主义倾向的心理学家对于经典心 理 物

理学提出了批评
。

‘

他们认为
,

心理物理学是基于一种谬误的见解
,

即诸如感觉这类私人事

件能加以测量帕
。

他们很不 同意使用感觉
、

知觉
、

感觉量
、

外显量 ( a p p ar el l t) 这类 术语
,

因为它们似乎涉及不能在科学实验 中加以观察的事件
。

他们提出应该抛弃感觉量这种概

念
,

并且建议把心理物理量表法看成为是测量知觉能力的一种方式彻
。

对于这种批评
,

著名的心理物理学家史蒂文斯进行了反驳
。

他认为这种批评主
.

要 是

针对术语的应用范围
,

而缺乏实质性的内容
。

他指出
,

在对感觉量进行研究时
,

基本 的 操

作是由被试去匹配
。

例如
,

在对响度的数量估计中
,

要
·

求被试用数目量表上各种值去与各

种刺激响度匹配
。

感觉量的简单测量是通过对被试行为的系统研究而实现的
。

这时被试

是作为匹配的比较者而活动的
,

这就是有关感觉量这个术语的基本意思
。

因此
,

这个术语

相 当明确地涉及公开的可观察到的实验操作
。

由这种操作所产生的实验结果是可 靠 的
,

它们能为另外的研究者重复得到
。

总之
,

感觉量不是涉及科学
_

L不能支配的私人事件
,

而

是说明一种操作结构 ( e o n fj g u r a t i o n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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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对传统的阂限理论的异议
。

_

五十年代以后
,

许多心理物理学家越来越感到
,

经典

的阂限测量最大的问题在于没有能够把被试的辨别能力 (感受性 )和他们作出判断时的倾

向性 (反应标准 )区别开来
。

也就是说
,

经典的阂限测量没有考虑许多非感觉变量对 被 试

的影响
。

非感觉变量之一是刺激出现的概率 F ( s )
。

传统的心理物理实验中
,

r ( s )总是 1
.

0 ,

这

样被试作出
“

有
” “

无
”

判断时
,

即使凭机遇也有 6 0多的精确性
,

难以避免地存在 着 期 望 误

差
。

实验证明
,

当 r ( s ) 系统变化时
,

作出
“

有
”

判断的概率P ( y es )也发生变化
,

测出的闹限

值亦发生变化
。

1 9 7 1年G郎 。he i d er 等人做了一个觉察指端震动的实验
,

表明改变 P ( s )对

于传统的闹限测量具有强烈的影响
。

当 p ( s) 为 0. 7 时
,

阂限是 1
.

3 微米
; P ( s) 为 0

.

3 时
,

闽

限则是 2. 3 微米
。

而且
,

当刺激不出现时
, r ( y es ) 也明显地高于零

。

而按传统 的 闭 限 理

论
,

在不呈现刺激时
,

训练有素的
、

忠实可靠的被试只是偶然地报告有感觉帅
。

第二种非感觉变量是所谓的反应代价问题
。

反应代价涉及反应 的后果
,

即受到 的 奖

赏和惩罚
。

传统的阂限理论对此是忽略不顾的
。

事实上
,

如果正确地报告了有刺激 (称为
“

击中
”

)得到的奖赏多
,

而且错报时受到的惩罚少
,

则被试倾向于降低反应标准
,

所测皿到

的闹限值便低
。

反之
,

如果击中时所得奖赏少
,

而错报时所受惩罚多
,

则被试倾 向于 提 高

反应标准
,

不会轻易作出
“

有
”

反应
,

所测量到的阂限值便高卿
。

鉴于
_

匕述情况
,

有人提出如果确实存在阂限
,

也不能用经典的心理物理学方法测皿出

来
。

一百多年来
,

尤其是近二
、

兰十年来
,

经典心理物理学在受到批评的同时
,

在理论和方

法上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和变化
。

1
.

史蒂文斯的幂定律 (P o w 份 L a w )

史蒂文斯认为费希纳的对数定律把心理物理学的测量引入了歧途
。

他指出
,

费希纳是

把分辨能力作为测量单位的
。

这样
,

离中趋势便成了测量感觉量的依据
。

他认为
,

通过把

离中趋势或辨别的离差转换成测量的单位
,

不可能制作一个和心理量成比例的 显 表
。

他

还指出
,

一百年来之所以没有打破费希纳的对数定律
,

是因为批评家们只列举了一些相反

的事实
,

而没有提出‘种理论去取代这种有缺陷
.

