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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心理学史上的早期联系与交流
1)

赵 莉 如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

北京

摘 要

本文论述 了中日两国最早
一

的心理 学译书出于同一美国心理学原著
,

心理学

译名相互影响和使用
,

最早的心理 学杂志同期 出版等史实
。

中 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
。

自古以来
,

两国人民相互交流科学文化
,

有着悠夕
‘

的历

灵
。 l

‘

在 日本科学史的起点
,

大化革新前后的科学即是移植中国的
“

隋唐科学
”

tlJ
。

在 早 期

钓交流中
,

中国学术思想输人 日本
;
中国的古籍中

,

有着极为丰富的心理学思想
,

其中孔孟

需学
、

宋明理学
、

中医药学以及中国化的禅宗佛学等
,

对 日本的心理学
J

恩想曾发生 过 很大

影响
。

但在明治维新以后的科学技术
,

则一直是移植欧美科学
,

西方学术思想源源不断地

传入 日本
,

随之也输进了西方心理学
。

中 日两国的现代心理学
,

都不 是在自己的土壤上产生的
。

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
,.

虽然

四容极其丰富
,

但由于没有使它发展成为一门科学的条件
,

也是由西方心理学传人后 逐渐

形成和发展的
。

明代末期
,

基督教再次传人中国气有些传教士著译了有关西方 古代 和中

兰纪心理学思想的书
。

19 世纪 80 年代前后
,

在其设立的
“

教会学校
” ,

开始讲授心理学课
,

井汉译了哲学心理学书
。

在清末
“

废科举
、

兴学堂
”

改革旧教育
,

仿效 日本新学制
,
日本为

西方心理学传人中国曾起过桥梁作用
。

中 日两国心理学早就开始了相互联系和交流
。

一
、

中日最早的心理学译书出于同一原著

中国最早的一本汉译心理学书
—

《心灵学》出版于 1 8 8 9年 (清光绪十五年)
。

由颜永

烹译自美国Jo s e p h H a v e n (约瑟
.

海文) 著的《M
e n ta l p h ilo s o p hy 》(《心 理 哲 学功

。

我在1 9 8 2年开始对这本译书进行研究
。

当时我国心理学界对《心灵学》几乎无人知晓
。

译

书仅有上本
,

为线装
,

著者与书名均未注英文
,

原著无从查阅
。

这时我看到1 9 8 0 年 出版

约《日本心理学会五十年史 ))( 第一部)中
,

载有 日本明洽八年四月 (1 8 75 年)文 部省 出版的

日本最早讲述西方心理学的书系由西周译的美国Jo s e p h H a v e n
著((M e n ta、 Ph il。 so p h -

户
。

书名译称《心理学》
。

该书序中有
“

亚墨利加联邦神教学士约瑟奚般著
” [ 2 ] 。 这 使我 联

想到海文是否即是H a v
en 和奚般 ? 为了得到证实

,

在 1 9 8 3年初
,

经我所原所长和中国心理

学会秘书长徐联仓同志的协助
,

向日本心理学会去函探问
,

承蒙当届理事长荻野原一教授

飞》 本文 于 1 99 0 年 5 月 1 9 日收到 .

唐代和元代曾传入过两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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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和东京大学大山正教授的大力支持
,

使我与 日本大学文理学部心理学研究室儿玉 齐 二教

授有了联系
,

儿玉教授是心理学史家
,

并专门从事《奚般氏心理学》的研究
。

他复信热情地

告诉我
,

他从我随函附去《心灵学》上本 目录的判断
,

认为百分之九十是不错的 (因未见《心

灵学》全文不可能下最后结论 )
。

他说
:

’

“

如 日本的
‘

奚般氏心理学
’

和中国的
‘

海文氏心理
一

学
’

是从同一本原著翻译过来的话
,

这将是我们的一个重大发现
。 ”

随后儿玉教授 提 供了
·

《M o nt al p hi lo s

oP h y》目录资料
、

《奚般氏心理学》复印本和他对此书的研究论 文〔3 ’
.

这使
二

我对颜永京《心灵学》和西周《心理学》进行了比较
,

确 切地证实了 中日两国最早 的心 理学

译书出自同一著者的同一原著
。

关于 J
.

