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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科学家对知党理希的真献

.摘 萍 /

烈 普 庚

奥地利的英斯布鲁克城的实脸—心理研究

所是由厄利斯兰教授镇导的
,

0 年来他与他亲密

的同事
、

科列尔教授一直从事于知觉简题的研究
。

第 抖 届国际心理学会藩替介招了关于这个研 究

的成果
。

头脸研究所根据的前提是大家知道的 原理
,

在知觉中
,

正如在自我观察中被揭露的那样
,

我伊,

遇到如下事突
,

这个事实发生的机制和规律是隐

藏在个人以往的历史中
,
因此是不能为自我观察

所达到
。

研究的任务是寻找一种方法去揭露这些

规律
,

井从客观研究了解知觉形成的过程
。

他们用

装有各种棱镜
、

透光镜或有色玻璃的眼镜
,

使任何

一种知觉浩成倒错
。

籍被献者戴上这种眼镜
,

在
+一1遇内不摘掉

,

这样
,

被豁者就产生了对新的境

遇的适应
。

开始时这种适应只限于行为的范围
,

被献者在不完全符合于知觉的条件下学会正确地

行动
,

而后改造知觉本身
,

郎知觉完全符合于被知

觉的外部世界
。

行为和知党改造的变化过程都被

精密地就录下来
。

在达到完全适应后摘下眼镜
,

再以相反的过程.对普通条件的知觉适应
,
省后作

用的逐渐破坏和食象的解除/ 作为观察和研究的

对象
。

以被歌者对特殊刺激物的祠的反应作为在

同一实脸阶段中知觉性盾的指标
。

例如
,

把由玻璃

薄片作成的仪器放在眼睛上
,

井用掩护物遮住眼

睛
,

但眼睛通过玻璃仍能看到一切事物
,

这样
,

被款

者就处在
‘

七切事物被期倒
, ,

的世界中
,

定向是十

分困难的
。

头三天内
,

被款者不能合适地完成最

筒单的动作
。

一 , 天内
,

在敲韶眨事物之简的现突

关系基础上开始了行为的改造
,

但知觉仍然是“颠

倒的
, , ,

他是从玻璃的反映中来感知世界 以口把字

母2 敲知 3/
。

在 −一 1 天中
,

知觉也开始改造
。

在

1一 +0 天中
,

知觉彻底改造趁来
,

被款者能完成与

砚觉定向有关的最复杂的行动 .写生
、

比刻
、

漪自

行审等/
。

摘掉眼镜后看到显著的后作用。 对普

通条件的适应过程是以反方向进行
,

但时阴蛟短
。

这个方法的优点有 4 .5/ 可在成人身上研究

知觉形成的过程6
华/ 完全准确地知道知觉中引

起怎样的变化后
,

也能同样准确地判断在知觉新

方法的形成过程中是怎样被补偿的
。

也有可能发

现复杂境遇的某种因素在知觉形成中的作用
。

. /

此实脸在技术上完全可以做到的
,

因为被献者戴

上“眼镜”后几天就能过 日常的生活方式
,

以后还

能完成最复杂的劳动操作
。

在实输中 可看到 知

觉形成的不同阶段
,

也就是知觉对刺激的新条件

的逐渐的和完癸的适应
,

知觉宪被破坏了
,
后来又

在改变了的境遇下重新建立起来
。
因此

,

根据观

察所作出的理箭性精渝应静是有原%57 性价值的
。

导致知觉的完全适应
,

及其在刺激的新的境

遇中的改造的机制是怎样的呢 8适团.
9八9:! 95 、。幻

机制是知觉形成和改浩的主耍机制
,

是作 为在樱

常改变环境的条件下实现那种知觉的基础的普遍

机制
。

关于这种适应学就
,

在科列尔的工作中占主

耍地位
。

科列尔坚决反对把知觉看作是对同一外界事

物的同样反应
。

他敲为长时简的刺激会改变神耀

粗撇的感受性并引起知觉的变化
,

孩种知觉的变

化既取决于外界刺邀卿
,
也取决于神握系毓的机

能状态
。
适应的本厦就在于这种感受性的变化和

由感受性的变化而引起的知觉的变化
。

科列尔敲

为适应概念本身井不是新的
,

但在知觉方面达个

概念的应用却是新的
。

他熟为适应是把个别感觉

改变为对整个刺激境遇作回答的知觉的 内在 前

提
。

把知觉看作是感觉主体和客体积极相互作用

的精果
,

而不是孤立客体及其性盾的被动反映
,

这

种意图的先进性是无疑的
。
由客观刺激物系袄所

决定的适应本身
,

不被看作是局部现象
,

而被看车

是知觉的内在的决定性前提
,

这点是非常重耍的
。

由科列尔发展了的
“

条件
, ,

适应的理渝在这方面有

着特殊意义
。

戴眼镜的突脸为把适应原则推广到日常知觉

中去创造了两个必要的和充分的前提 4 第一
,

这个

奥脸能获得刺激物对网膜同一位着起变化等的作

用 ;第二 ,这些变化着的作用是
“巧妙地

”

与刺激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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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的某些“伴随
,

