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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心理学产生的历史背景分析
‘’

孙 哗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摘 要

本文从外因与 内因相结 合
,

外因通过 内因起作用的观点分析 了认知心理 学

产生的历 史背景
。

外因主要是信息论
、

控制论
、

计算机科学和乔姆斯 基 语 言 学

的影响
。

内因主要是早期 实验心坦 学的心理主义 传统的影响
,

特别是冯特
、

顿德

斯
、

屈 尔佩
、

格式塔心理学
、

新行 为主 义 以 及近代布鲁纳的新观点等的影响
。

当前
,

认知心理学风行于美国和西方心理学界
,

已成为美国和西方心理学中一种主导

的思潮
。

它的出现和发展
,

使美国和西方心理学在基本理论观点上
,

在研究课题 上
,

在 研

究方法上都产生了明显的变化
。

这种变化也引起苏联和我国心理学界的重视
。

苏联心理

学界已经翻译介绍了几本认知心理学的代表性著作
,

并撰写 了 专 门 的 评 论 文 章 和 专

著帅
。

我 国心理学界也发表了一系列介绍评论认识心理学的文章
,

尚在进一步进行 系 统

性的研究帕
。

本文试图探讨认知心理学产生的历史背景
,

作为对此问题进行全面研 究 的

一个部分
。

首先
,

我们认为
,

认知心理学的产生是有其广泛的
、

长期的历史条件的
,

不是某个个别

因素作用的结果
。

任何一个事件的产生
,

都有其内部的依据和外部的条件
。

从内部 依 据

看
,

认识心理学的产生是心理学本身长期历史发展的结果
。

从外部条件看
,

它是心理学与

邻近学科交叉渗透的结果
。

我们先从邻近学科对认知心理学产生的影响谈起
。

认知心理学产生的外部条件
—

邻近学科的影响

对于认知心理学的产生有较大影响的邻近学科主要是信息论
、

控制论
,

计算机科学以

及乔姆斯基语言学
。

信 息论和控制论促进了计算机科学和认知心理学的发展
。

计算机科

学的发展不仅直接促进了认知心理学的发展
,

而且其本身也受到认识心 理 学 的 很 大 影

响
。

在计算机科学和认知心理学之间产生了一门新兴学科一
一
人工智能

。

语言是认知心

理学研究的领域之一
,

这方面主要受乔姆斯基语言学理论的影响
。

而乔姆斯基本人 又 是

受心理学影响很大的一位语言学家
。

在心理学和语言学之间也形成了一门新学科一
,, 臼

理语言学
。

’

科学的发展往往是与实际的需要密切相关的
。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
,

由于战争 的 需

. 本文于 +,−年 / 月 0 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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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科学家从事于战争工具的研究
。