H a
ye

n
及其原著《M

e n ta l p hi los o p hy》
,

颜永京及其译书《心灵学》和 西 周 及

其译书《心理学》的研究情况
,

在我过去的拙作 中〔4 〕
,

已有论述
。

现仅略加补充
:

·

海文 (1 5 1 6一1 8 7 4 )著《M
e n ta l Ph ilo s o ph y》于一8 5 7年出版

,

并再版多次
,

它在美国当

;时是一本较好的教科书
。

海文沿用了康德的知
、

情
、

意三分法
,

论述了心理现象
。

它和 我
·

们现今所说的心理学大体相 当
,

尽管当时在西方
,

心理学还不 是独立的学科
,

从内容上看
,

其中有不少基本见解都 是可取的
,

显 出哲学心理学的进步趋势
; 但也看出身为牧师的海文

投有脱离宗教神学的琉绊
。

我认为这可能是中 日两国皆选译它的主要原因
。

西周和颜永

京在他们各自译书的凡例和序言中都有相似的好评
。

他们在译书过 程中 遇到 同样 的困

难
,

都采取了
“

选字造词
”

和
“

新创称谓
”

的方法
。

西周和颜永京译书的各自历史背景条件及其影响却是不相同的
。

西周 (1 8 2 9一 1 8 9 7)

是 日本近代著名的哲学家
。

他受当时文部省的委托翻译了J
.

H a
ve

n
的《Men tal p hi los

。一

, hy》(1 8 6 9年版本)
,

把著者名字译为奚般
,

书名译为《心理学》
,

由文部省 出版
,

在 日 本 明

治初期的开成学校
、

扎幌农学校
、

同志社英学校等都有使用这本书的记载 [ “J
。

可见该书具

有广泛的影响
。

更突 出的是在 日本心理学界公认西周是 日本最早介绍西方心理学的人
,

《奚般氏心理学》是 日本最早的心理学译书
,

并由他首创译称((J 心理学》
,

它已载人 日本心理

学的史册 (儿玉教授对此提出异意
,

认为西方心理 学传 人 日 本和 使 用
“

心理 学
”

名称 更

早)
。

同时
,

在《奚般氏心理学》译书中
,

西周把许多英文的心理学用语首次译成汉语
,

不少

沿用至今
,

这对西方心理学思想的介绍和传播以及中日心理学思想的交流
,

有着深远
二

的影

响
。 ,

-

颜永京 (1 8 3 8一1 8 9 8 )是中国牧师
,

他在美国读大学 (K e n y o n C ol le ge )时
,

学 习过海

文的《M
e n ta l p hi lo s o p h y》, 回国后

, 1 8 79年在圣约翰书院主持教务
,

兼授心理学 课
,

、

并开

始翻译
,

但作为一本译 书正式出版
,

已是他退职以后
;
而且只 出版了上本

,

下本没有付呱
在当年发行上本时

,

曾夹人一铅印卡片
,

文曰
: “

近因身体违和
,

不能校辑自如
,

所 以
‘

下本

未及同时刊刻
,

断然不至久延时 日
,

愿诸君共谅之
。

颜永京具
。

‘

”

卡片背面用英文 印
、

出同

样的内容‘6 ’
。

可能在 1 8 8 9年以后
,

颜永京一直身体欠佳
,

或由于其他种种原因
,

下 本 终末

出版
。

但手稿存否 ? 尚无从查考
。

该译书由益智书会校订刊行
,

它是专为各教 会学 校编

审教科书的委员会 (成立于1 8 7 7年
,

由美国传教士狄考文任主席 〔7 ] ; 1 8 8 6年
,

颜永京增补为

委员
{ “])

,

该会规定以
“

宣扬宗教
”

为编书重要原则
。

显然
,

《心灵学》仅在教会学校 有 所影

响
。

颜永京比西周迟译《M
e nt a l p hi 1O s o p h y》4 一14 年

。

出版的上本也从未再 版
,

长期

拟来
,

我国心理学界对此书无人问津
。

颜永京所译心理学用语未沿用下来
,

《心灵学》在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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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远没有《奚般氏心理学》在 日本的影响大
。