条件联系着的
。

带“双重砚力
, ,

眼

镜佑半边的玻璃是黄色的
,

左半边是淡蓝色的/

的实脆就是一种最商单的实歇
。

眼镜完全适合于

被拭者的眼睛
,

这样
,
当眼睛彝动时

,

时而黄色
,

时而蓝色不断作用于网膜上的同一位置 位口中央

窝/
。

根据颜色的光学混合规律
,

黄色和淡蓝色是

补色
,

它们对网膜同一位置的作用应当相互抵偿
。

但实脸指比
,

往右看时成了 “黄色” ,

往左着时成

了“蓝色,’< 以后
,

这种补色消失了
,

但这并非依靠

于相互的抵偿
,

而是依靠于网膜的同一位着对黄
、

蓝色的同时适应
。

这点在后作用的特点上十分明

显地显示出来 4在去掉眼镜后一遇内
,

往右看错杂

着蓝色
,

往左看错杂着黄色
。

伴随着主要刺激物
,

并与它护弓一起变化的条件一一眼睛的某种 装 置
,

执打着能沿某一种道路棘换反应过程的
‘

饭道昌
, ,

的作用
。

科列尔贰为这种适应就是 “条伴
,

适应
。

此适应的概念中
,

有一种非常接近于巴甫洛夫条

件反射学貌的观念
。

正如上述实徽指出
,

条件适应能在完全相反

的方向下
,

在砚网膜的同一位食上发展
。

这时发

生了同时对两种相反刺激物的适应。 科列尔敲

为
,

这样的适应能对无数的刺激物产生
。

重要的

是
,

耍使每一新的刺激物或其变式都能和握常的

信号
、

和某种适当改变了的环境的条件相联 系
。

情境愈复杂
,

对多数刺激物的成分愈需耍同时适

应
,

=57 过程进行得愈馒
。

关于适应是作为一种条件性顺应 .>
? 4 <≅ %<Α

:∀ %? :< ?< 命Α% ,
心的过程的学税

,

对解决适应本厦

的简超提供了可能
。

现在有一切叙据献为适应是

一种受中枢制钓的过程
。

刺激物与伴随着的条件

之简建立条件联系的事实是这个箫点最有力的征

据
。

究竟这种联系巩固到什么程度
,
可根据下列

事实来钊断 4 不仅眼睛的适当装置引起知觉改变
,

而且黄蓝色的事物同样也使目光处在习惯 的 .对

带眼镜的情哟情况中
。

对外围的感受性变化的事

实本身
,

只可能了解为中枢管理的精果
。

条件适应在知觉的实现过程中有什 么 作用

呢 8 符合于环境耍求的知觉改造是条件适应的主

要机制
。
适应过程在整个生命中批檀着

。

正是由

于知觉的改造才出现了“有祖徽的趋向 ,’< 条件适

应的理希令人信服地征实
,

在知觉中产生作为对

整个情境的有规律的回答的“有祖嫩的趋向
,

堤可

能的
。

但把适应看作是知觉发生和发展基础的普

湿原员57, 是不太正确的
。

科列尔所研究的这种条件

适应只是各种不同的分析器或一
一

种分析器内部的

各种不同的兴奋的相互作用的局部精果之一
。

而

这种变化远不是握常都能引起感受性的变化
,
也

就是不能引起条件适应
。
因此

,

对于科列尔把适

应看作是使知觉内部产全有祖徽趋向
”的一种手

段这一正确观点
,

应补充 一句
,

它并不是唯一可能

的手段
。

关于条件适应和知觉的饭定性之背有联系的

这种见解是有重要意义的
。

落在机体上的刺激由

于客观或主观原因不断变化着
。

但因这些变化是

与刺激境遇的相应变化着的条件联系着的
,

故对

每个这些变化着的刺激物就能产生条件适应
。

这

就意味着感受性的一定水平是符合于同一对象的

每一方面
。

感受性随着刺激物的变化也起变化
,

恨是以反方向进行的
。

但感受性的这种变化必然

导致同一种变化着的事物的不同方面在知觉中汇

成粉一的方面
。

从而在知觉中达到最大的恒 定

性
。

从无数可能方面中只留下一个符合于事物本

身的方面
。

事实上
,

