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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研究心理学就必须考虑心理学研究所需要的方法论
,

主是大家知道的
。

现在的心

理学还有许多不同的学派
。

每一学派都有它自己的具有一定特殊性的方法论
,

虽然每一

学派 的人对于自己所采取的方法论不一定是 完全白觉的
,

即不一定是经过充分的考虑而

对之取得十分清楚的了解的
。

现汪
,

我们要研究辩证唯物论的心理学
,

就必然要认真考虑

采取适合于辩证唯物论心理学的研究而和一切非辩证唯物论心理学 的方法论在本质上有

所不同的高度 白觉的方法论
。

因此
,

为了研究辩证唯物论 心理学
,

我们对方法论的考虑就不能是一般的泛泛的考虑

而必须是刘我们的研究 目的的具有密切针对性而能为之很好地服务的方法论的考虑
。

所

以
,

东义们首先明确提出我们所要研究的心理学方法论是辩证唯物论心理学的方 法论
。

但

辩证唯物论心理学在方法沦上还有不 少问题需要搞明自
。

这些问题如果不 明确而只有一

个笼统的辩证唯物论心理学的观念还是不 行的
。

一
、

什么是科学 包括心理学 的方法论

一丁
、

, 科 攀的方法论从很本上米说
,

就是这门科学研究最高的或原则性的指导思想
。

一门科学的这种于旨导思想就是要指明这门科学为什么要 研究
,

研究的领域相范围
,

而尤

共重要的是怎祥去 研究
。

可 以看到
,

科
一

学的这种最根本的指导思想是和 从事科学研究的

人所养成的世界观密切结合
厂

任一 坦门
。

一个人的世界观又和他在一定 的社会条件下所形

成的丛本立场有不可分割阴联系
。

有了一定的立场就有一定的看待
一

世界事物的观点
。

有

了一定的看待世界事物的观点就有一定的刘
一

待世界事物的方法
。

一个科学工作者的这种

立场
、

观点和方法就构 扮池柏应 的世界观
,

也就构成他的科学工作 的方法论的基础
。

人们的世界规主要不外乎三种
,

即唯物论的 世界观和唯心
、

论的世界观以及二元论的

创旱观
· ,

有成就的对一门科学的知识有系统掌握的科学家至少在他 的科 学范围内只能是

一 个咋 物论者并且往往也可以是抱有彻底的唯
’

