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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 甫 洛 夫 学 说 在 苏 联 的 某 些 发 展
` ,

孙 哗 魏明库 李翼鹏
中国科学院心 理所

巴 甫洛 夫 是一 位伟 大 的生 理学 家
。

他 在 本世 纪 初创立 的 高级 神经 活动 学 说
,

无 论对

生 理学 还是 心 理 学都 发生 过很 大影响
。

他 的 条件 反射 学说 的理 论 与方 法
,

迄 今 仍 然 是 生

理 学和 心理 学 研究 的重要 武 器 之一
。

这个 学说 的 彻底 唯 物 主 义精 神
,

曾 深受 革 命 导 师 列

宁 的 重 视
,

得 到 他的 多方关 怀和 扶持
。

科 学不 断 前进
,

永 远不 会停 留在 某 一点 上
。

近年 来
,

脑 科学 由于 研究 方 法 和 技术 日益

丰 富多 样
,

发 展 得相 当快
。

巴 甫洛 夫在 本世 纪 初 创立 的 高 级 神 经活 动 学 说
,

自然 也是 处在

不 断 的 演变
、

发 展过 程 当 中
。

五 十 年代 初
,

我 们 曾 系统 地学 习 过 巴 甫 洛夫 学说
。

今天 从 当

代 科学 资料 的 角度 看看 巴 甫洛 夫学 说 发展 演变 的 情 况
,

是颇 有 意义 的
。

不 过这 个 问 题涉

及 的面 很大
,

本 文不打 算全 面讨 论它
,

只 就我 们 接 触到 的 部 分 资料谈 几个 问 题
,

讲 一 点初

浅 的看 法
。

我 们先 看 看 巴 甫洛夫 学 说在 苏联 心理 学 中地 位的 演变 情 况
。

1 950年
,

苏联科 学 院和 苏联 医 学科 学院 召 开一 次 联席 会议
,

讨论 巴 甫洛 夫 学 说
,

这是

一 个 重大事 件
。

在 此 之前
,

巴 甫洛夫 学 说 在苏联 心 理 学 中
,

也 等在其 它 国 家 心 理 学 中一

样
,

是 作为一个 学派 而存 在的
。

19 60年 的两 院会议 以后
,

巴 甫洛 夫学 说的 地 位 迅 速 上 升
,

成 为 苏联 心 理 学的 自然科 学 基 础
。

两 院会议 批 评苏 联心 理 学 忽 视 巴 甫洛 夫学 说的 倾向
。

苏联 心理 学界 提出 了 在 马 列 主义指 导 下在 巴 甫洛 夫 学说 基 础 上 改造 心 理 学的 口 号
。

这 次

会 议 在发展 巴 甫洛夫 学 说 上 起 了 积 极作用
。

会议 指 出
,

巴 甫洛 夫高 级神经 活 动 学 说的 杰

出 的科学 成就
,

是 对辩证 唯物 主 义 的 自然科学 基础 的 珍 贵贡献
,

高 级神 经 活 动 生理 学是脑

科学 的 巨大 成 就
,

是 唯 物主义 反 映论 的 自然科学 依 据
。

但是 由于 种种 因 素 的影 响
,

两 院会 议 也产生 了 消极 的 作用
,

它 的 具体 表现 是
,

把 巴甫

洛夫 学 说教 条化
,

束缚 了 科 学家 的 创作 主 动性
,

规定理 论原 理 和 结论
,

歪 曲科学 批评
,

排斥

异 己
,

扣 帽子 等
。

两 院 会议 后 的 事实 表 明
,

在关 于 人的科 学 中出现 生物 学化倾 向
,

对 待心 理

学
,

出现 了 实 践上 有害 的
、

方法 论上 错 误 的 态 度
。

有 些 人企 图 把 心 理学 对象融 化 于 高级 神

经 活动生 理学 之 中
。

有 些 人提 出高 级神经 活动生 理学 是研 究人 的 心 理 的 唯一 途径
。

有 人

甚 至 认为
,

站 在 巴 甫洛夫 学 说立 场 上就 意味 着要 最终 取消心 理学
,

而主 张心 理学 作为一 门

独立 科 学存在
,

就 意 味着反 巴甫 洛夫路 线
。

鉴 于 这 些情 况
,
1962年 苏联科 学院 和 苏 联 医 学科 学院 等单位 又 召开 了 第二 次会 议

。

这 次会议批 判 了 把 巴甫洛 夫学 说教 条化
、

绝 对化 的错误
,

充 分肯定 了 心 理学 作为 一 门 独立

科 学的 重要 性
。

闷

) 本文于 年 3月 5日 收到1 1982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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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十 年代 以来
,