申农和维纳分别从事于改进通讯效率和火 炮 追

踪 目标的研究
。

申农在改进通信效率研究工作的基础上创立了信息论
,

发表于 + / , 年
。

维纳在火炮追踪 目标研究工作的基础上创立了控制论
,

发表于 + / +年
。

控制论又为 系 统

论奠定了基础
。

信息论
,

控 制论和系统论的思想对于心理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

信息论是一种给信息和不确定性定量的方法
,

并能说明输入和输出之间的 关 系
。

它

可以用来确定一定情境下的信息量
,

通过一系列肯定与否定问题
,

每次把不确定性减半
。

信息论研究通信信道的容量及其传递函数
,

主张改变信息编码可提高信息传输效 率 等
。

心理学家们看到
,

信息论为心理学研究提供了有用的概念和方法
。

人可以视为一个 通 信

信道
,

从而可以研究其传递函数
。

心理学可 以采用信息和信息量的概念以及测量信 息 量

的数学方法
,

可以采用代码
、

编码
、

译码等概念
。

人们看到
,

早期的心理学研究单纯地考察

物理量和心理量之间的关系
。

后来人们认识到
,

这种关系还同刺激的生物学意义有联系
,

生物学意义大的刺激
,

其物理量虽小
,

仍能引起强烈的反应
。

信息量的概念出现 后
,

人 们

又进一步认识到
,

这种关系还同信息量有联系
,

如好奇心现象
,

既难于用物理量
,

也难于用

生物学意义去说明
,

信息量则可以较好地说明它
。

这个例子表明
,

信息论的概念确有助于

说明心理学事实
。

首先把信息论概念引进心理学的是哈佛大学的 (
2

米勤 2
。

随后
,

心理

学家 3
·

阿特尼夫也看到了信息论对心理学的意义
,

他 + 4 /年就发表了
“

视知觉的某些信

息方面
”

的论文
,
+ 4 +年撰写了一本题为

《

信息论在心理学中的应用
》

的小书闭
。

五十年代
,

信息论在心理学研究 中曾风行一时
,

后来其影响有所下降
。

主要原 因 是
,

这个理论能很好地说明被动的信息传输系统
,

如无线电
,

却不能为人的心理机能提供合理

的模型
。

由于把人视为被动的信道
,

就实际上忽视了人的内部表征的积极作用
。

认 识 到

人不是被动信道
,

人的内部表征对信息进行积极的加工
,

就意味着从单纯的信息论观点过

渡到信息加工的认知心理学观点
。

虽然信息论思想应用于研究心理现象上产 生 某 些 问

题
,

但是它对于认知心理学的产生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

最早把信息论引入心理学的 (
2

米

勤和 3
·

阿特尼夫都是早期认知心理学的代表人物
。

信息论的一些概念今天在认识心理

学中仍是基本概念
。

控制论是与信息论密切相关的
。

它主要研究系统的控制过程
,

提出控制是通过 信 息

反馈而实现的
,

系统把有关过程 当前状态的信息反馈给 中枢以制导这些过程
。

反馈概 念

是控制论的一个基本概念
。

这个观点大大推进了 自动化系统
、

计算机和人类生理心 理 过

程的研究
。

维纳本人直接谈到人类神经系统与计算和控制机器的类比
,

也谈到神经 生 理

学对控制论思想形成的影响
。

控制论模型对生理学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
。

它从根本上改

变了神经生理学和心理学中传统的反射弧概念
,

代之以反射环概念
,

从而能较好地说 明人

类行为的 自我调节过程
,

使人类行为的目的性得到科学的解释
。

苏联高级神经活动 生 理

学家阿诺兴 虽然早在三十年代已提出反馈的思想
,

但是他的这个思想无论是在苏联 还 是

在外 国都没有产生很大影响
。

直到维纳的控制论 问世 以后
,

他的这个
5

思想才在苏联 生 理

学和心理学界发挥影响
。

今天他的以反馈概念为核心的机能系统理论已成为苏联心理学

和高级神经活动生理学的主导思想64.
。

在美国心理学中最早引用控制论思想的是认知心理学家 (
2

米勤
、

7
·

加兰特和 8
·

普利布莱姆 + − 9年发表的著作
《

计划和行为结构
》 。

这本书被公认为是认知心理学早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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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作之一
。

它提出的问题解决过程中的 ! & ! 7 单 元 成为认知心理学关于问题解决研

究的基础
。

控制论思想的影响是深远的
。

最近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在总结社会心理学研究

经验时又一次指出
,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过去忽视了刺激与反应的往返循环过程
,

