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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心理学会成立心理学基本理论研究会

—
讨论如何开展我国基本理论的研究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理论组通讯员

根据去年保定心理学年会上部分代表的倡议
,

经中国心理学会批准
, + , − , 年 . 月 +

日至 . 日
,

在北京召开了心理学基本理论研究会成立兼讨论会
。

出席会议的有来自全国

. 个单位的原发起人和 自由参加的约 /0 人
。

会议以座谈会方式进行
,

比较充分地发扬

了学术民主
、

百家争鸣的精神
。

大家畅所欲言
,

各抒己见
,

讨论了有关开展心理学基本理

论研究的问题
。

会上
,

大家回顾了中国心理学发展的历史
,

指出开展心理学基本理论研究的重要性和

现实意义
。

中国古代哲学中有很好的心理学思想
。

从清末到
“
五四

”
前后

,

这一时期的心

理学是完全照搬
。

从
“
五四

”
前后到 + , 1 , 年全国解放这一时期

,

在高等院校中逐渐开设了

心理学课程
,

有了专业人员
,

也有了少量研究工作
,

但基本上还是抄袭西方的完形
、

机能
、

行为等派
,

特别是行为派
。

抗战爆发前后
,

开始稍为接触到苏联的早期心理学
。

从全国解

放到文化大革命这一时期
,

我国心理学界曾掀起学习苏联心理学的高潮
,

开展了较多的研

究工作
,

扩大了专业队伍
,

也曾就一些基本理论问题进行过热烈的讨论
。

中国心理学已经

过七
、

八十年的发展
,

到今天应该进人了成年期
。

我国心理学界和其他知识界一起
,

受到三

十年社会主义生活的锻炼
,

初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思想
,

应是能独立思考
、

提出自己见解
、

作出自己的贡献的时候了
。

而且在粉碎了四人帮之后
,

清算了四人帮对我国心理学事业

的严重干扰和破坏
,

绝大多数心理学工作者对自己业务的热爱和积极性空前高涨
,

并更明

辨了学术上的是非
。

在这种情况下
,

大家作出努力
,

使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得到逐步明确
,

也是完全可能的
。

这是我们的一项重要任务
。

经过讨论大家认为
2

中国心理学目前极需积极开展基本理论的研究
,

这关系到中
,

国心理学发展的全局
,

具有战略意义
。

不探讨自己的基本理论
·

我国心理学就很难搞上

去
,

很难有所创新
,

就不能适合四个现代化的需要
。  世界心理学虽然显得一片繁荣景

象
,

但实际上是走向枝条狂长
,

主干虚弱
,

失去统一
,

出现一种所谓危机
。

从其整体来看
,

也显出一种面临拐弯
,

进人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的时刻
。 ! 不能认为只要单纯地积累实验

材料和知识
,

心理学就 自然会发展起来 ∀而搞基本理论是空对空
,

不解决问题
。

不重视基

本理论工作
,

要发展我国心理学是不可能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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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心理学的基本理论工作应当包括哪些主要方面
,

经过讨论
,

大家提出下面一些问

心理学的指导思想问题 3

心理学的对象间题 3

心理学的方法问题 3

意识问题 3

个性问题 3

心理学的学科性质问题 3

心理学和生理学的关系间题 3

心理学和哲学的关系问题 3

人和动物在心理学上怎样联系和区分的间题 3

心理现象的辩证法问题 3

“
智力

”
问题 3

心理学史写法问题 3

心理学的未来问题 3

其他
。

四

会上
,

大家讨论了基本理论研究工作如何开展的间题
,

提出了以下几点
2

456 坚持用马列主义
、

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
。

但是应当注意
,

我们是用哲学思想

作为指导
,

而不是用它来代替心理学 3再
,

我们所要依循的是经典作家的完整思想体系
,

而

不能流于摘引其个别词句
。

并且
,

我们还必须在这方面继续努力学习
。

4 6 密切联系实际
,

坚决从实际出发
。

心理学的基本理论工作也要紧密结合我国当

前新时期总任务的实际
,

并从当前世界心理学的发展情况以及我国心理学的现状这个实

际出发
,

有的放矢
,

实事求是地解决所有的问题
。

4.6 加强对传统心理学的分析
、

批判工作
,

取其精华
,

去其糟粕
。

过去对这方面的工

作开展得不够
。

其实
,

象心理学对象这样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
,

必须通过对 7曰合理学的深

入分析
、

批判
,

才能希望得到较明确的解决
。

当然
,

分析
、

批判也不一定一下子就完全对
,

但也只有通过分析
·

批判工作的锻炼
,

来提高分析
、

批判的熊力
。

4斗6 发扬学术民主
,

提倡百家争鸣
。

座谈当中不少同志尖锐地指出
,

应当充分发扬学

术民主
,

容许不同观点争论
,

不能一派观点压制另一派观点
。

为了推进基本理论工作
,

树立优良学风
,

心理学会
、

心理学报以及每个心理学者
,

都要特别注意提倡并实行民主

作风
。

4/ 6 解放思想
,

跳出框框
,

破除禁区
。

讨论中不少人提到
,

人们至今心有余
’

悸
,

旧习缠

身
,

禁区不少
,

框框更多
,

函须加以解除和澄清
。

提到的禁区或框框有
2
心理现象的阶级

性问题
,

对苏联心理学和欧美心理学的评价问题
,

心理的生物继承性问题
,

智力及其测量



心 理 学 报 + , − , 年

问题
,

因素分析和数量处理问题等
。

五

讨论过程中
,

曾就一些问题进行了争论
。

会上有人提出
,

心理学不应把手伸向别人的衣袋
,

不务正业
,

舍己耘人
,

这实际上是取

消心理学
。

另外则有人认为
,

与临近学科的相互渗透
,

是科学 4也包括心理学 6 发展的必

要
,

不能孤立地关起门来研究心理学
。

经过热烈讨论
,

较多同志认为
,

心理学和邻近学科

的相互联系和渗透
,
是应该的

,

也是必然的
,

但不能因此而使心理学失去其特殊性
。

作为

一门科学
,

心理学必须深人研究其基本理论
,

保持其独立性
、

特殊性
。

有人认为
,

科学具有普遍的品质
,

没有阶级的科学
,

只有阶级的方法论
、

科学观
。

心理

学中有的部分要涉及阶级性间题
,

但总的说来
,

不可能有无产阶级的心理学
,

也不好提
“
中

国自己的心理学
”。

对此
,

有些同志持不同看法
,

认为根据心理学在现阶段的实际情况
, “
中

国心理学
”
这种提法还是可以的

、

应该的
。

所谓中国的心理学
,

就是要强调有其自己的特

点
、

走自己的道路
、

有自己的理论体系
。

亦即
,

用自己独立创新的方式进行研究工作并解

决基本理论问题
。

其实质是结合我们自己的实际
,

作出应有的贡献
,

使心理学这一学科提

高科学性
,

把它推向前进的问题
。

而这在心理学的现阶段
,

是十分必要的
。

具有普遍品质

的心理学还有待于去发展
。

这次会议开得比较成功
。

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目的
。

为在我国开展心理学基本理论工

作
,

树立民主学风
,

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

会上
,

正式成立了中国心理学会心理学基本理论研究会
,

通过了研究会的试行条例
,

选举产生了研究会的领导机构
,

潘寂同志任会长
,

陈元晖同志任副会长
。

各代表都提出了 自己的研究工作设想和初步规划
,

准备为推进心理学基本理论工作

贡献力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