的理论
。

’

于是
,

他于 1 9 6 7年根据多年的研

究结果提出了刺激强度和感觉量之间关系的幂定律
:

. 、
_

8 一 b l 气

即心理量 S 是物理量 I 的幂函数
。

这里声 是由量表单位决定的常数
, a 是 由感觉道和刺激

强度决定的幂指数叻
。

.

幂函数的指数值决定着按此公式所画曲线的形状
。

例如
,

如 果 指

数是 1
.

0 ,

便是一条直线
,

即刺激与感觉之间为简单的正比关系
; 指数大于 1

,

则为正 加 速

线形 ; 小于 玩 便为负加速线形
。

幂函数是对实验结果 的总结
,

但史蒂文斯对它也做出了解释
。

他指出
,

由于感觉系统

的神经输出是刺激强度的幂函数
,

所以被试作出的判断也是刺激强度的幂函数
〔10 〕。

和对数定律一样
,

幂函数对于靠近网限的微弱刺激
,

便变得很不精确了
。

于 是
,

史 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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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斯等人在六十年代初又提出了修正的幂函数
,

即从刺激值 中减去一个常数
:

月~ b ( I 一 I 。

)
“

这样
,

幂定律便可适用于全部的可知觉的刺激范围
。

在某些研究者们看来
,

I 。

就是绝对阂

限值
。

从 J 中减去 I 。 ,

意味着以阂限上有效单位而不是以物理量表上的零点以上单位去

说明刺激
。

幂定律的有效性有赖于被试正确使用数字去表示其真正的感觉量
。

为克 服 这 一 局

限
,

史蒂文斯于 1 9 5 9年研究了跨感觉道的匹配技术
,

它无需被试产生数字判断
,

被试 的 任

务是去把两个不同感觉道产生的感觉量相等起来
〔ll)

。

例如
,

可以要求被试调整施加 于 指

端的震动强度
,

以便使震动的感觉印象和一爆破噪音的响度相匹配
。

这样
,

在不同的刺激

强度水平上获得跨感觉道的匹配
,

一条称为等感觉函数的曲线便产生了
,

它表示出一感觉

道的刺激值与造成相等感觉量的判断的另一感觉道刺激值的关系
。

对于两感觉道
,

幂等式可以用下式表示
:

‘

S ,
一 1全

5 2
一 I 全

若通过跨感觉道匹配
,

使 尽
;
一尽

2 ,

则 :

I t ~ I 全

取对数
:

a 10 9 1
1 ~ b 10 9 人

,。g ‘1
一

会
‘。9 1 2

这是一个线性公式
,

斜率等于两感觉道的幂函数的指数之比 (b/ a)
。

总之
,

幂定律 的重要性在于其相等的刺激比例产生相 等 的

馨
板沙

图 1 神经见子模式墓本概

念图示

户 代表 标 准 刺 激
: 了 的

剩余能皿
,

但不足以引起 另

一神经皿子的兴 奋
; Q 代

表肯定能兴奋一神经最子的

增量的大小 ; 刁必代表 使

附加量子兴奋所需的刺激增

皿
。

感觉比例这一含义
。

由此可 以认为
,

如果在一特殊环境中 所 有

的刺激强度都按照百分比增加或减少
,

那么感觉变化的比 例 则

保持恒定
。

它区别于费希纳的对数定律的地方还在于对感觉直

接测量
,

以至有的心理学家称它为
“

新心理物理学
”

的开始翎
。

2
·

神经量子说 (N e ur a l Q u a nt u m T h e o r y )

这是一种 由史蒂文斯等人于四十年代初提出的一种解释阂

限的理论
〔哟

。

他们在响度和音高的辨别实验中
,

推论其基 本神

经过程是按全或无律 (A ll o r N on e L a w ) 进行的
。

他们假设

这些过程的神经结构在机能上被分为各个单 元 或 量 子
。

具体

说
。

被试能够觉察到刺激增量
,

只是当该增量大到足以兴奋一个

附加的神经量子单位时才有可能
。

必要的刺激增量的大小将取

决于开初刺激高于上一个兴奋了的神经单位的阂限的多少
。

超

过上一单位的闹限越多
,

兴奋下一个单位所需要的刺激增 量 则

越少
,

如图 1所示
:

按照神经量子说
,

假想某个刺激引起一定数目的神经 量 子

兴奋
。

此时
,

如果给予的刺激增量不能在原先兴
.