而孤立地

研究一个片段中的个体行为反应
。

从控制论的观点看
,

不仅刺激与反应是一个循环 往 返

的过程
,

有机体与环境也是一个循环往返过程
。

有机体用行为改变环境
,

而环境又发动新

的影响
〔−〕

。

以控制论为基础的系统论引起心理学家广泛的兴趣
。

早在五十年代
,

美国芝加 哥 一

批心理学家就倡导把一般系统论的思想应用于心理学研究中
。

近年来苏联心理学家洛莫

夫也大力提倡系统论
,

试图用系统论去指导苏联心理学的研究
。

信息论
、

控制论和系统论三者是密 切相互联系的
。

它们的思想对心理学的影响 是 多

方面的
、

深远的
。

从本文的角度看
,

它们推动心理学家走上了采取信息加工观点的 道 路
,

也就是走上了当代认知心理学的道路
。

计算机科学思想的发展对于认知心理学的产生发挥了直接的影响
。

第一本认知心理

学专著的作者 ;
·

奈瑟说
,

计算机出现后
,

内部心理过程和状态的分析
,

突然不 再 是 某 种

可疑的或矛盾的事了
,

认知心理学恢复了被行为主义切断了将近半个世纪之久的
,

与早期

实验心理学心理主义方向的联系
,

保持了新行为主义的严格的假设演绎法
,

增加了机器模

拟法
。

这就在较完全的
,

主要是认识过程的分析方面扩大了研究课题帅
。

计算机 恩想有着长久的历史
,

但是形式逻辑和数理逻辑提出的符号和符号运用 的 概

念大大促进了这个 恩想的发展
。

+ < − 年 图灵的通用机数学系统
,

把符号运用过程具体化

了
,

十年后第一台电子计算机诞生
,

不久冯
·

诺依曼设计的通用电子计算机问世
,

更 加 完

善地体现了这个思想
。

·

这种思想使人们想到
,

人类的认知系统也可以视为符号运用系统诩
。

人类的某 些 观

念可以用符号来代表
,

而且这些符号可以通过确定的符号运算过程有意义地加以 变 换
。

把心理形式化地视为符号运用系统
,

这是现代认知心理学的基础
。

人类心理的基本 操 作

是什么
,

迄今仍是认知心理学探索的主要课题叻
。

在心理学中首先倡导这个思想并进行研究的是
·

纽艾尔和 %
·

西蒙
。

五十年代后

期
, ·

纽艾尔和 %
·

西蒙召开了有关信息加工和问题解决的讲 习会
,

宣传了信 息加 工 观

点
。

他们主张用基本信息过程表达的具体程序去描述系统的行为 ,= 用产生行为的基本信

息过程的程序去解释行为
。

+ 4 ,年
·

纽艾尔
、

5
·

肖和 %
·

西蒙发表了论文
“

一个人类问

题解决理论的原理
”

咖
,

表 明计算机程序可以证明数学原理
。

他们提出的通用 解 题 程 序

6( ∀#
一
( > ? 。≅ΑΒ Χ ≅

=Δ Β。Ε Φ=Β Γ > ≅ .代表一套计算机程序
,

能解决过去只有人才能解 决 的

相当广泛的数学和逻辑 问题
。

·

纽艾尔和 %
·

西蒙把问题解决途经区分为两种即算法法和启发法的作法
,

对于心

理学中问题解决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启发法的影响不限问题解决
,

在其他方面也表

现出来
。

如在概念学习上
,

布鲁纳曾认为
,

概念学 习来自于归纳法操作
,

启发法则认为
,

在

自然条件下范畴是来自中心范例 6Η
= Ι ΑΒ

2

>
ϑ> Β? ∀Β

Α ≅ .的
。

在语言理解上和决策问题上
,

人

们也往往使用启发法
。

启发法在较广泛的意义上消除了思维研究中把逻辑学和心理学等

同起来的倾向
:

主张人类心理操作是从具体知觉经验发展来的
。

这种新的观点广泛 反 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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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苏的心理学文献中
。