勿沱 世界观的人
。

因为他不能不承认他所

研究的事物是不依赖于他的认识或意志而独立存在的
。

科学的知识就是在这样的世界观



之下所取得的
。

唯心论世界观则与此柏反
。

因而抱着唯心论的世界观是不可能取得科学的

认识的
。

至于二元记的世界观则有一半是唯 物论的
。

因而抱着二元论世界观的科学家

是可以有的
,

并且还 卜少
。

他们在实验室中可 以是唯物论者
,

但他们也可以在星期天走

进教堂
,

或者他们在得到科学研究结果以后却作出唯心论 的解释
。

由此观之
,

可以知道

只有唯物论的世界观才能作为科学方法论的最高原则或最根本的思想基础
。

从现在 已有的典型科学 即不包括号称科学而并不见得那么科学的东西 的知识来

看
,

他 汀都是对客观世界独立存在的事物的情况和他 们之间的互柏关系以及所表现的规

律的如实的反映
。

这也就是说
,

它们都实际上足在唯物论的观点之下取得的
。

并且 因为

如此
,

这种反 映斗 仅 是
、

良物的而且还往往包含有辩证法沟成分
一

,

因为辩证法也是客观地存

在于现实事物的柏互关系和发展变化本身之 甲 阴
,

达是重视客观实际的观察不会完全看

不到的
。

但是过去的科学家并不都是 自觉地这样做的
,

而是不 自觉地或自友地被迫于所

研究的实在对象而不能不这样做
。

因此
,

我们可 以不管这样的情况而肯定科学方法论的

最根本的原则是辩证唯物论的观点
。

因此
,

心理学如妥完全科学化
,

就必须和其它先进的已充分成熟的科学
,

如 物理

学
、

化学
、

生物学
、

地质学 以及某些成熟的社会科学
,

走到同一条道路上去
。

这就是

说
,

心理学如要进一步发展成为成熟的科学
,

就必须在方法论上首先明确全面接受并贯

彻辩证唯物论 包括历史唯物论 的碧想指导
。

所 以
,

我们提出的辩证唯物论心理学的

方法论显然不是一家一派的心理学的方法论而是识求心理学进一步发展成为成熟的科学

所必须采取也是必然要采取的方法论的最高原则
。

这里要附带说明一个问题
。

那就是
,

为什么有些唯心论思想家也能对科学作出一定

的贡献或提出一些合乎科学的见解呢 对
一

这个问题的答复并不是困难的
。

因为唯心论是不

可能 彻底的
。

生活花实任阅事物所构成的实在 世界中的唯心论者也要吃饭
,

不能
“画饼

充饥
” 。

所以唯心论者在生活实践中不能不承认外界事物的独立存在而作出一些合乎实

际的论断
。

至于客观唯心论则更是头脚颠倒的唯物论
。

客观唯心论者更可以有不 少看法

是合乎实际而具有科学意义的
,

有的需要倒转过来看
,

有的不倒转过来 也可以
。

可见
,

唯心论者能提出合乎科学的见解
,

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唯心论
,

而是 因为他们会滑向唯物论

或者是因为他们在许多地方是颠倒的唯物论者
。

总而言之
,

只有在唯物论的思想前题下

才能取得科学的知识
,

这是无可怀疑的
,

是普遍适用的
。

许多成熟的科学都能 白发地或不怎样自觉地走上了正规的科学道路
,

心埋学是否也

能这样呢 我们所能作的答复只能是
“否” 。

这个否定的答复主要依据 屯个理 由
。

一个理

由是一百多年来心理学的发展历程 时大幅度摇摆性或仿徨无主所透露给我们的
。

心理学

在上世纪后期离开哲学而独立的时候
,

呱呱落地就已从母体受到唯心论租形而上学的严

重束缚一直至今
。

这就说明它的方法论 的主要原则是不健康的
,

是和典型的成熟科学相

径庭的
。

这种使它在前迸中不能不仿徨无主
,

东摇西摆始终看不准心理学的科学出路
。

况且这是西方心理学者征它们的社会条件下厂
二

形成的顽强的二元论世界观所决定的
。

牢

固的基本观点既然不端正就无法辨清楚事物的是非
。

在这样的情况下
,

要 自发地走上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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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唯物论的道路的可能性几乎是没有的
。