由于这两本译书的名称和书内译语各不相同
,

我推论他们译书之间
,

没有 发 生过 联

系
,

是完全独立进行的 , 而据儿玉教授的调查研究
,

在颜永京《心灵学》即将出版之前 (大约

1 8 8 8年前后 )
,

他曾短期访问过 日本
,

儿玉教授推论那时颜永京有可能见过西周的 日文译

本 ;不过颜永京的翻译确实在去 日本之前就 已进行的 [ “’
。

从我现在掌握的资料来看
,

虽然颜永京早在圣约翰书院讲授心理学课
,

并首 先 汉译
·

《心灵学》一书 ; 但我国开设心理学课程可能在此之前
,

清末在华北的著名教会学校山东登

州文会馆 (美国传教士狄考文创办
,

系齐鲁大学的最前身
,

现今的山东大学)于1 8 7 6年升格

为书院
,

分备斋 (三年 )
、

正斋 (六年)两个学部
,

正斋第六年即讲心理学课
。

有人认 为 这可

能是在中国教育系统最先开设的心理学课程了 [ 7 ’
。

但尚不知何人讲授? 有无 译 书 等情
·

况
。

还有 1 8 7 7年成立的益智书会
,

在编纂两套 (初级和高级)教科书的决议中
,

也列有心理

学科目[ “1
。

但均未见 当时对
“

M e nt al phi lo s o p hy
”

的汉译名称是否已称《心灵学》? 这样

看来
,

颜永京可能也是
“

心灵学
”

名称的创译者
。

至于西方心理学思想传入中国的时间就更早了
,

可以追溯到我国明末外国 传教 士来

华传教时编写的神哲学书籍〔。l ,

其中介绍了西方古代和中世纪的心理学思想
。

当时
,

著名

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
、

艾儒略等都精通中文
、

儒家经典 ; 如艾儒略 (1 5 8 2一1 6 4 9) 著的《性

学物述》
节 (1 6 2 3年著

,
1 6 4 6年刊印) 是一本采用问答体编的

“

心理学常识
” 【“’

。

有人认为是
“
西方最初输人之心理学

”〔‘。】
。

又如利玛窦 (1 55 2一 1 6 1 0) 著有《西国记法》(1 5 9 5年著
,

约

在 1 6 24 一1 6 4 0年间刊印)
,

是一本讲记忆术的书
,

他利用西方记忆术的原则结合 中 国 象形
文字

“

六书
”

的特点
,

总结出
“

识字法
” 。

再如毕方济 (1 5 8 2一 1 6 4 9
,

意大利传教士 )口 授
,

由

徐光启 (1 5 6 2一 1 6 2 3
,

中国明代学者
、

科学家
,

官至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笔录的《灵言熟

勺》(1 6 2 4年刊印)是论述
“

亚尼玛 (A ni m a) 之学
”

即灵魂学或灵性学
。

在上述三本书中都
弓}用了亚里士多德

、

奥古斯丁
、

阿奎那的心理学思想
,

内容附会中国古代宋明理学
,

性理之

说的思想概念
。

都是外国传教士用中文自己撰写或 口授
,

未见外文原著
。

书中充 有 浓厚

的宗教色彩 〔川
。

由此使我推想颜永京身为牧师
,

他很可能阅读过《性学物述》这类书籍
,

书中的心理学

用语对他翻译《心灵学》时有无借鉴 ? 当然
,

《性学物述》等仅有中文本
,

这一问题还可另作

对比研究
。

儿玉教授的论文中曾提到
“

德川幕府反对基督教在 日本流传
,

所以对于心理学

等有关的书籍严加取缔
” [ ‘] 。 看来

,

当时《性学确述》这类书籍是很难或不可能传人 日本去

的
。

日本的幻心理学》和中国的((J 合灵学》同译于美国《M e此
a l p址lo so p h y》这一史 实

,

确

是有益的发现
,

我与儿玉教授同感这种偶然的一致是极有趣的
,

二者差不多是同一时期靓
译的同一原著

,

这是中日心理学史上的早期巧合
。

相隔一个世纪以后
,

当儿玉教授发表关
于《奚般氏心理学》日译本的第一篇研究报告的差不多同时 ; 我也在进行((J 合灵 学》汉译本

的研究了
,

这是现在中 日心理学史研究工作上的又一次巧合
。

我们从 19 83 年初至今
,

建立

子密切联系
,

不断进行交流
。

儿玉教授的研究工作逐步深人
,

成绩显著
。

他曾远涉美国进

.
确

:

通粗
,

大略之 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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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调查研究写出海文的传记报告 [l : 】; 他还两次访问中国
,

