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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唯心主义感官生理心理学的初步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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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觉是露款的开端
,

知栽的泉源
,

它供抬其他心理过程的基本材料
,

借着咸觉器官

的作用和神趣系杭
,

尤其是大瑙的活动
,

我们就有了咸党
,

就对外界事物与现象开始有

了韶藏
。

这也就是魏
,

咸党是外周世界作用于威党器官的桔果
,

是客观现实的反映
。

列

宁早已清楚的指出
∃ “

⋯⋯咸党
,

即外简世界的映象
,

是存在于我们之内
,

是物在我们的

咸党器官上的作用所产生的
。 ”

山这种反映按其内容
,

源泉来瀚是客观的
,

虽然它的形

式是主观的
。

所以列宁赘
∃ “

感党是客观世界
,

自在和自为之世界 ∀% & ∋
耐 (近) ∗+ ,−# 的

主观映象
。 ”

卿不同的咸党是与客观世界的不同方面及性贸相符合的
。

咸党不但是豁澈

过程中的开始阶段
,

而且它是我仍韶敲外界的唯一途视
。

毛主席在实跤蒲中这样能过
∃

‘任何知歌的来源
,

在于人的肉体咸官对客观外界的咸党
,

否韶了这个感党
,

⋯⋯他就不

是唯物希者
。 ”

闭 咸党与知党都是外界砚实在意澈中的直接反映
。

知党是较复杂的
,

是
、

处于较高的反映水平
,

这也就是瀚
,

感党是包括在知党之中的
,

、

知党不像感党只反映对

象的个别方面或特性
,

它借助于咸党简的联系以及过去的趣墩完整她反映出外男胃不物
。

菠了毛主席的实跷希
,

我们也就可以了解任何知敲都是离不开直接挺教或感性韶栽的 .

一个阴 目塞听与客观外界根本艳椽的人是撰所稍韶藏的
。

我佣的感党与知党不但是外界现实的反映
,

而且这种反映是正确的
。

列宁曹浅道
∃

书⋯⋯人决不能生物学地适应环境
,

如果他的咸党没有抬与他以这个环揽客观地正确的

表象
。

, 川 谢琴豁夫在反驳唯心主义的感官生理心理学时曹指出
,

如果我们得不到外界

的正确反映
,

自然科学如何会有璨烟成就 / 〔! 〕

然而
,

唯心主义者对自然界的看法与唯物主义者恰恰相反
,

他们否腮人的意澈是对

外界的反映
,

否韶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可知性
,

否韶心理现象的因果关系
,

甚而至于主

强咸觉与翘墩是不依辑外界事物而独立存在的东西
。

按照反动的
,

唯心的
,

形而上学的
妙

砚点
,

咸党器官的活动只不过是一些
“

韶号
”

或
“

符号
”

的源泉
,

而不是外界事物的映象
。

这些符号却反而阻擒了理解物鬓世界的可能性
。

列宁曾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做如下

企的对照
∃ “

⋯⋯感党的确是意融和外简世界的直接联系
,

是外简刺激力之棘化为意澈事

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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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
,

⋯⋯唯心主义哲学的歌舞就在于
∃

他把戚党不看做是意栽和外简世界的联系
,

而看
月

作是把意澈和外简世界分开来的帷幕
,

墙壁
,

—
不看作是与感党相应的外周现象的映

0

象
,

而看作是
‘

唯一的存在
’ 。 ”

困

唯物主义者与唯心主义者的分歧意是
,

明显地表砚出二者基本立爆的不同
。

唯物

主义者韶栽到咸党的功用 . 而相反的唯
』
合主义者却韶为感党是不可靠的

,

客观世界根本
·

是不可韶栽的
。

对于那些莲反事实的唯
』

合主义的看法
,

必须依据辫靓唯物主义及 巴甫
‘

洛夫学能予以深刻的批判
。

科学的誉展始籽反映着唯物主义与唯
』

合主义的斗事
。

威党与韶蔽也一直是唯物主
义者与唯心主义者所争辫的重耍简超

。

在古希撇时代
,

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周即形
成了雨个尖镜对立的

,

艳不相容的障营
,

唯物主义德祺克利特已开始正确地理解咸党与
“

外界的关系
,

以为感党磷成了人类韶澈的基础
,

而坚决的反墩那以柏拉圆为代表
,

主强
1

威觉只是理念世界的非具实的
,

不完圣的反映或模写的唯心主义理渝
。

在近代
,

这种
.