第二个理由是一个世纪以来的心理学者本着形

而上学的观点
,

只看到人的心理活动的主观性而看不到它们和其它物体的功能或运动具

有同样真实的客观性
,

因而他们仍一直抱着自古以来的灵魂观念或心灵观念这种二元论

看法
,

把它们看作和物质事物有本质不 同的另一种东西
。

这样
,

典型的成熟科学
,

主要

是物理学
、

化学和生物学
,

所无形中采用的方法论最基本的原则玩对心理学似乎根本用

不 上了
,

好象必须走另外的道路了
。

这样
,

也就不可能自发地走上辩证唯物论的方法论道

路
。

人的心理活动的复杂性和它们的主观性一面也的确使心 中无主 的心理学者容易倒向

唯心论
一

方面
。

第三个理 由是特别就我国的心理学发展情状来看的
。

我国有系统的心理学

原足从西方 引进来的
,

也 已有八
、

九十年之久了
。

然而
,

我们所走的道路一向是搬来主

义
,

人云亦云 ,’, 准他人之马首是瞻
” ,

直到解放初期还是如此
,

甚少改变
。

解放初期原

已提出了要研究辩证唯物论心理学的愿望
,

但贯彻得太不够
,

良好的愿望实现得太少
,

直到现在
,

搬来主义还基本上没有绝迹还仍有一定的流行
,

良好的愿望还基本上停留在

愿望的状态
。

从上面的分析可 以知道就西方心理学而论搬来主义是尤其要不得的
,

是特

另有害的
。

为什么我们还不能或不愿抛弃它 一个主要的理 由是长期走了搬来主义的道

路已习惯成性
,

西方的心理学盘踞在我们的头脑中已根深蒂固难于破除
。

同时
,

我们崇

尚死记硬背的封建教育的余毒对我们的影响也不无关系
。

因此
,

我们也是同样
,

要在心

理学的方法 仑 信赖 自发 地走 匕辩证唯物论的道路
,

从三十年来的情况看
,

显得是很少

可能 的
。

为此
,

我们对心理学所迫切需要的辩证唯物论的方法论必须大讲而特讲
,

必须大大

加 强对它的研究和讨论
,

以期我们大家都能充分 白觉地运用它
,

能充分有意识地去不懈

地努力把它充分贯彻到我们的心理学研究工作
,

教学工作以及其它的工作中去
。

这是心

理学的进一步发展必要 的
,

也是为建立具有我国特 色的能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各有关

方面很好地服务的心理学所不容忽视的
。

我们必须把它作为一项首要 的任务来抓
。

二
、

科学 包括心理学 的方法论的共同性和特殊性

一切科学在方法论上都应该有它们的共同性而同时也必然有它们的特殊性
,

如果不

同的科学在方法 论上或基本观点上没有什么共同性
,

刀卜么它们怎么能加得上一个共同的

称号叫做科学呢 一切 科学在方法论上首先的一个基本的共同性就是前面已说明的辫证
’

唯物论的思想的指导
。

如果有什么研究没有这一点
,

能成为科学吗 如果有什么研究在
, 、

这一点上有所不够
,

那就必然使它的科学性有相应的欠缺
。

从现在的心理学看
,

就是这

样
。

这是很明白的道路
。

科学的研究是要如实地反映客观
一

世界事物的存在和发展变化的

情况和它们之间相互关系以及所表现 的规律的
。

要充分取得这样的成果
,

就非彻头彻尾

贯 彻辩证唯物论 的方法论不可
。

这就是心理学如要进一步发展成为成熟的科学
,

就必级

和物理学
、

化学
、

生物学
、

地质学等走
一

匕同一条辩证唯物论 的道路的根本理 由所在
·

粤
理学

、

化学
、

生物学等许多 已成熟 的科学在方法论上早 已不怎么自觉地这样做了
,

所碳
上七

一

一
, 叫卜如州 , 侧目户今内心叫卜 ’