这里也涉及对皮阿杰的形式操作思维的看法
。

皮阿杰重视来自

逻辑的形式操作
,

新的观点则重视人的心理操作的启发法
。

乔姆斯基的语言学理论
〔, , ,
对于认知心理学的产生也发生了巨大影响

,

甚至被认 为 是

认知心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

认知心理学是反对行为主义的
,

而乔姆斯基语言学首 先对

行为主义的语言理论提出反驳
。

乔姆斯基和斯金纳的论战是很有名的咖
。

争论的中心是

条件反射是否能解释语言问题
。

乔姆斯基认为
,

行为主义的语言观点过分重视语言 的 顺

序方面
,

忽视了语言的语法结构的层次性
。

在语言获得问题上
,

行为主义强调了强化和惩

罚的作用
,

忽视了儿童学习的是复杂的语法规则
,

而不只是词列
。

正是这种语法规则能够

说明语言使用上的创新性
,

这是行为主义所难于解释的
。

乔姆斯基语言学理论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区分语言能力6Ι = Ε Χ > Κ> ? Ι> . 和 语 言 操作

6∀>
≅ Η= ≅ Ε Α

?Ι
> .

。

前者指关于语言的知识
,

后者指实际的话语
。

语言学理论应当解 释 语

言能力而不是语言操作
。

它应当说明任何一个说话者所能说出的全部可能的语 言
,

而不

只是实际的语言
。

所以语言学家的任务是写出一部生成语法
,

以解释人头脑中理想 的 语

言知识
。

一部生成语法就是一套规则
,

应用这些规则可以生成全部合乎语法的 句 子
。

语

言操作的顺利性依赖于语言能力
,

即数目有限的内部规则
、

乔姆斯基理论的另一个观点是区分句子的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
。

前者表达 意 义
,

后

者是 表达意义的形式
。

利用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的概念可以说明模糊的句子
。

一个句子

之所以模糊是由于它有一个表层结构 6如词序.
,

而有两个不同的深层结 构 6意 义.
。

同时

也可以说明不同表层结构的句子如何表达相同的意义
。

乔姆斯基的语言学理论称为生成转换语法
。

所以叫生成的
,

是 因为它是一套可 生 成

任何句子的规则
。

所以叫转换的
,

是因为它是一种规则体系
,

可以确切表明从一个深层结

构转换为彼此相关的不同表层结构
。

乔姆斯基的理论由于重视形式句法而忽视语义和语用方面今天 已不如 当 年 那 么 重

要
,

但是它对认知心理学
,

特别语言研究的影响是不容低估的
。

他的基本观点今天仍然在

认识心理学文献中广泛引用着
。

认知心理学产生的内部依据

—
心理学本身的历史发展的结果

心理学本身的历史发展为当代认知心理学的产生提供了内部依据
。

许多认知心理学

家认为
,

认知心理学的出现标志着心理学恢复了与早期实验心理学心理主义研究方 向 的

联系
。

认知心理学有时被称为新心理主义方向
。

这表明认知心理学与早期的实验心理学

有密切联系
,

从它那里继承了一些基本观点
。

如早期实验心理学认为
,

心理学的研究对象

是内部心理过程和状态
,

在方法上重视内省法
。

尽管各个学派在具体理论观点上有 所 不

同
,

但在这个总的方向上是一致的
。

只是到了行为主义出现 以后
,

这个总的方向才发生改

变
。

今天认知心理学又恢复了早期实验心理学的这个传统观点
。

不仅如此
,

认知心 理 学

还从早期的实验心理学继承并发展了某些具体的理论观点和方法
。

尽管认识 心 理 学 与

早期实验心理学有密切联系
,

但是我们却不能简单地说
,

认识心理学只是返回到早期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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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心理学
,