斗事在所稍域官生∃哩心理学中表现得特别 明显
。

巴甫洛夫分析器学挽出现之前
,

咸官
’

生理心理学的研究曹为唯心主义思想体系所支配
,

而畏期地走入歧途
。

这种唯心主义
1

的咸官生理心理学的中心观念就是具有二元流本臀的外圃感受渝
,

而且
,

随着基本原234

的错澳
,

这种在过去以及在 自前仍在青产阶极的科学
4

恩想中占相当∃−% 位的咸官生理心
1

理学研究
,

采用的方法多半是非科学的
,

主观的
。

因之
,

所获得的材料或知蔽大部分都

充满了主观性
。

在十九世耙初期
,

生理学的唯心主义弥漫到 了咸官生理心理学 的研究 中
。

耀勒
】

∀4
5

6滋37 )# 在康德的二元渝哲学影响下
,

提出
“

咸官特殊能力
”

学淤
。

在这个学瀚中
,

他瀚明了
,

相同的刺激在不同的域官 中依各威官的性鬓而引起不同的威党
,

例如
,

机械
5

或 电流刺激
,

施于眼 834 产生光或色党
,

施于耳834 产生声党
,

施于皮眉上不同部位则产生二

各种触党
。

同时
,

不同类的刺激在同一感宫 中引起相同的戚党
,

例如
,

眼睛的光党可以由

射到胭膜上的光波引起
,

也可以用手指压眼球来引起
.
又如

,

音波的振动能引起听党
,

电

流刺激耳也能产生听党
。

不过
,

每种感官都有一种能最有效地引起威党的适当刺激
,

其
1

他的刺激
,

即不适当刺激
,

所产生的感党印象是不清楚的
。

光波就是眼的适当刺激
,

晋
1

波就是耳的适当刺激
,

忽勒更进一步断言
,

所以有上述的现象
,

就是因为各种感官都具
,

有特殊能力
,

咸党就是咸官特殊能力的表现
,

这也就是羲
。

视党是视党威官 的特殊 有比

力
,

听党是听党咸官的特殊能力
,

⋯⋯
,

咸党是依各种咸党神趣的特殊能力而决定的
。

“

咸官特殊能力
”

学甜的理希错羡是拯其容易辨韶的
。

依据翘勒的看法
,

人井不有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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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觉外界事物的性厦
,

人所咸党到的只不过是蕴藏在各咸官本身内的特殊神趣性资或

特殊能力
。

摺勒既然扮
∃ “

咸党就是在外界动因的影响下
,

感性桔佛 ∀97 &∗ :) 0 #通过神

趣媒介所获得关于咸党神趣本身的
,

而非外界事物的
,

某种性熨或情况的知蔽
.
井且这

些感党神趣的性臀都是不同的
,

每种咸党神趣有其自己的特殊性贾或能力
。 ”

闭 那么
,

咸党永远不会傅达抬我们关于外界事物的任何性置或知蔽
。

因此
,

咸觉拜不是外在对

象的性置之棘化为意栽
,

而是咸官神握的性鬓与状态之斡变为意蔽
。

换言之
,

外界事物

不但不能借着咸官反映出来
,

咸官反而阻碍了我佣对外界的韶藏
。

像康德一样
,

忽勒

将现象世界与
“

物自体
”

世界隔裂
,

而艳对跳不到揭露物熨世界的本赞
。

褶勒的整个理流是建筑在形而
;