寻



能取得那样丰硕而辉煌的成早
,
心理学必须从此得到启发也这样做

,

但必须高度 自觉地

作出积极 的不懈的努力以求达到这个目的而不能依靠自发的效果
。

其它一切还不很成熟

或不够成熟的学科都应该采取这样的方法论或者终究会采取这样的方法论
。

这就是一切

科学 包括心理学 的辩证唯物论的方法论的最高共同性
。

但科学方法论
,

除了辨证唯物论的思想指导这个最高原则的共同性之外
,

还可以有

次一级的共同性
。

科学方法论仅仅有辩证唯物论这个最高原则还是很不够的
。

在它之下

并由它而产生的还有一些次一级的重要原则
。

在这些次一级的原则中有的也是普遍适 用

于一切科学的方法论 的
。

例如理论结合实际的原则就是这样的原则
。

一切科学研究都是

为了对客观现实在世界中某一特殊方面取得如实的反映的
,

所以必须严格密切结合着实

际
。

但科学总是有一定的理论性的
,

有的较强甚至很强
。

如心理学便是理论性很强的一

种科学
。

没有理论就不成为科学
。

有人认为科学只是许多事实的积累
,

不需要理论
,

这

是非常错误的
。

说事实
,

已不对
,

就说知识吧
,

科学决不是一堆不能 互相联系起来
,

不

需要贯串起来的众多零零碎碎的知识所能构成
。

常识也不是 这样
,

何况科学
。

所 以
,

理

论结合实际的原则 也龙一 叨科学的方法沦中共同 为主妥一条
。

此外还刊
一

以有别的这样的

共同性
。

在另一方面
,

不同的科学在辩 证唯物论的方法论上也可以有各自特殊的次一级的原

则
。

这是不同科学的特殊对象所决定的
,

这就是科学的辩证唯物论的方法论的特殊性
。

但

这种特殊性也可 以为两科或几种科学的方法论所共有而不是所有 科学共有
。

例 如心理

学中由心理学的特殊对象所决定 的自我观察 不是内省的意义 的原则 自我观察在心

理学的辩证唯物论的方法论 中有重要的意义
,

故 也有一定的原则性
,

在人体生理学 中

常用到
,

在医学中也用到
,

和其它的科学的方法论则无关系
。

过去的一些心理学流派有的只看到心理学在方法论上和其它科学不同的特殊性而忽

视了应有的共同性
,

而有的却只看到共同性而忽视了特殊性
。

例如意识心理 学的构造派只

看到他们所谓意识的特殊性而耍在具体研究方法上采用一种十分狭窄的内省法而忽视了
,

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应与物理学
、

化学
、

生物学等在方法论上的唯物论 的共同性
。

但同

时它又只看到心理学的具体研究方法要按照物理学那样的模式而忽视了心理学应有的特

殊性
。

意识心理学的机能派因为看到心理学和生物学有一定的共同性而对心理学的方法

论采取生物学的基本观点 生物适应 的观点
,

因而忽视了它应有的特殊性
。

行为心理

学派则是把机能心理学派不恰当的方法论观点推向极端
,

完全只看到心理学和生物或生

理学的共同性而更是忽视了它应有的特殊性 以致把
“

意识
”

完全抛开或者企图用 州于为
”

的概念或者用反射的概念或者 用操作的概念或者用物理
、

化学的概念去看待它
。

完形心

理学是意识心理学构造派的一种变种
,

主要差别在于反对分析而强调综合
,

因而在方法

论 毖也是只知道心理学对其它所有科学的特殊性而忽视了应有的共同性
。

至 于 其它学

派
,

可 以类推
。

这种知同而不知异或知异而不知同的情况也就是传统心理学受着形而上

学的束缚而缺乏辩证观点的一种表现
,

而这种表现又是信奉唯心论 或二元论的一种必然

的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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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生活实践的观点