到上海颜永京的 出生 地 和 工作
过的地方实地考查

,

并写出颜永京的传记 [’3 J。 他重点对汉译心理学用语作了专门 探讨
,

撰写出系列论文
,

荣幸地已被我引用
。

二
、

中日心理学译名的相互影响

上文已经涉及了中 日两国心理学名称的翻译问题
。

日语和汉语从语言上说
,

虽 然不二

是一个语族
,

但是从文字上说
,

中文和 日文却是
“

同文
” 。

日本古人学 习了汉文
,

在 此基础

上编出了两套假名
,

作为标音
,

并在 日文中使用大量汉字
,

直至现在
。

中国历代 古籍 和汉

译佛经传入 日本
,

给 日本学者使用汉语
、

汉字不少凭籍和启发
,

特别 是明治维新以后
,

接受
_

西方科学知识很快
,
日本借用中国古汉语作为西方近代学术用语的意译语

,
而后又被中国

从 日本借用回来
,

有的一直沿用至今
。

中国翻译西方近代科学技术书籍
,

是从 明 代 (16 世

纪后期)利玛窦东来开始
,

由于中国学者徐光启等人的努力
,

译 出不少科技书籍
,

这些 中译
-

本的科技书籍也传人 日本
。

正如儿玉教授所说
: “

日本人除直接阅读西方读物 获得 知识
.

外
,

也读汉文的科学书籍
,

这些书籍首先
.

集聚在当时住在中国的传教士手中
,

然后经过中

国商人之手输入到 日本
” 〔5 ]

。

在他论述汉字所起的作用时说
: “

科学知识本身就是通过汉
.

字传入我国 (日本)的
” [‘l

。

他还引用另一位物理学教授宇野良清的话犷
“

近代 日本能够在
_

比较短的期间吸收西方科学
,

幸亏有了汉字文化
”〔已1

。

在 19 世纪中叶
,

中国和 日 本翻 译西

方科学书籍以及哲学社会科学书籍时 (包括心理学)
,

同样使用汉语
,

汉字造词定名
,

两国
.

的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
,

促进了学科译名
、

各种译语的翻译工作的彼此交流和相互影响
。

中 日两国
,

尤其是 日本创译的心理学用语
,

也是通过上述的途径传人和接受的
。

关于
-

汉译
“

心理学
”

名称的演变及其发展的历史是怎样呢? 我们知道
,

几千年来
,

心理学一直包

括在哲学的母体之中
,

心理学思想和哲学思想混在一起
,

相互交织而难分
,

并且受到宗教
的渗透很大

,

特别在西欧封建社会整个学术都打上了基督教神学的烙印
,

使心理 学 成 为
“

神学的奴摔
” ,

乃至17 世纪中叶文艺复兴以后
,

进入资本主义社会 ; 直至 19 世纪属哲 学中

的一部分心理学 (即哲学心理学)已具有显著的发展
,

但有的哲学家本身 是牧师
,

从事神学
研究

,

所撰写的心理学问题专著是宗教唯心主义的
。

这段心理学未独立前的发展史 与 传
人西方心理学思想或哲学心理学时的汉译心理学名称和用语问题有着密切关系‘

中国古代没有
“

心理学
”

这一学科名称
, “

心理学
”

三字在古书上从未见在一起排列过
卜

就是
“

心理
”

二字相连的时候也极少
,

我国东晋陶渊明 (3 6 5一4 27 )的诗中
: “

养色含精气
,

集然有心理
” ,

有人认为这二字可能 是最早的联缀 , 但也不和现在的解释相同
。

古籍中属
J
卜

理研究的内容称之为
必
性理

” ,

为
“

心学
” 「’‘1

。

。

中国最早把现在的
“

哲学
”

和
“

心理学
”

的名称谓之
“

弯理之学
”

和
“

性学
” 。

这是意大利
传教士艾儒略在 1 6 2 3年用中文撰写《性学捅述》中提出的 [ ‘’J

。

同年
,

他在 《西学 凡》一 书

中
,

对 1 6 1 0年罗马教皇送给中国七千部书 (其中有哲学类书)略述了西方学科分类的概况
,

把p hi lo s o p hy一词音译为
“

斐录所费亚
” ,

意译为
“

理学
” 〔‘吞〕。 艾儒 略对儒学修养很深

,

有
‘

西来孔子
”

之称
。

显然
,

他 是附会宋明理学和性理之说的概念而用此称的
。

与他 同 时另
,

一意大利传教士毕方济
,

在 1 6 2 4年所写的《灵言益勺》引中
,

把 p五ilos
o p五y译音

“
费 禄 苏非

亚
” ,

译言
“

格物弯理学
” ,

义取
“

格物致知
” 。

把 A ni m “
译音亚尼玛之 学

,

意称
“

灵魂学
”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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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理“
一

学
一

’

井
’