<学的虚磷上
。

他以为感党的性资不依辑于外界而

依蛾于主体
,

好像是
,

没有外界刺激
,

光
、

声音
、

气味仍然可以感党到
,

但是若没有眼睛
、

耳朵
、

鼻子
,

834 世界上任何光与黑暗
、

任何声音
、

任何气味都不存在了
。

这样他就走到了

主观唯心主义
。

感觉的产生是依麒于外界刺激的
,

其变化也是依外界刺激的改变为棘移

的
。

例如
,

韵伪 环 ∀毫微米 #的光波投射到糊膜上便引起扛色咸党
,

波畏若增至 =! >叫
乙,

则

威党就相应地登生变化
,

扛色咸党就棘变为紫色咸党
。

当然
,

咸官在产生咸党中的作用

也是不能忽视的
。

脱离了咸官的积拯活动
,

外界事物也是不能在意澈中反映出来的
,

但

是
,

然希咸党是通过那个咸官所产生的
,

然希感党是怎样地多种多样化
,

籽究是外界事

物的反映
。

所鹉的适当刺激
,

艳非像怨勒所甜是最易引起某种咸官本身性熨或情况的刺

激
,

而是引起某种外界事物的性鬓或情况的反映最有效的刺激
。

其所以成为某种域官的

最适当的刺激
,

艳不是偶然的
,

更不是任何脱离因果关系的
、

超自然的
、

先天的
、

形而上

学的产物
。

感官的寡阴化是在外界环境影响下形成的
。

其物贾基础既在外圃感受器中
,

又在大瑙皮置机拂中
。

各种咸官的分工合作应正确地理解为历史聆展的桔果
。

在动物

种族癸展的进程中
,

由于生活环境的需耍
,

咸官就逐撕分化了
,

从变形虫的司一般戚党

的知胞一直进化到人类的具有划分很清楚的不同机能的各种咸官
。

这也就是瀚
,

为 了

更精确与全面地反映外界事物的各方面
,

满足生活的需求
,

咸官便随着动物的进化而

分化了
,

就达到 了每种咸官只对一类刺激登生最完善的反应
,

其他刺激834 然效的情况
。

正因为咸官是在适应环境过程中聆生和聆展出来的
,

所以每一威官的机能特点都

是适合于某些外界事物的特性的
。

例如
,

由于太踢光挂的物理特性而形成了视党咸官

的特殊桔磷
。

瓦推络夫 ∀?
5

2
5

≅ %

0
。幻 靓明

,

翻膜上的雄状韧胞和棒状韧胞是尊阴

适应于白盎和黑夜的棘化的
,

懂孔装置及彻膜的光化作用是适应于光钱的不同强度水

平的
。

同时
,

眼睛对于一定范圃内电磁波的选择性反应是威受光能的有利条件
,

而艳

不是砚党器官的缺陷
。

例如
,

若对光藉扛内楼部分的威受范圃加大
,

眼睛粗撤本身的热



的 厂
‘

心 理 二
‘

学
5

5

报
,

” 卷

幅射将会妨碍视党
, ,

恩格斯指出
∃ “

能看晃一切光楼的眼睛
,

正因渗能看一切光楼
,

就什

么也看不觅
。 ”

∀Α# 因此
,

我佣的威官的特殊机能与桔橇
,

以及其表面上似为缺陷的局限

性
,

事实上都是为了保
∃

征对于外界更深刻的韶蔽而形成的
。

还应指出
,

除了在特殊情况下
,

在 日常生活中拜然不适当刺激也能引起威党的例

子
。

我俏的眼睛艳不会看到音波的振动
,

耳朵也艳不能从光刺激中得到声音的 咸党
。

如果各种刺激同时既能引起砚党
,

又能引起听党
,

味党等
,

834 咸党将不知耍如何的杂乱
,

馄淆与不可分辨了
。

实际上
,

怨勒的基本理希就是否定我们的咸党是客观现实的映象
,

否翘咸党是第二

性的
,

当然也不承韶外界是可韶澈的
。

他企圆将生理心理学的某种成果做唯心的能明
,

因此
,

列宁同意费尔巴哈的羲法
,

称之为
“

生理学的唯心主义者
”