奋的量子 数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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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一个附加量子的兴奋
,

那么此增量便不可辨别
。

继续加强增量
,

务必达到兴奋一个附

加量子才会有一个最小可觉差
。

这样所得到的理论上的刺激反应间关系曲线应是梯形跳

跃式的
。

但是
,

在实际测量阖限的实验研究 中
,

所得到的总是一条递加的拱形曲线 (O g iv e

C u r v e)
。

原因在哪里 ? 史蒂文斯认为在于缺少对于被试的动机
、

注意
、

疲劳等这些 随机

的波动因素的全面控制
。

未控制因素的波动可能是常态分配
,

因而得到拱形 曲 线
。

史蒂

文斯闭 指出
,

如果能满足下面四个条件
,

便能得到理想的梯形曲线
:

( 1 ) 必须仔细地控制刺激
,

避免噪音干扰
。

( 2 ) 被试在整个实验过程中必须保持 恒定的判断标准
,

最好 由动机高度明确
、

训练

有素的实验者充当被试
。

( 3 ) 如果神经量子的大小在实验期间改变了
,

那么曲线将变成为拱形的
。

( 4 ) 从标准刺激向比较刺激的转换必须迅速
。

3
.

信号觉察论 ( T h e o r y o f S i g n a l D e t e e t i o n )

信号觉察论首先是 由 w
.

r 二 T an n er 和 J
.

A
.

S w et s 于 1 9 6 4 年应用于对人的知觉

过程的研究的
。

二十多年来
,

这种理论及方法在心理学实验研究中发展很快
,

成了一种有

力的研究手段
。

在任何情况下
,

刺激信号总是出现在噪音背景上
。

这里所谓的噪音
,

包括主试有意呈

现的噪音 (千扰因素)
,

操作仪器产生的噪音
,

以及伴随被试的呼吸
、

血液循环等生理 过 程

所产生的噪音
。

因此
,

完全没有噪音的情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

在信号觉察实验中
,

主试

呈现的刺激
,

有时只是噪音 ( 以 万 表示 )
,

有时是信号加噪音 ( 以 月万 表示 )
。

每次呈现的

信号虽然只是一个
,

但噪音背景都是千变万化的
。

因此
,

每次呈现的刺激无论 是 lV 还 是

召万
,

所引起的感觉总是千差万别的
。

如果把由 万 引起的各种感觉的次数分配和 由 名万

引起的各种感觉次数分配分别画出来
,

就会形成两条常态曲线
。

因为两个分配有重叠
,

所

以某一特定的感觉可 由 S 万 引起
,

也可 由万 引起
。

被试的任务是对信号是否出现作出觉

察 (判断)
。

在信号出现时
,
若被试报告有信号

,

则称为击中 (址 t) , 若报告无信号
,

则是漏

报 (m i s s )
。

在只 出现噪音而不出现信号时
,

若报告有信号
,

则叫做错报 ( fa ls o al ar m ) ;
若

报告无信号
,

则 叫正确拒绝 ( c or r e c t
一

r
ej ec ti on )

。

信号觉察论的基本假设是
,

人的觉察建

立在统计决策论的基础上
。

就是说
,

被试要在许多感觉中选择一个反应标准
。

在感 觉 连

续体上的这个标准点用 戈 表示
,

这个标准的测量叫做口
,

如果被试某次感觉大于戈
,

则反

应为
“

有信号
” ;
如小于戈

,

则反应为
“

无信号
” 。

被试如何确定这个标准点呢 ? 它与 习万 和

万出现的概率有关
,

和作 出判断的结果所得到的奖惩有关
,

和被试要达到的目的有关
。

总

之
,

标准的位置
,

反映了被试的动机
、

态度
、

欲望等主观因素或反应偏好 的 影 响
。

口值 越

太
,

被试越保守
,

即判断标准越高
,

不轻易作出
“

有
”

反应
;
口值越小

,

被试越冒进
,

即判断标

准越低
,

越倾向于作出
“

有
”