报 1 99 1 年

‘灵性学
”￡’7 ’。 直至后来

,

倩代末期颜永京于1 8 7 9年开始边教边译了《崛
n t:a r p hi lo s

olg h-

J 》
,
1 8 8 9年出版

,

书名译称((l 合灵学》; 1 8 9 1年山东登州文会馆正斋备斋分年课程表上
,

明文

规定了正斋第六年开设心理学课程
,

译名为
“

心灵学
”〔a , ; 1 8 9 6年我国清代戊戍变法时 期

的思想家谭嗣同著之《仁学》在二十七界说中
,

提到心理学也称为
“

心灵学
”
(可能 因他曾精

研基督教义和神学有关)
。 1 8 9 8年美国传教士丁题 良以问答法撰写一本心理学书

,

却取名

峨性学举隅》于 19 0 4年出版
,

他因袭了艾儒略早年的
“

性学
”

名称
。 1 9 1 1年出版华北 公 理会

协和大学校长美国传教士谢卫楼著
、

管国全译的心理学
,

书名译称《心灵学》
。

协和大学的

前身河北通县潞河书院于1 8 9 2年以前即已讲授心理学课 〔’8 , ,

后来 1 9 1 9年 改为 燕 京 大 学

(19 52 年并人北京大学 )
。

从我国在 17 世纪初和 19 世纪末期至 20 世纪初对心理学译名的演

变来看
,

凡由传教士或基督教系统所著
、

译的心理学书多称为《心灵学》这个带有神秘色彩
,

的名称
。

中国清代来华的传教士
,

对 p lli los o p hy大多因袭艾儒略
“

理学
”

的译名
。

这个译名随

着汉译西籍也传到 日本 【‘”J
。

在 日本最早对
“

哲学
”

和
“

性理学
”
(即心理学)译名是由西周所著《百一新 论》(约 1 8 6 6

‘

一67 年开始起草
, 1 87 4年 3 月出版)中首先提出

。

西周最初对 p hi los o p hy这个 词 使 用过
“

性理学
” 、 “

理学
” 、 “

弯理学
”

等译语
,

但他都感到不够确切
。

直 到他把希腊 语肺以
。 a 。
小

-

Ta
”

一词确认为与 中国北宋哲学家周敦颐 (1 01 7一1 0 7 3) 所 著《太极图说》中讲 的
“

圣 希 天
_

资希圣士希贤
”

这句话中的
“

士希贤
”
(求贤德也)的意思相仿之后

,

便 把
“ p hi los

o p hy ” 直

译为
“

希贤学
” 。

后经反复思考和进一步推敲
,

把
“

求贤德
”

和
“

哲智
”

联系起来
,

又将
“p hi lo -

劝p h y ”

试译为
“

希哲学
”
(即希求哲智之学)

,

最后在《百一新论》中定译为
“

哲学
” 〔’。]

。

西周
一

是
“

哲学
”

一词的创译者
。

同时
,

在《百一新论》中出现他使用
“

心理
”

以及
“

性理学
”

的词 t“〕
。

比《百一新论》稍迟 出版的西周著《致知启蒙》(1 8 7 4年 9 月出版)也使用
“

性理之学
”

或
“

性

理学
” , 以及西周其他著作如

: 《百学连环》
、

《生性发蕴》
、

《生性剖记》
、

《知说》等均借用了
.

中国古籍中
“

性理
”

的概念及使用
“

性理学
”

的名称
,

也出现使用
“

心理 上学
” 、 “

心理之学
”

等

词
。 1 8 7 5年出版《奚般氏心理学》

,

他在凡例中
,

仍用
“

性理
”

一词
,

而书名译 称
“

心理学
” 。

书内使用
“

哲学
”

和
“

心理学
”

(但有时仍用
“

性理学
”

)
。

因此
,

在 日本心理学 界一直公 认西

周译的《奚般 氏心理学》是 日本最早的心理学译书
,

并在该书首次使用
“

心理学
”

的名称
:,

是

西周从
“

性理学
”

改译
“

心理学
” ,

由他所命名
。

故西周也是
“

心理学
”

一词的创译者 (关于西
.