即
。

十九世耙末期正是

责产阶般知栽分子妄圈借助康德哲学来打倒禹克思
, ,

恩格斯的唯物主义时期
。

这时生

理学的唯心主义就被反动哲学所利用
,

作为反抗唯物主义的土具
。

然而一切莲反客观

规律的企圈是艳对不会成功的
,

正如列宁所指出
,

生理学的唯心主义拜不能胶倒唯物主

义
,

也不能敲明唯
』

合主.义与 自然科学的相依关系
。

这不过是在科学聆展中
,

一向确定了

伯的概念的急剧崩溃所引起的暂时的一股逆流而 已
。

∀> 〕

赫林 ∀<
5

2 7 )+& Β #在视党方面的研究
,

尤其是关于颜色砚觉的理希
∃,

对于祝党生理

心理学的聆展有很大的影响
。

就是在今 日
,

仍有静多查产阶般学者是他的忠实信徒
,

他

可以歌是生理学的唯心主义中属于心物平行希的代表者
。

与辩靓唯物主义反映希相反
,

赫林从主观现象出登
,

以杠
、

碌
、

黄
、

剪四色为基色
。

他不探求现象之原因
,

现象之客观本鬓
,

而臆想在拥膜上有三种成对颜色的砚素
,

‘

即杠

椽
、

黄蓝及 白黑三对颜色的器官
。

每种祝素昔有雨种相反的 代榭作 用
—

合 成 作用

∀% ∗∗ 3珑以+7)7 &Χ
7 97 −训

#Δ7 ∗∗7 #及分解作用 ∀Χ +∗∗ +Ε 让+
7)7 & Χ 7 9 7−Φ ) : Δ 7

欢#
。

当祝素产生分

解作用时就相应地引起杠
、

黄
、

白色感党
,

而当视素进行合成作用时
,

也有相应的色党产

生
,

即糠
、

蓝
、

黑是视素的合成作用的平行物
。

白色咸党也就是白黑器官接受光波刺激

例所产生相应的视党
、

黑色咸党也就是没有任何颜色刺激存在时
,

相应于白黑器官中合

成作用的心理现象
。

总之
,

按照赫林的看法
,

我们的砚觉就是胭膜中视素的代谢作用在

心理方面的表现
,

当赫林淡到他的砚党学瀚时曾这样地箭道
∃ “

⋯ ⋯因此我们今后不仅

研究这样的事实
,

即咸党的复合是由眼傅达到人的灵魂的
,

然后借助于正确的或错赘的

钊断或推理将它棘变为表象
,

而且我佣还涉及表现于意澈中的相应物
” 。

∀ 〕可觅
,

赫林

的二元希立锡是拯其明显的
,

根据他的意觅
,

我他所咸党到的物体的性资拜不是为客观

事物的物理或化学特性所决定的
,

而且当时砚素以生理特征的碗精神方面的平行物
,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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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乡咸党即不是对外界的豁澈
,