反应
。

在噪音强度不变的情况下
,

信号强度越大
,

就越容易从噪音中分辨出来
,

这样 习万 分

配的平均数 (以 卫。表示 ) 和万分配的平均数 (以 卫 , 表示 ) 相差就越大
,

从而这两个分配

的重叠就越小
。

如信号强度和噪音强度的差别不变
,

对于辨别力强的被试来说
,

S N 分配

的平均数和 万 分配的平均数的差别就大
;
对于辨别力差的人来说

,

两个平均数的差 别 就

小
。

因此
,

以 少 表示的 卫、 和 卫二之间的距离可 以作为衡量被试辨别力的指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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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提出来的是
,
少 和 口是互不相干的

。

对于同一被试
,

尽管他采用不同的判断标

准
,

但测出的辨别力 少 则始终基本一致
。

对于不同辨别力的被试
,

尽管外部刺激条 件 相

同
,

但测出的d
’

则各不相同
。

这些情况
,

可以通过接受者操作特点曲线 (丑OC 曲线) 表示

出来
。

信号觉察论克服了传统的闽限测量法没有把被试的辨别力和他的反应偏好区别开来

的严重缺陷
,

因而在心理学研究中越来越受到重视和应用
。

在经典的心理物理实验中
,

人

们对于心理测量函数的纵轴惯常用百分比表示
。

现今大多由于信号觉察论的应用而采用

d
尸

指数了
。

这是因为传统的百分比只是用于对报准率的测量
,

而没有反映噪音的虚报率
。

有了岔 作纵轴的标度
,

对应刺激量 (横轴 )就可画出它们的函数关系
。

通过进一步的转换
,

便可推得相对感受性
。

此外
,

信号觉察论能够解决经典心理物理学不能解决的一些问题
。

例如
,

关于精神病患者与正常人的大小恒常性
,

用经典心理物理学方法研究的结果很不一

致
。

有的实验表 明
,

精神病患者和正常人 比较
,

前者倾向于超常性
;
有的实验结果则 恰 相

反
;
还有的实验表明二者无差别

。

后来
,

用信号觉察论得到的结果表明
,

在 排 除 反 应 的

倾向性以后
,

非妄想性精神分裂症患者比正常人大小常性的程度要低得多
。

又如对 实 验

中指导语作用的估价 问题
。

在经典的心理物理实验中
,

指导语变了
,

测得的闭限值也变化

了
。

指导语所影响的
,

是被试的辨别力呢
,

还是其判断标准 ? 经典心理物理学不能作出回

答
。

用信号觉察论得到的结果表明
,

不同的指导语使阂限发生变化的原 因
,

不在于被试的

辨别力变了
,

而在于其改变了判断标准
。

还有
,

在人的态度对实验结果影响较 大 的 实 验

中
,

如对痛阂的测定实验中
,

信号觉察论尤其明显地表现出它的优点
〔助

。

4
.

物理相关论 (Th
e P h y s i e a l C o r r e la t e

Th
e o r y )

物理相关论是由R
.

M
.

War re n 在五十年代末
、

六十年代初提出来的
,

它与史蒂文斯

的心理物理定律是针锋相对的
。

这种理论认为
,

被试作出感觉量的判断时
,

实际上是通过

过去的经验对与刺激相联系的某种物理属性作出判断
。

由不同的感觉道得 到的各种变化

的幂函数的指数并未反映不同的生物转换器的操作特点
,

相反是由被试对于不同刺 激 的

特定物理属性的反应所决定
。

例如
,

对于刺激持续时间的判断
,

史蒂文斯的心理物理幂函

数的指数是 1
.

0
,

这只是指示出
,

经过多年体验
,

被试已有 能力去作出与刺激持续时间有线

性关系的判断
。

用工具性条件反射的语言来说
,

就是经过多年的强化和消退
,

被试已学会

对一特定的持续时间的刺激作出正确的反应
。

因此
,

被试在心理物理实验中的判断 是 由

刺激的物理属性决定而不是由感觉的持续时间决定
。

在物理相关论看来
,

得到测量的
,

是

被试在各种持续时间的刺激中作出分辨的能力
。

W
“r re 。 曾用对明度判断的实际结呆去解释物理相关论

〔帅
。

许多对测量光的体验较

少的人不能对光的强度作出精确的判断
,

但他们都经常地 对 物 体 的 明 度 作 出 判 断
。

W ar r en 认为个体熟悉当物体和照亮它的光源之间的距离改变时物体的形 象 ( a p p ea ra -

n o e) 也变化的情形
。

这样
,

在要求被试在实验室情景中作出明度判断时
,

他的反应便依赖

于这种熟悉的效果
。

在刺激强度减少量确切地相等于在一个物体和光源之间的距离加倍

时的刺激强度的减少量时
,

便应该出现
“

一半亮
”