我 们从 苏联 心理 学文 献 中可 以 看 到
,

对 巴 甫 洛夫 学说 的 灵活态 度又 有

了 新的发展
。

这 就 是 在 充 分肯 定 巴 甫洛夫 学说 的 基 本 原则 基础 上
,

对于 该学 说 中某 些不

精确
、

不完 善 的 论 点提 出补充 修 正
,

对 于 某 些不 正 确的 结论 提 出批 评
。

我 们认 为
,

这 种发

展是 正 常的
,

健康 的
。

巴 甫洛 夫 学说 没有穷 尽科 学真 理
,

也不 可能不 受 时 代 条件 的 限 制
。

巴 甫洛夫 的 历 史 功绩 在于 他创 立 了 高 级神经 活 动 学 说
,

创立 了 经典 条件反 射 研究 法
,

坚持 了对 心理 现象 进 行 客观 研 究 的 科学 方 法
,

坚持 了 对 心 理 现象作 唯 物主 义一 元 论的解

释o’

贬

卜

犷

下 面我 们 根据 当代 科学 资料 看看 巴甫 洛夫 学 说的 某些 论点 发生 了 什 么 变 化
,

有 了 什

么 新的发 展
。

我 们首 先看 看 巴甫 洛夫 的反 射概 念
。

巴 甫洛 夫和 英 国著 名生 理 学家 谢 灵顿都 从 笛卡

J L那 里 继 承 了反 射 概念
。

谢 灵顿 用 这个 概 念研 究 中枢 神经 系 统 低级 部 位的 活 动
,

巴 甫洛

夫 则 把 这 个概 念 推广 到 中枢神 经系 统 的高级 部 位的 活 动上 、 这 个概 念 是他 的 高 级 神 经 活

动 学 说 整 个大 厦 的 基 础
。

按 照 阿 诺 兴 的 意思
,

巴 甫洛夫 的 反 射 概 念基 本 上 是 传统 的反 射

弧 的概 念
,

巴 甫洛夫 虽 然 已 指 出信 号 的作用
,

意 味着 预告
,

强 化 的 作 用
,

意味着 反 馈
,

但是

他 并 没有 强 调 这些
,

他 所 强 调 的 是反 射 弧
。

阿 诺兴发 展 了 信 号的 预告作 用
,

用 他 的 术 语说

即 超 前反 映
,

和 强 化 的反 馈 作用
,

即 是他所 说 的 返回 联 系
。

但是 阿 诺兴 早期 提 出的 返 回 联

系 的 概 念并 没有 受 到重视
,

只 是 到控 制 论风 行
,

反 馈 概念被 普遍接 受 以 后
,

才 受 到 广 泛 注

意
。

这 样一来
,

反 射 弧 的概念被 反 射环 的 概 念所 代替
,

从 而使 巴甫 洛夫 原来 的反 射概 念 向

前 发展 了
。

这 是 一个 重大 的原 则 性 的 变化
。

鲁利亚 认为
,

阿 诺兴 的机 能 系统 理论 是揭 示动 物和 人 的 完整 心理 活 动 机 制 的 真正 心

理 生理 学
。

这个 理 论认 为
,

个 别反 射 机能 规 律 也和 作为 其基 础 的个 别神经 元 活动 规 律 一

样
,

不 能解 释 完整 的 行为 形式
,

构成 心 理 活 动 生理 基 础 的 是 特 殊形 式 的 神经 过 程
,

是 在 个

别 神经 元或反 射 动 作包 含在确 保 完 整 行为 动 作 的 完整 机 能 系统 中时产 生
。

动 物 和 人的 完

整 行 为 不取 决 于 孤立 的 信号
,

而 取 决 于 当 时所 收 到 的 一切 信 息 的传入 综 合
。

人 脑额 叶 在

这 种传 入 综合 当 中起重 要作用
。

动 物 和 人 的 行 为也不 止 于 回答 反 应
,

而 决 定 于 预 期 行 为

效果 与 回 答 反应 是 否 相 符合
。

由 此可 见
,

阿 诺 兴 的 机 能系 统理 论是 巴 甫 洛夫 高级 神经 活 动 学说 的 重 大 发 展
。

苏 联

有 些科 学 家甚 至认 为 阿诺 兴的 机能 系统 理论 是 巴 甫洛夫 学 说发 展 的 新 阶段
,

这 不 是 没 有

道 理 的
。

暂 时联 系 接通 的概 念
,

是 巴 甫洛 夫 高级 神经 活 动 学 说 的一 个基 本概 念
。

巴 甫 洛夫 称

大脑 半球 为 接通 器 和分 析 器
。

巴 甫洛 夫 自己说 过
,

接通 这个 概 念在 他之 前 的 神经 生理 学

当 中 已有 人 用 过
,

并非 他首创
,

不 过他 发展 了这 个概 念
。

任何 条 件反 射 总 是 大脑 高 级 部 位 综 合 活 动 的 结 果
,

总 是 大脑 不 同 部 位之 间 暂 时 联 系

的 接通
。

按 传统 的看 法
,

暂时 联系 的接通 是 条件刺 激 皮质 代表点 与无 条件 刺激 皮质 代 表 点之

间通路 的 拓通
。

这是 从反 射 弧概念 引申来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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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通机 制 问题是 很复 杂的
。