也不是腊的活动的产物
,

而是为某种先撇的
、

独立存在着

∃
的主艰实体所决定的

。

赫林脱离外界事物的客观特性来考虑感党
,

就必然会陷入与想

勒同样的错裴
,

等于将一切又归源于咸官特殊能力
,

咸党历程本身就是咸党的泉源
。

而

且赫林的唯
』
合倾向更进一步地表现在他对于咸官特殊能力的理解

,

即以决定各种器官

活动的动力为一种不可知的
“

生命力
” 。

赫林所从事的科学活动的价值
,

就这样地为他

的唯心主义二元希本鬓贬毁了
。 ‘

十九世耙杰出的德国生理学家及心理学家黑尔姆霍兹 ∀托
Γ

:& 2 73 Ε −: 3你# 曹在

感党器官方面进行了广泛的研究
。

他供拾咸官生理心理学静多具有科学 意义的资料
,

,

他的视党及听党理希
,

一道到现在还保留相当的价值
。

这是因为在他的研究中部分地
·

特取了唯物主义的观点
,

然而
,

毫纸例外的
,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
,

黑尔姆霍兹拜未能完

圣逃脱唯心主义的影响
。

不希是黑尔姆霍兹在听党方面的共鸣学能
、

祝党方面的三色学挽或其他方面的理

箫
,

都具有一个特点
,

就是其出登点是唯物主义的
,

也就是考虑到外界物理刺激
,

豁为戚

觉历程是起源于外界刺激的
。

黑尔姆霍右根据踢氏 ∀Η
5

Ι :∋ &Β #而聆展了三色学甜
,

他假毅胭膜上有三种咸受基

本颜色的神翘擞椎
,

即扛
、

椽
、

蓝紫色党器官
,

感受不同波畏的光波
。

不同波是的光波是

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它俩的
。

这三种色党神趣撇推受到各种比例的刺激
,

就产生各种

影色咸党
,

如三者接受同样强度的光波刺激
,

便出现白色或灰色威党
。

这个理箫正符合

于颜色混合律所描述的砚象
。

事实上
,

早在 = 的年
,

谭大的俄国物理学家兼哲学家罗蒙豁索夫 ∀6
5

≅
5

刀。6
:2

。1

5,: 的 已有34湍了三色学魏
。

〔 ϑ〕百年后
,

黑尔姆霍荻只是较群韧地再度予以阴明
。

黑尔姆

霍兹的唯物主义倾向就在于承韶咸党是外在动因在咸党器官上所起的作用的精果
,

这

就是瀚
,

外界物理刺激在棚膜上引起了一种物箕的历程
,

咸党与外界刺激有一定的因果

关系
。

我们可以借着咸官来体骇物体的客观性鬓
,

但是黑尔姆霍兹拜不能坚持这个观

点
,

当他淡到撇膜历程与韶藏的进一步关系的时候
,

便采取了艳然不同的道路
,

而走向

二元希
,

他曹这样地陈述他的观点
∃ “

我仍的咸觉正就是外简原因在我佣的器官上所噢

起的作用
,

至于这些作用怎样把 自己表现出来的情况
,

当然是拯其本赞地依存于那咸受
Κ

这些作用的器官底性鬓
。

由于我佣的咸党的盔
,

把噢起这个咸党的外简刺激底特性告

知我仍
,

所以咸觉可以看作是它的韶号 ∀及 +, −% &#
,

而不是它的模写
。

因为对于模写必

硕耍求它与被模写的对象的某种相似
。

⋯⋯可是对于韶号却不耍求与它所代表的东西

的任何相似
。 ”

Κ3Λ 〕可觅
,

黑尔姆霍兹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境地
,

他不承韶我们的咸党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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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映象或反映
,

而韶为咸党只是由接受外界物体作用的咸党器官的性熨所决定的
“

郎
5

号
”

或
“

符号
” ,

而这种符号与它所代表的东西之简并姆任何相似性或 同一性
。

同时
,

在

这里还表现出黑尔姆霍兹所推崇的忽勒的
“

威官特殊能 力
”

学歌的成分
,

也表现出他对

于咸官作用的不信任
。

列宁曹尖貌地指青瀚
∃ “

如果威党不是物的映象
,

5

而只是与物没

有
‘

任何相似
’

的韶号或符号
,

那么
,

黑尔姆霍兹的作为出登点的唯物主义前提就被推翻

了
,

外简对象底存在就颇成疑简
,

因为豁号或符号对于假想的对象是完全可能的
,

任何

人都知道这样的甜号或符号的例征
。

黑尔姆霍兹跟在康德之后
,

竭力想在
‘

现象
,

与
‘

物

自体
’

之简划下一个类似原834 的界限的东西
,

黑尔姆霍兹对于率直的
、

明白的
、

公开的唯

物主义抱着一种不可克服的偏觅
。 ”

〔Μ# 所以黑尔姆霍兹籍于不能贯做实脸桔果抬他的

臀示而被康德主义引向不可知渝
。

正如列宁所甜
,

黑尔姆霍荻与大多数 自然科学者一样
,

在哲学上是不澈底的
。

他一

方面从外在现实对我们咸官的作用引导出我们的威党
,

在这一点上表现出他的唯物主

义 .一方面他又以我侧的咸党只是翠越
,

孤立的主观握教
,

与被表示的对象属于雨个完

蚕不同的世界
,

这样他就否定了我们的感党的客观源泉与内容
。

因而必然走入唯心主

义二元希的歧途
。

唯
』
合主义者对于知党采取形而上学的先输箫的主强

,

这在时简和空简知党简题上

表现得尤其明显
。

一部分查产阶叛学者如忽勒
、

赫林
、

使东夫 ∀Ν 9忱皿Φ幻 等韶为时

周和空简不是客观的实在
,

而是人类韶款的直党形式
,

即时简和空简观念是先天赋有
‘

的
,

是在艇麟之前已完成的
。

另一些唯心主义者如巴克菜 ∀Ο
5

≅ 7) Π7 37 力
,

黑 尔姆霍

兹等虽然估爵到趣
5

麟在时空观念 中的重耍性
,

但实鬓上却都承韶了时简空背的主观性

熨
。

尽管他们把时周和空简看做是来 自翘脆的观念
,

如洛泽 ∀8
5

2
5

Θ 〕

ΚΔ7 #
,

德德 ∀Ρ
1

Ρ
∋ & Χ Κ# 等人把空周知党

,

特别是三度空简知党用
“

部位符号
”

∀Ν :Π
%】Δ 7

+,−
7 &# 来解释

,

而
‘

这个周题的墓本关键在于是否承韶知党是客观现实的反映
。

只理解时简和空简是我仍

自握撇中得来的
,

而不是客观现实的反映
,

那么仍然是唯心主义者
,

也就是韶为时卒特

性是依附于人的意澈而存在的
。

实际上
,

客观砚象就是离开我仍的意蔽
一

而独立存在的运

动着的物盔 . 它仍是不能在时简及空简以外运动的
。

所以时简和空简不是主观的概念
,

不是意志或麒望所产生的
,

而是物鬓存在的形式
。

关于这个简题
,

列宁早已指 明了
必正

;