或返回到冯特的实验心理学
。

因为二者的区别也同样是明显的
。

冯特认 为 高

级心理过程是不能用实验方法去研究的
,

而认知心理学却是主要采用实验方法去研 究 高

级心理过程
。

冯特的意识心理学主要研究意识经验
,

不涉及无意识过程
,

认为那是生理学

的事
,

而认识心理学却既研究意识过程也研究无意识过程
。

在方法上的区别就更明显了
。

冯特的方法主要是实验控制下的内省
,

依靠内省
,

而认识心理学主要依靠实验
,

内省只 是

作为一种必要的补充
。

另外
,

认知心理学所使用的概念工具和技术手段也是不 同 的
。

看

来
,

认知心理学对早期实验心理学是既有继承
,

也有否定
,

又有发展的
。

在早期实验心理学中
,

冯特以前的荷兰生理学家 3
·

顿德斯的测时研究法对认 知 心

理学的影响特别显著帅
。 一

认识心理学家Λ
·

波斯纳在总结认知心理学的文章时只列 出 四

位对认知心理学有重大影响的人物
,

其中第一位便是 3
·

顿德斯
。

其他三 位 是 Μ
·

屈 尔

佩
、

5
·

布鲁纳和 %
·

西蒙
。

测时研究法是认知心理学的基本方法之一
。

顿德斯创立 的 减

法法
,

被认知心理学家广泛地加以采用
,

并由 #
·

斯腾柏格发展为加法法
〔川

,

应用范围更广

泛了
。

冯特以后的符茨堡学派
,

是首先采
2

用冯特的实验内省法研究思维问题的
。

他们 发 现

了无意象思维现象
,

提出了思维中的决定性趋向概念
。

这是直接反对冯特的意识心 理 学

的
。

无意象思维现象表明
,

问题解决过程的内容并非都是能意识到的
。

决定性趋向 概 念

表明
,

思维过程并不象联想主义心理学所认为的那样
,

只是由时空上的偶然联系规律支配

着
,

而是有一定方向性的
。

继承符茨堡学派传统的 &
·

谢尔茨发展 了这个理论临
, 。 他提出问题 是 以 图 式表 示

的
。

问题是带有缺 口的资料集合
,

决定性趋向就是发动先前用过的方法 去 填 补 这 个 缺

口
。

谢尔茨把这些思维操作称之通到解决目的的手段
。

符茨堡学派和谢尔茨的这些观点
,

显然很接近于今天认知心理学的观点
。

认知 心 理

学既重视思维中的意识内容
,

也重视其中的无意识过程
。

信息加工观点强调中枢的控制
,

重视思维的方向性问题
。

谢尔茨的问题解决上的手段
一

目的观更是今天认知心理学 直 接

采用的观点
。

格式塔心理学对认知心理学的影响也是明显的
。

它不仅直接影响到认知心 理 学
,

而

且还通过对新行为主义者的影响而间接影响到认知心理学
。

格式塔心理学以研究知觉和高级心理过程而称著
。

这正是当代认知心理学的主要研

究方向
。

格式塔心理学在 知觉问题上强调模式
、

组织和结构原则
,

这与今天认知方向的心

理学课本把知觉定义为感觉信息的组织和解释是一致的
。

格式塔心理学在问题解决上强

调顿悟概念
,

认为顿悟就是现象场的重组过程
。

问题表象造成一种紧张状态
,

重组就是对

这种紧张状态 的反应
。

解决问题是降低内部状态的不和谐
,
这种不和谐驱使个体去探索

问题的解答
。

这种观点发展了谢尔茨的理论
,

受到认知心理学的支持
。

格式塔心理学反对行为主义把人视为被动的刺激反应器
,

强调人组织和解释感 觉 信

息的主动性
。

这同样也是认知心理学的观点
。

在方法上格式塔心理学主张研究直接 的生活经验
,

把直接的生活经验和实验资料 结

合起来
。

这既不同于冯特
、

铁钦钠的经过严格训练的被试的内省
,

也不同于只重视严格实

验室实验的行为主义
。

这个方法学原则也是接近于认识心理学观点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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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心理学虽然原则上是反对行为主义的
,