的判断
。

根据反平方律 ( In ve rs e S q u ar e

L a w )
,

如果物体 A 离照射它的光源距离是物体 B 的两倍
,

那么物体 A 受到的照射是物

体 刀的25 多那样多
。

因此
,

比例为 1/ 2 的知觉明度比例需要比例为 1 /4 的刺激能量
,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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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心理物理学
”

的发展和现状评述

明度函数应是
:

B = K l 几‘

石 是判断明度
,

尤 是一常数
, I 是光能量

。

W ar r ell 认为
,

史蒂文斯所得到的 。
.

5 以外的其

它指数只是在很严格的和非自然的观察条件下获得的
。

例如
,

史蒂文斯提出的数目为0
.

33

的明度指数
,

是通过暗适应了的眼睛
,

被 试观察黑暗背景上一小发光圆点 (约为 5
“

) 而 得

到
。

而W ar re n
自己的实验得到的明度指数为 0

.

6
,

则是在 自然条件下获得的
。

即大面积

刺激
,

使用适应于这种刺激水平的眼睛
。

因此
,

W ar re n
认为他的物理相关论更符合客观

情形
。

四

在对心理物理学的发展和现状有了简要的了解之后
,

我们可以得 出如下几点看法
:

1. 早在 1 8 6D年
,

费希纳便建立了心理物理学
,

试图在物理刺激和心理感觉之间寻求
,

数量化的关系
,

这对于心理科学的独立和发展的作用是不可抹杀的
。

波林在著名的
《

实验

心理学史
》

一书币对费希纳作过较为中肯的评价
:
费希纳

“

之所以伟大
,

乃因设计了 一 种

新的测量的方法
。

批评家也许怀疑他所测量的究竟是什么
; 但是事实上

,

他总算 设 计
、

发

展和创立了新的测量法
,

无论我们对于测量的结果作什么解释
,

这些方法都不失为心理测

量的第一种方法
,

因此
,

为数量的实验心理学开一先河
’

心
〕。 当然

,

我们也应该 看 到
,

没有

费希纳或类似于费希纳的人物
,

最初的实验心理学固然会失去这一部分内容
,

但 这 样 的
“

心理物理学!
,

对心理学的二元论起巩固的作用则也是无疑的
。

2
.

费希纳 自信他所建立的心理物理学解决了心身关系问题
。

其实不然
。

他对心身

关系的解释是心身对应论的二元论
。

对于这种观点
,

播款在
《

论所谓心身问题
》

一文 中 已

有过很好的分析
‘l6)

。

但是
,

尽管费希纳从唯心的二元论出发研究心理物理学
,

而他所处理

的事实则是不可否认的
,

他提出的
“

心理物理定律
”

也有其合于科学的成分
。

他所阐明的

事实就是人们对于客观事物在量度方面的差别或变化的知觉的事实
。

他所提出的
“

定律
”

就是人们在这方面的知觉所表现的一种规律伽
〕。

3
.

经典的心理物理学在看待人们对客观事物在量度方面差别的知觉事 实 时
,

形而

上学气氛甚浓
。

这主要表现在它在测量感觉阂限和阂上感觉时
,

没有能够考虑人的情绪
、

动机
、

欲望
、

生活经历等因素的影响
,

其实验条件也与实际生活情景相去甚远
,

因此所得结

果难于说 明现实生活中人的感知能力
。

尽管经典心理物理学也曾在一定程度上注意到了

某些这类 因素的影响
,

并且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
,

如严格训练被试以保持反应标准的前后

一致性
,

在最小变化法中碑用渐增法和渐减法以消除期望误差和习惯误差等等
。

但是
,

这

些措施只能使影响阂限估计的一些因素保持恒定
,

并不能把被试的反应偏好和辨别 力 区

分开来
。

正是为了克服经典心理物理学的这一严重缺陷
,

才促使信号觉察论引入了 心 理

学研究之中
。

可以认为
,

信
一

号觉察论已脱离了初始意义上的经典心理物理学而成为 研 究

心理学的一有力工具
。

因此
, “

心理物理学
”

这个名称也应该予以废弃
,

以免徙滋误会
。

当

然
,

我们也不能认为信号觉察论已是一种尽善尽美的方法
。

随着心理科学的发展
,

研究方

法也势必进一步得到发展和完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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