如物或物体不是筒翠的现象
,

不是咸党的复合
,

而是作用于我仍咸官的实在
,

空周与时

周不是筒翠的现象形态
,

而是存在的客观实在的形态
。

世界上除了运动着的物鬓以外

没有别的任何东西
,

而运动着的物变除了在空简与时周之内就不能运动
。

⋯⋯关于空简

与时简的人的表象的变化性井没有驳倒空简与时期的客观实在性
,

正如关于物鬓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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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裤成和形态的科学知藏的变化性拜没有驳倒外简世界的客观实在性一样
” 。

Σ 〕

根据条件反射理流
,

时简知党的生理机制可以得到解决
。

我仍知觉时周决不是然∃

所依据的
。

虽然有些比蛟进步的查产阶蔽学者已艇韶融到机体内生理状态可以做为时

简知党的指标
,

但并未予么撤底的扮明
。

由于巴甫洛夫的研究
,

我们知道时周知党乃是

对 自然界的种种周期现象及对机体内部周期性状态的反映
,

也就是这些现象或状态所

引起的时简条件反射
。

刺激的生理强度的变化
,

包括刺激的痕迹作用的积累与逐渐消
’

失
,

即是时简条件反射的基础
。

〔! 〕

在空简知觉这个固题上也可以看出黑尔姆霍兹的不撤底性
。

根据黑尔姆霍兹关于

空简知党的稠节学瀚∀Η −7 : )+7 Χ7
) Τ ΠΠ:

0
Χ %Κ +: &#

,

眼球肌肉的稠节运动在物体大小
·

和距离的知觉中起决定性的作用
。

我们根据这种肌肉感党及胭膜映象形成了自己意淤

不到的对物体大小的判断
,

即所稠的
“

姆意澈推理
” ,

按照黑尔姆霍兹
, “

姆意淤推希
”

是
,

与过去艇脆有关
,

是联想造成的
。

巴甫洛夫已 明确地指出
,

所稍
“

撅意藏推希
”

就是条件
“

反射的机制
。

但是黑尔姆霍兹由于哲学观点的错熟及对于高般神趣活动规律 的姆知
,

以致阻碍了进一步的理解
,

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就形成了这种不可捉摸的
,

神秘的假
二

毅
。

巴甫洛夫对于这个固题曹做以下确切的叙述
∃ “

⋯⋯当生理学家相信
,

若耍形成对

一个物体的实际大小的概念
,

胭膜上需耍有一个一定大小的映像
,

和同时有眼的内肌与
犷

外肌的一定活动
,

这里生理学家所述能的正是条件反射的机制
。

从胭膜和眼肌所产生的
、

一定刺激粗合与一定大小物体的触党刺激同时登生数次以后
,

便是一种信号
,

而成为物
5

体具实大小的条件刺激
。 ”〔= 〕由于巴甫洛夫的正确理希

,

这一科学镇域中的某些事实得
·

以撤底明确
。

他褪植羲道
∃ “

从这个然可争辩的观点看来
,

生理光学的心理学部分的基

本事实
,

在生理学方面
,

不过是一系列的条件反射而已
,

就是瀚
,

是眼分析器复杂活动的
,

基本事实
。 ”〔Α 〕所以物体的大小

、

距离
,

以及其他空周特性的知党是由于在外界环境作
1

用的影响下
,

同一分析器本身之简以及不同分析器之固的复杂神艇联系系就之形成而 #

获得的
。

由于查产阶蔽科学的理蒲观点的错熟
,

往往歪曲了一些颇有意义的实墩事实
,

在咸

官生理心理学中早就有过一些实驻桔果足以做为反映渝的靓据
,

然而却被魏解了
。

我
1

们不妨举出关于撇膜倒像的一个实撇为例
,

自从十七世祀
,

开普勒 ∀4
5

Υ 7ς 37 )# 登境胭膜

倒像以后
,

这个尚题一直为历来学者争辫着
。

有人主强我俏抛开了物体咫的相互关系
∃

或映像在胭膜上的位遗而只戚知映像本身
。

又有人韶为倒像是在胭膜至大瑙的途中正
5

过来的
。

直到心理学家司傅顿 ∀Ο
5

6
5

9 Κ) %Κ Κ: &# 〔的 的实顾以后
,

这个尚题才比较清
1

楚
,

才知道这是由于人对于客瑰瑰实的适应
,

才敲明粗麟在其中的作用
。

司傅顿戴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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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特制的光学眼镜把祝野整个倒棘过来
,