周译《奚般氏心理学》是否即是首次使用
“

心理学
”

名称
,

以及由
“

性理学
”

改为
“心理学

”

的

犷问题
,

儿玉教授已进行深人的考证研究)〔
, ’

。

在中国
“

心理学
”

名称何时才开始使用的呢 ? 据我现在掌握的材
;

料来 看
,

我 认 为在

1 89 6年以后
,

大约 1 9 0 0年左右
,

在清光绪维新变法和颁布新学制的背景下
,

中国 开
、

始派遣

留学生去 日本
; 同时聘请 日本教师来中国讲学的过程中

, “

心理学
”

的名称随之 传 人 我 国
:

的
。

如 1 8 98 年浙江首批派往 日本的留学生名叫陈棍的
,

他在 日本留学时编辑了一 本 心理
4

学教科书
—

((J 合理易解》(1 9 0 5年出版)
。

又如最早聘请来我国讲学的东京大学教授服部
,

宇之吉就是京师大学堂师范馆讲授心理学课的
“

正教 习
” 。

现在我国存有他讲述的中文京

师大学堂心理学讲义 (庚子辛丑间
,

即1 9 0。一 19 0 1年)线装本
。

这可能 是我国最 早来 自日

二本的心理学
。

自西周译《奚般氏心理学》1 8了5年 出版后
,

在我国未发现 日译本和重 译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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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心理学史上的早期联系与交流 2昨

本
。

或有可能
“

心理学
”

名称随其他 日文心理学书在 1只00 年以前传人我国
。

或如果颜永京

于 1 8 8 8年左右去 日本时
,

看到西周的译书
。

总之
,

1 9 0 0年以后
, “

心理学
”

名称在 中 国已较

普遍使用
。

可是当时中国清末时期的一些中国学者
,

对 p hi los o p h y和 p sy c hol og y二译名

没有明确区分和统一译法
。

如据 phi los o p hy的意义
,

另有译为
“

智学
” 、 “

心 智之 学
” 、 “

心

学
” 、

和
“

心理学
”

的
,

而和Ps yc ho log y相混淆
。

甚至还有译为
“

神学
” [‘。1的

。

关于
“

哲学
”

名

称从 日本传入我国可能要比
“

心理学
”

名称为早
。

最早介绍
“

哲学
”

译法的是黄道宪 (1 8 4 8

一1 9 0 9 )
, 1 8 8 1年他写出《日本国志》定稿

,

于 1 8 8 7年 出版
,

书中讲到东京大学的哲学科
,

注
‘

明哲学
“

谓讲明道义之学
” 。

1 8 9 6年康有为的《日本书目志》上已有哲学科 字 样 ; 1 897 年梁

启超《读 <日本书 目志》后》亦见同样字样
。

1 8 9 8年梁启超在 《论学 日文之益》一文中讲到
;

忍智学
一

日本谓之哲学
”〔‘“1

。

同时
,

他因
“

变法
”

失败
,

东居 日本
,

已接触了 日本 心理学
,

所以他对
“

心理学
”

与
“

哲学
”

译名有明确区分
。

如 1 9 0 2年他在《新民丛报))1 8号
“

新 书 介

绍
‘
”

一文中
,

对《世界学报》上介绍 当时
“

新说名论
”

的各学科分类把心理学和哲学混淆提出
一

看法
,

他说
: “

⋯⋯其分类颇欠妥惬者
,

如其中心理学一门
,

最为鄙意所不敢荀同
,

统观三

号
,

其心理学门 皆论哲学也
。 ”

梁启超认为
: “

日人译英文Ps y“hol og y为心理学
,

译 英文之

p hi lo s

oP hy为哲学
,

两者范围截然不同
,

虽我辈译名不必盲从 日人
,

然 日人之译 此
,

实 颇

经匠意
,

适西方之语源相吻合
。

⋯⋯吾度著者⋯⋯以为一切哲学
,

皆心识之现象也
,

故吾

不从东译 (哲学)而定以此名 (J合理学)
,

鄙人窃以为误矣
。

哲学之大另11
,

有唯心与唯物 之两

派
, “

物
”

者
,

正
“

心
”

之对待也
,

今惟以心学名之
,

不几将唯物论全行抹杀乎 ? 若以为所研究

之客体虽有心物之殊
,

而能研究之主体惟在人心
,

故定以此名
。

然则宗教学
、

政治学
.

法律

学乃至一切无形有形之学
,

何一非以吾心研究之
,

然则并此诸学而名心理学可乎 ? 且既以

p h ilo s o p hy冒此名
,

则于Psy e h o lo g y又将以何语译之
,

此吾所不敢苟同 也
。

Ps y e h o lo g y

与E th ic s伦理学皆为 Phi los oP hy中之一门
,

吾以为宜立哲学一门
,

而以心理伦理 皆人之
,

似为得体矣
。 ” [ 2。]梁启超对

“

心理学
”

与
“

哲学
”

译名的区分起了一定作用
。

从此以 后逐渐

趋于统一
,

沿用至今
。

心灵学一词
,

后来在教会大学里也改称心理学了
。

三
、

中日最早的心理学杂志同欺出版

中国辛亥革命
,

推翻清王朝
,

建立了中华民国 (1 0 12 年 )
。

在 民初年间
,

我国早期的心理

学研 究和 介绍一般都在教育方面的杂志上发表
。

.