但是也受到行为主义
,

特别是新行为主义

的影响
。

认知心理学从行为主义那里继承了严格的实验传统
,

从新行为主义者赫尔 那 里

接受了假设演绎法或数学演绎法
。

新行为主义者托尔曼在格式塔学派影响下提出了符号

完形理论
,

强调了中间变量和认知图概念等
。

这些都对认知心理学发生了影响
。

无 怪 乎

美国心理学家墨菲称托尔曼为认知心理学的鼻祖Κ− , 。

二次世界大战后心理学的发展
,

更为认知心理学的出现铺平了道路
。

首先
,

在战争时

期一批心理学家参加了为战争服务的研究工作
。

其中人的因素或工程心理学的研究蓬勃

发展起来
。

在人机系统中人的知觉
、

注意
、

判断受到了重视
。

查明人的作业的成功率和速

度
,

查明人的作业可以达到何等良好程度以及影 响作业达到更好的因素
,

直接涉及人的认

识问题
。

这方面的研究与信息论
、

信号觉察论结合一起为认知心理学的出现创造了 有 利

的条件
。

英国有影响的心理学家Μ
·

布劳特本特综合了这两方面的研究
,

首先在知觉和 注

意的研究领域提出了信息加工的观点卿
。

同时
, ·

纽艾尔和 %
·

西蒙在问题解决方面倡

导了信息加工观点
。

今天信息加工观点已成为认知心理学中的主要视点
。

战后不久出现了以布鲁纳为代表的新观点6∗
> Ν ∋ 。。

Ο. 派
,

它强调过去经验对知觉

的影响
,

如价值
、

期望
、

参照框架
、

倾向等
。

布鲁纳用实验证明
,

铜钱的知觉价值是过 去 经

验的函数
,

影 响着铜钱大小知觉
。

这里不谈对这个实验的评价
,

只指出它的一个与认知心

理学有关的中心思想
。

新观点派的各个代表尽管对经验影响知觉的方式看法不 同
,

但 在

强调过去经验影响这一点上是一致的
。

他们认为知觉是主动的
、

探索的过程
,

包括过去经

验
,

当时身体状态
,

某种组织倾向
。

+ / +年著名心理学家 Μ
·

赫伯提出了一个新的知觉理论叻
,

称为多 水 平 期 望 理 论

6Λ
Π ΒΚΘΒ> Γ > Β > ϑ Χ > > ΚΑ ? > Ρ Κ Σ > = ≅ Ρ .

,

强调了注意和期望作为知觉理论的整合部分
。

他通

过两个基本概念即细胞 团和位相序列详细描述了期望在知觉中的作用
。

看来很明显
,

新观点派和多水平期望理论都为认识心理学的产生打下了基础
。 2

顿德斯的测对研究法在行为主义统治时期没有受到重视
。

行为主义主要研究 学 习
:

重视反应的次数
,

而不重视反应时
。

二次大战后
,

随着信息测量问题的提出
,

测对研 究 法

又 引起注意
。

五十年代初期Τ
·

希克和 Υ
·

海曼提出
,

刺激的信息量与对该刺激的反应

时密切相关
。

这就重新激起人们的兴趣
,

利用测时法去测量刺激和反应的中间过程
。

在思维研究方面
,

五十年代出版的 5
·

布鲁纳
、

5
·

左德 和 (
·

奥斯丁的 著 作
《

思

维研究
》

和 3
·

巴特列特的著作
《

思维 :
实验和社会研究

》 ,

为认知心理学的产生发挥 了重

要作用
。

这些著作使研究者们相信
,

高级心理过程是可 以进行实验研究的
。

战后美国社会心理学的蓬勃发展
,

给认识心理学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

我们知道
,

社会

心理学是较早采纳认知观点的一个研究领域
。

而社会心理学中的认识观点又是从格式塔

心理学发展来的
。

这又一次表 明格式塔心理学对认知心理学的影响
。

战后生理心理学的迅速发展也为认知心理学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

上行 网状激活系统

和期待波的发现
,

感受野学说的提出
,

都为说 明内部心理过程提供了生理基础
,

促使 心 理

学去研究刺激与反应之间的内部过程
。

战后皮阿杰学派理论在美国心理学中的流传也对认知心理学的产生和发展起了重要

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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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
,

战后美国心理学中脱离刺激一反应的简单公式
,

重视高级心理过程研究的一般

趋势
,

促进了认知心理学的产生和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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