起初被藏非常不哲惯这种情景
,

祝党与触党之

简聆生矛盾
,

翘过八天的过程
,

溉觉便逐渐与触党稠协
,

而适应新的环境关系
。

司傅顿

的实骇能明了咸党知党是芷确地反映外界事物的相互关系的
,

拜且这种反映是通过外

困器官与中枢的杭一整体
—

分析器
—

而完成的
。

同时
,

在这个例子中还可以看到

知觉历程主耍是中枢器官的机能
,

是条件反射机制的产物
,

而不为外圃器官所局限
。

司
·

傅顿的实顾打破了那种旧的
,

机械主义的对于胭膜倒象的看法
。

当然司傅顿井未能根
一

据他的实麟材料做 出完全正确的桔箫
,

他只停留在以为空尚知党是来自祝党与触党以
5

及身体运动三者简的关系的翘肺
,

而不能达到进一步的理解
。

在这里我仍可以清楚地
,

看出实脆事实的了解是如何地为基本观点所限制
。

如果假毅每种感党的性鬓是由感官的生理桔撰所决定的
,

那么必得承韶神艇系林

钓外四部分是直接产生心理的器官
,

中枢部分反而处于不重耍的地位
。

这就是唯
4

合主

义的
“

外圃咸受蒲
” 。

但是这种假定艳对不能成立
。

我俏知道
,

一个后天失去咸党器官

∃的人仍然可以产生表象
,

或者在某种情况下
,

能使过去的感党再现或产生幻党
。

而一个

皮熨受损伤的人便不可能有任何感党印象的呈现
。

此外
,

近代神翘生理学还不能靓明

各种分析器的感党神趣的傅导历程以及它们的桔裤有何特殊差异
,

井且根据神艇生理

学的知蔽甚至于咸党神粗与运动神艇也是相似的
。

咸官生理心理学中的唯心主义的特征即脱离了生存条件
,

隔断了有机体的生活活

动联系
,

璐外困咸官过程作为域党的唯一生理基础
,

戚党形象的形成不但是始于而且也
、

是胳于外四过程
。

这徉就登生了外圃过程与中枢过程的分隔
,

外圃感受器就成为孤立

的
,

与瑙的活动毫然关系的被动的器官
。

而所稍知党与表象也成为孤立的中枢过程的
‘

桔果
,

成为与感觉完全不同的腌精神的产物
,

于是威党与知党之简就产生了不可了解的

分隔
。

因此
,

对客观现实的反映就不能达到了
,

而在变化着的外界刺激下
,

对于客观事
·

物的完备知淤与甜藏就更不可能了
。

巴甫洛夫从反映希及有机体的整体联系的观点出登
,

反对那些忽砚大腊皮置稠整
·

活动的重耍性的咸官生理心理学
。

他韶为神握系杭是一个整体
,

皮鬓靓分具有主导的

机能
。

他将外圃威官
,

神趣傅导体及大腊皮鬓 中枢部分桔合起来
,

而阴登了具有重大意

义的分析器学瀚
。

巴甫洛夫器为分析器的瑙末端或 中枢部分从事反映外在情况
,

稠节机
、

体的活动和建立外在动因与机体之简的联系
,

而外圈咸官 834 是受大腊的按制
,

同时也是

参与及完成这些活动的必耍部分
。

分析器的外圃部分牌外界刺激棘化为神趣兴奋井施
由

以第一步的物理分析
,

而有机体对现实进一步精确的分析与粽合却是腊末端部分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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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