1 9 2 1年 8 月中华心理学会成立
,

(1 92 2

年 ) 1 月 创刊出 版会刊
—

《心理》
,

这是我国第一种专门研究心理学的杂志 由中华心

理学会会长张耀翔任主编
,

上海中华书局印刷发行
。

编辑部设在北京高等师范 (其前身为

京师大学堂师范馆
,

现在的北京师范大学)
,

心理实验室内中华心理学会总会
。

·

《心理》杂志的宗旨
,

在创刊号上首先言明
: “
中华心理学会是专为联络中国心理学专

·

家和素有研究的心理学者而设
” ,

该杂志为学会的
“

言论机关
” 。

要求会员 ,’4 认心 理 学自

身是世上最有趣味的一种科学
,

他们研究就是要得这种精神上的快乐
,

办这个杂志是要别

人也得同样的快乐
; ’协承认心理学 是世上最有用处的一种科学

,

不但可用在教育 上
,

还 可

用在实业
、

商业
、

医术
、

美术
、

法律
、

军事
、

日常生活上
。

他们研究就 是为求这许多的应用
,

办这个杂志是要让别人也得这些应用
。 ”

并且要求会员研究心理学从三方面进行
: “

伙
昌明国内旧有 的材料 , 二

、

考察国外新有的材料 ;
.

三
、

根据这两种材料来发明自己的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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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和实验
。

办这个杂志是要报告他们三方面研究的结果给大家和后世看[川
” 。

杂志内容分类主要计有
: “

普通
,合理

、

实验
,合理

、

动物心理
、

儿童心理
、

青年心理
、

社会

心理
、

变态心理
、

心理学史
、

各家心理
、

应用心理
、

教育心理
、

智力测验
、

教育测验
、

心理界闻

等类
。 ”

并辟有历史
、

传记
、

介绍
、

通讯
、

读者论坛等专栏
。

除刊载论文外
,

心理界闻较多
,

如在通讯栏内介绍国外心理学的发展和各国心理学杂志
、

新书的情况
。

如 欧洲 (英
、

法
、

德
、

瑞士 )工业心理之概况
,

美国
、

法国心理学刊物情况等
。

同时
,

介绍国内心理学 研 究情

况
,

发表《中国学者心理学之研究》
,

汇集了当时我国著名杂志上有关心理学的文摘简评
。

《心理》杂志共出版 14 期
,

总共发表1 50 多篇论文
, 2 千余页

,

计约 1 40 万字
。

撰 稿 者有
‘

陆志韦
、

陈鹤琴
、

廖世承
、

谢循初
、

艾伟
、

陈大齐
、

张耀翔等人
。

由于经费困难
,

时局不宁
,

书

局营业大受影响
,

刊物不能按时排印
,

于1 9 2 7年 1 月停刊
。

日本在明治年间
,

关于心理学研究和介绍
,

主要是在哲学杂志上刊载
。

19 1 2年已有单

独出版的((l 心理研究》杂志 (在东京)
,

但内容并非专门研究心理学而有其他学科 的 稿件
,

‘((J 合理研究》开始以心理学的普及为主
,

后来实验研究和专题逐渐增多
,

但还是以教育
、

美

学
、

医学方面的来稿为多
。

汇2 1 ” 1 9 1 9年 7 月京都出版了《日本心理学杂志》
,

编辑和 发 行者

为 日本心理学杂志社
,

设在京都帝国大学心理学教室内
,

编辑委员有松本亦太 郎
、

桑 田芳

藏
、

野上俊夫以及医务工作者26 人
。

代表者为黑田源次
。

杂志内容由
“

原著
”

和
“

摘 录
”

构 :

成
,

要求
“

发表的论文不仅是心理学的
,

也有邻近科学 的
,

也有医务工作者的 稿 件
。
[ . 1 ” 此

杂志因编辑和经费上的间题于 1 9 2 2年将编辑工作移至东京帝国大学心理学研究室 日本心

理学会编辑部
,

由增田维茂
、

城户惜太郎任编辑主任
,

用相同的 刊名由岩 波书店出 版 发

行
。

这新的《日本心理学杂志》创刊号于 19 2 3年 1 月出版
,

开头即由松本亦太郎提 出 三条

办刊革新方针
: 1

.