因为被眼睛的一定装置染成的

黄色或蓝色逐渐在同样装着内部被破坏了 .发生

了适应/
,

那就意味着
, “我们能重新减去我们自己

带人知觉中的那些变化
, ,

〔Β ; Χ Δ
。
当然

,

这种 “减

会
,

不是有意撒的过程
,

它意味着感受性的条件反

射的变化
, ’

因而也是神握系粉中刺激改造过程中

知觉形象的条件反射的变化
。

这种改造的一部分

是在感觉下被夹现出来的
。

与变化着的条件联系

着的那些变化在知觉中 “减岁胜一原理
,

要是把

它扩大到客观的伴随条件的活
,

就特别有意义了
。

科列尔指出了颜色知觉的位常性
。

被对象反映出

来的光的盾的成分
,

一方面取决于对象的色彩
,

一

方面又取决于它的亮光
。

但因亮光和被反映的光

之简常常有恒定的相互关系
,

就为条件适应Ε5Φ 造

了前提
。

这就是被不同的亮光引起的可看到的颜

色的变化将被破坏
,

被“减去,’< 在那种 “减去”众

后所留下的
,

是对象的伍常地被反应在知觉中的

固有颜色
,

耍是亮光和被反映的光之简的相互关

系的恒常性受到破坏
,

郎假如浚有可能确定光亮

的性盾的括
,
知觉就不会发生这样的“减省

, ,

也不

能成为
Γ

医定不变的
。

科列尔坚决强稠条件适应的理输是和巴甫洛

夫的条件反射学貌有联系的
。

他把条件适应机制

理解为条件反射适应的机制
。

他贰为在变化着的

客观刺激物和伴随它们一起变化的刺激情境的条

件之简建立巩固的联系 ,就是条件适应的基础
。

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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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条件成为某种刺激物的信号
,

并引起符合于这

个刺激物的分析器的稠整 .提高或降低感受哟
。

他靛某些刺激物 .起着
‘

伴随
,

条件的作用/ 是“信

号前的” ,

它护弓虽未引起条件反应.知觉/
,

但却为

条件反应的产生创造了前提
。

在这个思想中也看

到了定向反射在条件反射活动中的地位与作用
。

科列尔广泛地应用了关于中枢抑制的学税
。

他敲为根据这个观点就可了解裸带眼镜的实脸中

俏后作用的初期泛化和事后的分化
,

在那些突脸

中
,

歪曲的透光镜遮住了 下半部视野
。

最初的错

觉扩散到浚有透光镜遮住的那半部砚野
。

只樱过

几天就出现了分化的标蒜
。

他正确地敲为
,

这里

遇到的条件抑制的同样机制是苏联生理学家们在

研究条件反射时多次输述过的
。

科列尔的理希也与豁多西欧心理学 家 的理

输
,

特别是与希尔修的
“相对体系斋

’

接近的
。

此

理输的实盾是 4我们的知觉完全依姐于包括在“过

丢挫尉
,

的某种体系中的被感知的客体
。

这样
,

知

觉的客观前提就完全溶解于主观之中
,
知觉成为

相对的了
。

这是特殊的相对渝
。

科列尔之所以引

用这个理输是因为此理箫和他力图强稠主习老因素

在知觉中的作用有道接联系的
。

但他井不象希尔

松那样把客观因素及其在知觉相傲中的决定作用

溶解于知觉的主观前提中
。

他就 4 “我们怎样看世

界
,
是取决于我们的感受性的某种状态

,
而我们的

感受性如何形成
,
又依顿于这个世界

, ,

【Β ; 1 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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