生活实践的观点也是辩证唯物论心理学的方法论的一个重要的原则性观点
。

实践是

指 “三大实践
” 之类的实践

。

但人们在 日常生活中的种种活动 也可 以看作是广义的实践
。

如吃东西
、

穿衣服
、

走路
、

游戏
、

和别人聊天
、

看戏
、

旅游
、

欣赏文艺等等活动都可以

包括在广义 的实践之内
。

人们的心理活劝
,

除了很少数的几种外
,

都是在他们的生活实

践 中产生出来的
,

是以他们的生活实践为前提而 构成生活实践活动的重要环节的或者就

是生活实践活动的全部分而生活实践活动又是人们作为主体和含观世界种种事物作为客

体之间相互联系
、

相互作用的种种表现
。

只有在这样的具休关 系中来肴人们的心理 活动

及其行动表现
,

才能对它们取得全而正确的科学了解
。

东 传统的心理学上
,

往往把人的心理活动看作是 自发的
,

孤立
一

叭独自产生的
,

仿佛

是天上掉下来的
。

这样就很难看清楚它怎么一回事
。

传统心理学至 多只 吧把 人的心理活

动 和抽象化的所谓
“刺激 , 联 系起来

,

甚至否认它和人脑的以及整个人休的关系
。

从生

活实践的具休观点来看
,

这样抽象的孤立的看法是很不恰当的
。

从生活实践的具体观点

看来
,

外 在世界中和人的心理 活动密 切相联系着 的是其巾的种种具体事物而不能仅仅称

之为
“刺激” ,

所引起 自心理活劝也不是用反射所能说明
,

而人的心理活动离开了和脑

或整个人体的关系也无法理解
。

从生活实践的唯物论观点看
,

没有人脑而有人的心理活

动是不可想象的
。

阐明人的心理和人脑 的关系是唯物论心理学的一个基本任务
。

从生活实践的角度看
,

人的心理活动一般都有头有尾
,

构成一个单元
。

这个单元的

头就是引起一种生活实践活动的动机
,

它的尾就是这个生活实践活动达到目的时候所有

的满意情感或没有达到或一时达不到的目的而只能中止所有的不满意情感
。

和一个心理

活动单元相应 的生活实践活动也构成一个单元
。

前一种单元刊
一

称为心理话动单元
,

后一种

单元可以称为实践活动单元
。

两种单元在一起如果和前后的
一

单元都没育联 系
,

扰都是独立

的单元
。

如果一个心理活动单元只有一头一尾
,

就是一个 单元
。

和它泪应的实践活动单元

也是一个单一的单元
。

两个 以上的单一实践活动单元可以相互结合而代 当一个复合的实

践单元
。

与之相应 的互相联系着的单一心理活动单元也构成一个复合的心理活动单元
。

一

个复合的心理活 动单元就有一个 总的头和尾
,

并可以和相结合的实 践活功相应由一系列

众多的单一心理活动单元所构成
,

因而所有总的结尾可 以是遥远的
,

曰们应的实践活动

的目的的遥远而定
。

有一种意见倾向于把生活实践的观点理解为活动的观点
。

价是 洁得商榷的
。

因为组
活实践的观点或简言之为实践的观点是有特定的意义的

,

不是泛的活动
。

人们的生活实践活动包括两个方面
。

一方面是对客观坦
一

界事物
,

包括 自己在内的辩

认
。

另一方面是对世界事物施加影响或采取一定的对待态度
。

与此 阳应
,

人们在生活实

践 中的心理活动也分为二大方面
。

一是对事物的认识活动
,

包括感知 觉和 啄维以 及它似
所综合而成的意识活动

。

另一是对事物的意向活动
,

包括意图
、

意志
、

谋急
、

欲求
、

愉
’