巴 甫洛夫 当年 也 曾一 再考虑 过
。

他最 初 认为
,

条 件反 射

联 系 的接通 是发 生在皮 质 各点之 间
。

后来又 一度 认为
,

联 系 的接通 是发 生在相 应 分析 器

皮 质代表 点与 皮质 下无 条件反 射 的 中枢 之 间
。

但最 后还 是肯定
,

暂 时 联 系 发生 于 分 析 器

脑 末端与无 条件反射 皮质 代表 点之 间
。

同时
,

巴 甫 洛夫 学派 也 注 意到皮 质 下在条 件 反 射 形成 中的作用
。

如他 的一 个学生 切

断 各分 析器 之 间联系 的通 路
,

但 它们之 间 的 相 互 作用 仍 然保 持着
。

在 巴 甫洛 夫 时 代
,

由 于 技术 条件 的 限 制
,

关 于 暂时 联 系接 通 的 中枢机 制的 概 念
,

主 要

是 以最后 的 行为反 应作 依据
,

所 以 尚带 假说 性质
。

今天 神经 生理学 已掌 握 大 量 有关 暂时

联系 形成 机制 的 直 接材 料
,

可 以重 新审 查 这个 问题
。

从 现代科 学 资料看
,

条 件反 射 的 建 立
,

总是现 有 中枢 间关 系 的改 组 和 新 中枢 间关 系的

建立
,

参 与暂 时 联 系建立 的 有皮质 和 皮 质 下一系 列 脑 组织
,

在 条件 和无 条件 刺激 的代 表 点

中首先产生 复杂 的机能 变化
。

在条 件反 射形 成过 程 中
,

无条件 兴 奋逐 渐增 强
,

暂 时联 系形成 之 后
,

无 条 件兴 奋立 即

成 为 强 兴 奋
,

这 被认 为是 形成 了无 条件反 射皮 质代 表点
。

这 时 对无 条件 刺激 的 诱 发 反应

加 强
。

有关 条件 刺激 皮质代 表 点的 资料不 很 明 确
,

脑 电 图 研究 表 明
,

只 是 在 暂时 联系 形成 的

开 始 阶段
,

这 里 产生 活动 中心
。

诱发 电位研 究的 结果是矛 盾 的
。

有 的 证 明
,

在 条件反 射形

成 过 程 中诱 发 电位反 应增 大
,

有 的认为 相反
,

诱发 反应减 小
,

有 的认 为不 可能 查 明 暂 时 联

系形 成 与诱 发反应 改 变 之 间 有任何 依赖关 系
。

一 般认 为
,

巩 固 的 条件反 射在脑 电 上 的反

映 微 弱
。

鉴 于 此
,

有人 (M
.

只
.

P a 6 H H o B H味 ,
1975) 认 为

,

随 着条 件反射 的 巩 固
,

实 现条件 反 射

的机 制 转移到 皮质 下水 平
。

有人认 为 ( 3
.

A
.

A c p aT 只 H ,
197 )D

,

随 着条 件反射 的巩 固
,

皮

质 中的电变 化局 限 于 皮 质 的 微 结 构 中
,

采 用 通 常脑 电 图分析 法 捕 捉 不 到
。

也 有 人认 为

( .H H
.

B a e M 涯 e o e K H益,
l g6 a

,

W
o o dy 等

,
107 0)

,

分析 器 皮质 末端 神经 元 在 条件刺 激作

用 下在 条件反 射形 成的 开 始 阶段和 巩 固 以后都 保 持着 特 殊的 诱 发反 应
。

总之
,

从 现代 科学 资料 看
,

参 与条件 反射 活 动 的 脑 皮质结 构的 范 围 要 广泛 得 多
,

皮质

下在 暂 时 联系 接通 活 动 中起 着非 常重要 的作 用
。

关 于 皮 质下 作用 的 研 究 资 料 表 明
,

在暂

时 联系 形成 过程 中皮质 下许 多结 构发 生 明显 的 机 能 变 化
。

如 在对视 听信 号形成 食物 或防

御 条件反 射 的情 况 下
,

不 仅 在 大脑 各级 水平 的 相 应 专化 核 中
,

而且 在 中脑 网 状 结 构 中
,

在

丘 脑 内侧核 中
,

在 丘脑底 部和 下丘 脑 中
,

在 海 马 以 及 其 它 结 构 中
,

都产生 明显 的 变化
。

近 年来 有人 提 出 (A
.

