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年 住月  ! 日
∀

康普顿宣布了他的著名 效

从及其解释
。

正是对光量子进行艰苦思索
,

试图把

它同光波概念调和起来的德布罗意
,

从这个在一般

人看来是粒子本性的最终的判决性的实验中
,

看到

〕
‘

解决问题的线索
。

光量子的理论要求
,

它的能鼠

须由 # ∃
定义

。

德布罗意认为
,

在一个粒子理论 中

能量须由频率来定义
,

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

于是他

宣你
, “
汉此一端就提供了一个必要性

∀

即在光的理

论中应同时引进粒子概念和周期性概念
” 。

路易士
·

德布罗意从研究与粒子能量相联东的

频率 % 出发
,

作了一个大胆的设想
,

认为
“
一般的

几’

物

质也具有这种二象性的性质
,

因而提出了物质波的

社&念
。

关于他沿这一方向考察的第一篇文章 《波和

盯∋ 子
矛
发表在  ! 年 月 ( 日的法国科学院会议

通)仗第 ∗了卷上 在这篇论文的后半部
,

德布罗意用

牡波观念分析了玻尔的量子化条件
,

并认为这种波

的 厂涉是玻尔量子条件的物理基础
。

在 谈到粒于的波动现象的实验验证可能时
,

德

布罗意预言
,

穿过一个相当小的孔的电子流将显示

出衍射现象
。 “
正是在这一方向上

,

或可寻得我们的

观 点的实验验证
。 ”

德布罗意总结说
∋ 了‘

几何光学的和动力学的两条

伟大原理之间的基本联系由此得以完全明朗
。 ”

德布罗意的理论确实使人耳目一新
。

 + 年上

半年
,

德布罗意进一步发展了他的理论
。

在  + 年

抖 月  ∗ 日提出的博士论文甲
,

除了上面提到的 三

篇文章所沙及的主要内容外
,

德布罗意还得到了稍

后以他名字命名的波长与动量的关系式
。

这个式子

和 , 二 # ∃

一起
∀

后称爱因斯坦一德布罗意关系
。

−摘 译 自《祝贺德 布罗意
、

狄拉 克诞 辰
, ,

.  年物理学史学术讨论会 /

改造心理学
,

为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服务

中国科学院 心理研完所 潘 获

心理学当前的最大问题是
“

埂短汲深
” ,

远远够

不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各有关方面的实际需要
。

我

们必须进行大量的多方面的创造性工作以期能配合

这种实际要求
。

建立走我国自己道路的新心理学以

服务
厂

于我团社
∀

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局面的全面开创
∀

从一个方面看
,

心理学的这种改造是必然的趋

势
。

因为在一百多年前
∀

心理学虽然宣告脱离了哲

学而独立
,

但基本上仍然受着它在 刚独立时所受到

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官勺严重束缚而一直刻乏能完全摆

脱
∀

因而使自己长期地益足于
一

二元论的思想基础
一

0几

而不能真正地或全部地走上科学的轨道
。

在另一方面
,

特别就我国来说
,

心理学又有来一

番相当深刻的改造的必要性
。

我国宏伟的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
,

特别是当前和今后要全面开创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

许多方面都有对科学的心

理学为之服务的迫切要求
。

而目前的心理学不能胜

任地为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有关方面的需

要服务
,

主要原因一是由于我们掌握的心理学知识

还很不够
,

专业队伍也还太小 1 二是由于心理学本

身还有些薄弱和缺陷的地方
。

这里包括许多根本性

的理论问题和概念必须得到科学的解答
,

如什么是

心理学研究的对象
∀

什么是意识
,

什么是思维
∀

心和

身是怎样的关系
,

心理的范畴是二分的还是三分的
,

什么是个性
,

心理和实践是怎样的关系
,

心理有怎样

的内在矛盾
,

心理发展的动力是什么
,

知和意
、

意和

情是怎样的相互关系
,

人和动物的木质区别和联系

在什么地方
,

什么是智能和智力
,

等等
。

这里也包括

心理学的指导思想和心理学的方法论以及心理学和

别的学科的关系这种大问题
。

还有
,

如果心理学的

基础研究搞不上去
,

许多基本理论和基本概念让其

停留在模糊不清
、

议论纷纭的状态之中
∀

心理学的应

用研究也难于得到顺利的发展
。

至于心理学的这种较大规模的深刻改造如何着

手的问题
,

可以考虑到有四个主要的途径份
一

是要不

断地学习并牢牢地掌握马列主义
、

毛泽东思想用以

作为心理学工作的思想指导 1 二是要坚决贯彻理论

联系实际的原则
,

把一切心理学工作最密切地结合

着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并为之有效地

服务 1三是要积极地通过批判分析
,

学习吸收国外心

理学的一切有价值的东西 1 四是必须好好挖掘我国

古代心理学思想这个宝藏
。

感 觉 异

辽宁社会朴学院哲学研 究所

议

王树茂

随着科学技术的日益进步
,

感官生理心理学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