感
、

态度
、

策划等活动
。

这些都是对待事物的心理活动的不同形式
。



由上所述
,

可 以看到
,

在人们的生活实 践中所产生而与之密 切联系 瞥的心理活动是

对生活实践活动起调节和指导作用的是不可或缺的
。

其中最主要的是 忍维活动和意志活

动
。

因为如此
,

人的生活实践活动就和动物的行为育了本质的差别
。

人们生活实践中的

认识活动和意向活动两大心理活动方面
,

我 国历来称为知和行
。

知和行 虽有实质的区

别
,

但是互相孤立的而不是 互相结合在一起
,

相辅相成的
。

四
、

理论结合实际的原则

一切科学研究都要贯彻理论 结合实际这个原示 这 旱大家知道 的 在上文 已提  井有

所说明
。

这里再 申说一下
。

科学必须有理论
,

完全缺乏理论而东零西碎的知识
,

即使是正确的
,

也不能成为科

学
。

这是科学和常识的主要区别
。

但科学的理论决不能脱离实际
,

脱离实际的理论就不

成为科学的理论
。

这个道理是容易明白的
。

但我们在科学工作的实践中往往不能贯彻这

个明白的原则
。

所发生的偏差不外乎三个方面
。

一方面是对所要结合的实际认识不清楚

或者有错误
。

另一方面是对要和实际相结合的理沦了解得不正确
。

再一方面是不知道或

不清楚理论和实际怎样相结合
。

此外还有一种容易产生 的偏差是片面强调理论片面强调

实际
。

在这些偏差的任何一种之下都不能恰当地贯彻理论结合实际的原 则
。

现在联 票筹

辩证唯物论心理学的研究来论述一下这些问题
。

首先一条是关于所要结合的实际是什么实际或怎样的实际的问题
。

就心理学而论
,

这差不多就是心理学的对象的问题
。

但又书心理学的对象历来就有不少不同的讲法
。

受唯

心论和形而上学严重束缚的传统心理学关于对象的讲法就有很大的分歧
。

这些分歧都 是

从片面之见而来
,

也就是 由于受唯心 沦和形 而上学的束缚的结果
。

我们要研究辩证唯布刀

论 的心理学
,

就必须有它自己的不同于传统心理学任何一派的讲法
。

辩正 注物论心理学

必须如实地看到人的心理活动并不是孤立地产生的
,

而是和人们在各方面的生活实践密

切结合在一起的
,

是人们认识 世界事物和变革世界事物的活动不可缺少的关键环节
。

辩

证唯物论心理学所要结合的就是这样有高度现实主义的活生生的实际
。

心理学的研究也

和其它科学的研究一样
,

要能如实地反映人 的心理活动这样一种发生于客观世界中的事

实情况而不能予以人为的割裂或简单抽象化
。

这样才能称为唯物论的心理学
。

传统心理学

把 人的心理活动看作是孤立产生的
,

把它和人的种种现实生活实践的密切关系切断
。

这

就是人为的割裂
。

传统心理学把刺激反应的模式用来描述和说明人的心理活动这类做侠

就是简单抽象化
。

这都是唯物论的科学心理学所不能同意的
。

传统心理学有的只抓住意

识而忽视行动 主要是它背后 的意向或意志
。

有的又只抓住行动 并简单化为行为

而徕杀意识
。

这都是形而上学地看不到意 识和行动的辩证统一关系的对人 办自理活动的

实际的片面之见的结果
。

这是唯物辩证的心理学所不能接受的
。

总之
,

辩证唯物论心理

学所要结合的实际也和其它科学一样必须是如实 的
,

全面的
,

不 能加 以人为的歪曲
、

割

裂或简单抽象化当然也不能加以人为的复杂化或玄虚化
。



此外
,

心理学上理论结合实际所说的实际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