初极分析依蛾于外困咸受器的不同磷造
,

而高极分析834 为大瑙皮赞的活动
、

兴奋与

抑制过程的斗事关系所决定
。

只有分析器的扰一机磷及其完整性才能保靓有机体 自其

周圃复杂环境中分辨出各种因素
,

才可能使有机体与周圃环笺保持完美的适应与平衡
。

巴甫洛夫揭露了刺激棘化为心理活动的卿敲过程
。 、

他持有如下的唯物主义一 元篇且
解

∃ “

⋯⋯每个宋梢器官是一个特殊的棘变器
,
把某种一定的外在能量斡化 为神艇 历

程
。 ” 〔ϑ> 之这正是列宁所瀚的

“

外界刺激力之棘化为意澈事实
” 。

皿〕在这里可以看出巴甫

洛夫学淤为禹克思列宁主义的韶藏希充实了自然科学的基础
。

外界现实的物体特性存在于完整的物体 中
,

而艳没有任何脱离具体物体而独立存

在的
“

翘粹的
”

特性
。

由于暂时神趣联系机制的作用
,

物体的各种个别特性的反映
,

便在

大脂雨半球中粽合起来
,

井与过去趣脆中的材料也登生了联系
,

桔果就产生了物体的完
5

整形象
。

这也就是知党过程的生理基础
。

在另一方面
,

知党的聆展是社 会 历史的 产

物
。

人类实践活动的内容愈丰富
,

知党联系亦愈复杂
,

愈完善
。

咸党与知党都是由大腊皮熨所产生的对客观现实的反映
,

而大瑙皮熨正是一个粽 ∃

合分析器
,

咸党与知党是不能分开的
,

只有在咸党的基础上知党才能登生与登展
。

知党

不是咸党的筒翠总合
,

知党能反映咸党所不能接触到的个别特性简的关系
,

也就是在知
·

党中包括概括性的反映成分
。

同时
,

由于人出生以后条件反射便开始形成
,

所以每一咸

知过程的反映都是翘过暂时神翘联系的作用而趋于复杂和完整化
。

那种将戚党与知党

相分隔的唯心主义看法
,

以及嫣德和铁钦钠 ∀<
5

≅
5

Η +Κ7 −7 &7 )# 的裤造派心理学所稍
“

腕
‘

粹感党
”

或
“

咸党原素
”

也就很难想像了
。

感党
、

知党
、

表象是直接反映现实的系扰
,

也就是与现实建立道接联系的第一信号

系杭
。

它的生理基础也就是在腊中所形成的暂时神挺联系
。

在人类
,

由于劳动实跷的

桔果及社会交往的需耍
,

在第一信号系就的基础上更登展了一种具有新的资的暂时神
·

艇联系
—

第二信号系杭
。

藉言
、

思推是人类所特有的反映与豁澈现实的高极手段
、

也

就是脱除片面
、

表面
,

当前时空的局限性而进行的对于外界的概括性反映
。

这雨种信号

系扰彼此相互影响
、

协同作用着
,

有机体与环境的交互作用艳大部分是以对各种信号动因的反应方式实现的
。

因此
,

研究动物的分析器就艳对不能抛开第一信号系杭
,

研究人类的分析器就必然不能忽祝

了雨种信号系枕的协同活动
。

这也就是瀚
,

过去的咸官生理心理学研究不但忽祝了分

析器的就一完整性
,

更没有部款到什么是信号活动
。 ·

由此更不滩了解为什么咸官生理

心理学一直未能得到应有的成就
。

总之
,

咸官生理心理研究的重耍性是趣其明显的
,

它具有丰富的内容
,

包括着哲学 ,

、人
、

4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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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理学及心理学的基本周题
。

它可么甜是辩敲唯物主义宇宙观的自然科学基础的一部

分
,

是禹克思列宁主义韶藏希的实殷榆征
。

然而很不幸
,

像井多其他科学一样
,

域官生

理心理研究在过去曾为唯心主义所束搏
。

因之
,
这内容丰富

、

意义宏深的科学镇域不但

未得到适当的开拓
,
反而遭遇到曲解

。

唯物主义的胜利带来拯可庆幸的棘变
。

列宁的

反映希
,

毛主席的实践希
,
巴甫洛夫的高极神握活动学甜

,

揭露了咸官生理心理学方面

以往的殷霆
,

指出了今后的明确方向
。

这也就是甜
,

感官生理心理学必须按照编局<唯物

主义及巴甫洛夫学瀚
,

特别是分析器学能
,

加以撤底地改造
。

这样
,

唯物主义豁藏箫的

科学真理才会获得聆挥
,

我们才能理解人类豁藏与改造 自然界的姆穷力量
。

我们相信
,

今后随着感官生理心理
5

学的撤底改造
,

生理学与
』
合理学都将获得亘大的成就

。

〔  ! 年 Μ 月 Μ 日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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