鉴于心理学研究领域和研究所正在增加的现状
,

要求杂志成 为 专业学

者研究的中枢联络机构 , 2
.

鉴于心理学研究领域 日益扩大
,

适应其他学科专业者 了 解的
,

需要
,

把杂志办成心理学研究向学术界广为传播的机构 , 3
.

鉴于世界变化的形势
,

需要心

理学应用于提高社会事业的效率
,

要求杂志把实际生活和心理学结合起来成为 调节 人池

生活活动的机构t“]
。

杂志内容分为
“

原著
”

和
“

学界消息
” ,

写稿者多为东京帝国大学的心理

学者
,

均刊专门性论文 ; 并刊登学界消息较多
,

如介绍国外心理学最近的各种倾向和它似

的代表者及著述 ; 报道法国心理学界
、

德国心理学会的情况
。

国内心理学团体 的 活 动情

况
、

国内外心理学新书介绍等
。

后来也因经营性问题
,

心理学工作者集中力量于1 9 2 6年 4

月将((J 合理研究》与《日本心理学杂志》合并
,

出版((J 心理学研究》直至现在
。

中国《心理》杂志和《日本心理学杂志》的宗旨方针不约而同
,

主体内容也相一致
,

皆为

心理学研究专门学术刊物
。

当时两杂志彼此十分关注
,

进行交换
,

相互赞扬和 勉 励
,

共同

为心理学事业努力作出贡献
。

中国《心理》杂志上介绍
“

自去年 (1 9 2 2) 一月中国心理学杂志出版后
,
日本各 教 育 机

关
、

学者纷纷来函购订或要求交换
,

并有数种 日本杂志特别为本杂志介绍
。

本年 (1 9 2 3) 一

月 日本亦有专门研究心理学杂志出现
,

以出版先后论
,

可 谓 东方 第 二 种 心理 学 杂 志

矣
。 〔川

”

由于《日本心理学杂志》后 于我国《心理》杂志一年
,

故谓我国《心理》杂志 为 东方

第一种杂志
。

然而 日本在1 9 2 3年以前早有单独出版的心理学杂志
,

已如前述
,

只不过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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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门研究心理学 的杂志
。

还具体地介绍了《日本心理学杂志》第一卷第一号至 四 号 的 题

目
、

作者
,

并赞扬
“

在该杂志上投稿者
,

均对于心理学有精密的研究
,

为近 日日本出版 界 中

最有价值杂志之一
,

查该杂志有三条方针
: a

.

为专门研究心理学者唯一的中枢机关 ; b
.

传

播心理学之研究与消息于非专攻心理学者 , c
.

利用心理学
,

增加作事之效率
,

与人生的活

动
。

按该志之方针与本杂志之宗旨若合符节
。

甚愿彼此努力
,

造成东方最有名之心 理 学

杂志
,

给西人和后世看
。
〔2 ‘1 ”

《日本心理学杂志》第一卷三号内有海外通信一篇
,

特载中国心理学 界 的 活 动 和 对

衣心理》杂志的好评
: “

中华民国心理学活动之消息
,

增 田维茂氏已在本年 (19 2 3) 五 月 号

钓乙理研究》中介绍过了
,

中华心理学会杂志所发表 的大作
,

对于理论和 实 践
,

均 尽 善 尽
一

美
,

的确为吾人研究心理学的一种好帮助
,

我很喜欢
,

并且很希望彼此以和衷共 济的 精神

贡献于心理学界
。

在此谨祝彼国心理学界前途的幸福 ! t川
”

后来
,

我国《心 理》杂志上的

论文
,

有的译出或摘要介绍
,

被转载在《日本心理学杂志》上
。

回溯中 日两国早期心理学发展史上相互联系和友好往来
,

使我们对老一辈 心理 学工

作者的缅怀
,

铭记他们对心理学事业的教导和期望 l 同时
,

增进我们现在的 学 术 交 流彼

此相互学习和协作
。

中 日两国心理学的发展确有不少类似之处
,

但在不同 的 历史背景下

也形成一定差异
。

日本心理学现在已相当发达
,

我国心理学也逐步发 展起 来
,

希望我 们

结合各自本国的实际发展自己的心理学
,

在国际心理学界发挥更大 的作 用
,

将 在我 们两

捆的心理学史上谱写出新的篇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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