。

唯物论 的心理学既

然要把人们的心理活动看作不是孤立的而是和人们在各个方面的现实生活实践活动密切

结合在一起的
,

因而唯物论心理学的理论所要结合的实际就必然有社会性质叼 不同
。

因

此
,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
,

人们的生活实践必然至少会打上 资木主义的烙印
。

八之上会 主义

社会中
,

人们的生活实践则必然至少会打上社会主义的烙印
,

尤其是实 践一般都只能是

社会主义建设各行各业中的实践
。

所以
,

我们所要研究的要能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 没有

效地服务的辩证唯物论心理学所要结合的实际必然只能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各方面

的实际
,

简言之
,

我们的心理学所要结合的实际应该是我国让会主义建设的实际而不是

其它的实际
。

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很需要辩证唯物沦心理学
,

而我们所 要研究 的辩

证唯物论心理学也很需要我国的社会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所提供的最 良好有利

的发展条件
。

我国的心理学必须好好利用这个条件
。

其次是我国的心理学要和实际相结合的理论应该是怎样的理
一

沦问题
。

很叼自
,

如果

我们要研究辩证唯物论的心理学
,

所要的理论当然只能是辩证唯物论 扣正辩 证唯物论的

大前提之下 灼理论
。

因此
,

我们所要的理论就决不能是唯心论的或二元论或形 而 上 学

的
。

因为辩 证唯物论是客观现实事物中抽取出来的
,

是有客观实际的基础的
,

因而是能

帮助我们辨认并了解玄观实际的事物的
。

这是一切科学所需要或应该采用的哩沦
。

心理

恺也是这样
。

这是前面 已说明了的
。

心理学所不同的是要特别强调这一点
,

因为心理学

态理论观点上容易有意或无意地滑到唯心论或二元论和形而上学方面去
。

有不 少心理学

者十 分自觉地要避开唯物论
,

要依靠二元论
,

因而也就接受了形而上学均观点
。

一百多

年来近代心理学的产生和发展情况就说明了这一点
。

我们说传统心理学受着唯心论和形

而上学的束缚
,

是合乎事实的
。

因而我们现在要坚决改正这个大门缺点
,

要火力提倡辩

泪唯物沦这个为科学听共同需要的理论
。

心理学的任何分支
」

叮需要 钧特殊理 沦
,

川发展

心 哩学灼心哩发展理沦 也必须都是属于辩 证唯物论范畴的 里
’仑

。

换句话滩
,

辞证唯物

论的理论必须贯彻到全部 心理学中去
。

再其次是心理华的哩论和实际如何相结合的问题
。

理论结合 丁际的问题共实优是理

论和实际泪结合的间题
。

这 个问题 户自理学上和所 庄其 色科学 二尾没有明显区别的
。 。王

科学研究中
, 一个研究者在和所要研究的实际接触或下到实际 甲去之前

,
、

必须先有一定

的看法或设想
,

即理七
,

也可以说是事先 的理论
。

没有一定吻事先
工

叫行
,

叼必然茫无头

绪
, 、

清楚要去洁合怎样叼实际或怎样去结合
。

月确了要结合怎 丈亡,勺买际并怎 样 去 结

合
,

才
‘

能后手进行研究 考察的 工 作
。

一

主研究 口牡句几护戈过程中 位先
, ‘洲 ‘才

’

可 只得封

友展
,

即其
一

‘一 部分可能被否定掉 丁
‘

戍 、寻刘某种改正 另可
一

娜交训 少列 了通实或有所

提高或甚至有很大的提高
。

这个过程 中
,

所结
一

含沟实际和结合 刁方式 匕
一

可
、

五有 所 改

变
,

或扩大了或缩小了
,

或放弃一部分而集 中研究另一部分等等
。

通
、

互这样的过程而最后

总结出来的理论可 以说是收获的理沦
。

这就是一番研究考察工你的最后收获
。

但这里所

讲的理论应该是广义 的
。

通过研究考察而对某种事物或情况得到一种新的概念或理解或

解释
,

也就可 以说得出一种新理论
,

不一定要是一般所说那样的理论
。

从这里的分析可



以看到
,

差不多在科学研究的全部过程 中
,

理论和实际都应该是互相联系着的而不应 该

是互柑隔并的
,

在理论结合实际的问题上
,

在事实上产生的错误看法和做法就在于把理

论和实际分隔开来
,

分作两头
,

一头是理论
,

一头是实际
。

多年前曾有一个从事地学工

作的人要到一个边远地区去进行考察
,

用意是很好的
,

但忽视了作好事先的理论准备
,

即作好设想的计划
,

就 贸然地率领了一班人前去了
。

但花了不 少讨间和人力物力带回

来的科学资料没有多少
,

连一份考察报告 也没有能写出来
,

真可 以说是进宝山而空回
。

也有一个研究机构曾强
一

凋要重视结合实际的工作
,

立固然很好
。

但产生了两种意见
。

少

数人认为结合实际不能没有理论
。

这些人被称为哩沦派而受到一定 的批 评
。

多数人认为 洲

论在实际中
,

要到实际中去取得理论
。

应该说两方法都有一定的道埋
,

但都是片
一

而的
,

因而都没能取得怎样有价值的收获
。

实际派的疏忽 是显焦的
。

理论派的疏忽则庄于没有

清楚 了解理论和实际是怎样的关系 以及结合实际为什么要有一 定的理论
。

两方而的问题

都在于把理论和实际看作是分成两头的事
。

其实
,

理论是从实际中
二

书而实际 则有待于提

高到一定的理论而结合实际之前 也必须有一定的理论准备
。

事买上
,

土而听说的理 沦派也

不是完全没有一点实际的观念
,

而相对的实际派也并不是完全没有一 点理论誉法
,

都只

是够不 够或恰当不恰当的问题
。

理论结合实际这个问题好象很叫自
,

但要贯彻得好并不

那么容易
。

理论结合实际这个问题在我们的心理学上是颇突出的
。

还要补充的一点
,

就是一门科学本身的现状 中存在的问题 以及它自己过去长期发展

的经过情况也可以是这门科学研究所要结合的实际的一个方面
。

心理学也是 如此
。

五
、

研究什么人和为什么人的问题

心理学是研究人自己的一门主要科学
。

心理学是一门研究人的重要科学
。

但 它要研

究什么人呢 这却是二个值得考虑一下的问题
。

科学研究 也是要为 人民服务的
。

所以心

理学也有一个为人民服务 的问题
。

心理学要能为人民服务
,

也就要研究广大的 人民
。

上 断

我们指出
,

心理学所要研究的心埋活动应该是人们 在各方面现实的生活实践中的心理活

动
。

这也说明心理学是要面对广大的人民的
。

心理学要为广大的人民服务
,

也就要研究

广大人民的心理学问题
。

要研究面向广大人民的心理学也就是要能为广大的人 民服务
。

所以这两个间题是完全一致的
。

这是辩 证唯物论心理学所特有的一个问题
。

过去 的心州

学完全没有这个间题
,

也不会产生这个问题
。

所以
,

辩证唯物论心理学所要研究的人应该是现实的人而不
几

是抽象的人
,

应该牡厂
‘

大的人民群众而不是任何一个狭小阶层中的人
。

听谓广大的人民群众就包括社会 中各行

各业从事不 同的社会实践活动的人
。

在各行各业不同的让会实践活功 甲的人就有不 司
一

‘

勺

心理学问题
。

研究这些不同的特殊心理学间题的心理学就成为心理学 各个不 同的分支
。

但 它们又必然有许多共同的心理学问题
。

研究这许多共同的心理学问题的心理
·

羊就成为

心理学主干的基础心理学
。

可以看 到
,

这里所说的分支心理学过去都一般称为应 用心埋

学
。

应用心理学这个名称从心理学研究什么人和为什么人而研究的问题 奇来是不恰当的
。



因为
,

例如工业心理学是研究在工业生产和管理方面的心理学问题的
,

也就是心理学和

这一方面有关的实际相结合的应有的研究
。

心理学要面向广大的人民群众生活实践中心

心理学间题
,

在工业方面的研究 就理所当然地是辩证唯物沦心理学一项特殊的重要研究

任务
,

是辩证唯物论心理学本身的一部分
,

而不仅仅是心理学的一般知识和原理在这方

面 的应用
。

因此要把它认作整体心理学的一个方面的研究而不仅仅是应用
。

传统心理学

已育了这种烦向
。

要面向人民大众的辩证唯物论心理学则应该更发展这个倾向
。

然而
,

一

世界上的人那 么多
,

就中国而论也有十亿人口
。

心理学要为 了十亿人民大

众而研究 他们生活实践巾的心理学问题
,

如何能做得到呢 这样的问题在其它科学也是

育的
。

如生物学并不要去研究世界中每一个生物
。

首先可以分为植物和动物两大类
,

每

一类又可以分作一定数目的种属
。

我们只要准确研究每一种的一个代表样品也就行了
。

要知道麻雀的身体构造
,

能解剖一只麻雀也就可以
。

心理学要面向广大人 民群众
,

也只

要分门别类地去做
,

甚至有些问题的研究也可以不分门别类
,

只要取样适当就可以
,

但

作为辫证唯物论心理学的研究
,

其 目的必须是为了对人 民大众的生活实践有所裨益
,

而

不是为 了科学研究而科学研究
,

或者为了把我们的辩证 唯物论心理学建立起来或予以充

实的需要却也是可以 的
。

心理学所要结合的实际的不同方面确实是很多的
,

但有了人数

怕应的研亢 灭伍
,

也就能胜任
。

待续

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