中ec ca p
,

196 2)
,

网 状结 构神经 元 实现暂 时 联 系的 接 通
,

皮 质投

射 区 不直 接 参 与 接 通机 制
,

是 间 接 参与
,

对 网状 结 构发挥 抑 制 性影 响
。

但 是许 多人不 同 意

这种 看 法
,

没 有根 据认为 网状 结构 细胞 具有长 久保 持痕 迹的 机能
。

猫
、

狗 切 除大 脑 半球 皮

质 以 后
,

对一 些 刺激物 虽 能形成 暂 时联 系
,

但缓 慢得 多
,

也不 巩 固
。

这 当 然 并不 排 除 网 状

结 构 对暂 时 联 系形 成起 重 要 作用
。

有人 提 出 (P ot ba k ,
196 8)

,

大 脑皮质 中神经胶 质参 与新的 暂时 联 系形 成
。

艾 克尔 斯 曾 提 出
,

异质 性 刺激 在单 个神经 元上 汇 合 是 暂时 联系形成 的 基 础
。

阿 诺兴

( ) 根据不 同感 觉 通道 刺 激可 能汇 合 于 单 个神 经元 上 的 事 实
,

以 及 神 经 元 后 突 触 膜 的

1

一飞

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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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

化 学 异 质性 材料
,

提 出暂 时 联 系 汇 合 性 接通 的 另 一个假 设
。

他 认为这 个过程可归 结 为 刺

激 在 后 突触 膜水 平 上 的 相 互作 用
。

前面 提 到 的 P a竹H H o B H q (19了5) 的 理论
,

认 为在 暂时 联 系接 通 时 先后 产生 两 种 整 合
。

第一 种整 合 是 条件 和 无 条件 刺激 物在 神经 元水 平上 相 遇 和 相 互 作 用
,

结 果产 生 二 者 间的

巩 固 联 系
。

第 二 阶段 整 合 是 这些 神经 元 联 合 成 对 结 合 刺 激 物 具有共 同 机能 特点 的 集群
。

两 个 结合 刺 激 物痕 迹联 结
,

并把 巳 形成 的 联 系 转 移 到效 应 细胞
,

这种 机制 是 细 胞 水平上 接

通 的基 础
。

在条 件信 号作 用 下
,

皮 质 和 皮质 下一 系 列 结构 中 汇 合 着 条件 和无 条 件 刺 激 的

细 胞 以同 样 的 潜伏 期 兴 奋 起来
。

这 些神经 元 的 同 步放 电
,

经过 脑 的 下行 系 统
,

实 现行为 动

作
。

哈 纳 纳 什维里 提 出 ( 1972) 一个 学 习 神经 元 微 系统 的概 念
。

他 在皮 质和 外 膝 体 中发

现 对刺 激 起反 应 的 神经 元 有不 同的 特 点
。

其 中有 些 神经 元 能 在暂 时 联 系形成 后 对条 件刺

激 发生 稳定 的 反 应
。

这种 神经 元 被 称 为 学 习 神经 元
。

它的 主 要 作用 是 把 结 合 刺 激的 痕迹

固 着 下来
。

这种 神经 元 在 皮 质上 占反 应神 经元 的 20 一 25 厂
,

在 外膝 体 中少得 多
,

只 占 10 一

11 终
。

他 认为
,

在 条件反 射 形成 过 程 中
,

这 种神 经元 组 成 微 系 统
。

这 个 微系 统就 是实 现大

脑 接通 活 动 的 有组织 的 结 构机 能单 元
。

进一 步 研究证 明
,

大 脑 皮质学 习 神经 元 微 系统 受 到 边 缘 系 统
,

特别 是海 马 和 杏仁 的 调

节 性影 响
。

这种 影 响 可 以 看作 是大 脑 皮质兴 奋 痕 迹 固 着 过程 依赖 于 情 绪
、

动 机水 平 影 响

的 表现
。

虽 然 皮 质学 习 神经 元 的 多是多 感 觉 神经 元
,

但是 多感 觉神 经元 中只 有47 多 表 现 出学

习 效 果
。

可 见
,

多感 觉 性不 是 神经 元 学 习 能力的 主 要 条件
。

哈纳 纳什 维里 是 苏 联有关 暂 时 联 系接 通机 制 方 面的 专家
,

他 的理论 有一 定 的 影 响
。

分析 器 概 念 也 是 巴 甫洛夫 高级 神经 活 动 学说 的 一 个 重 要组 成 部分
。

巴 甫洛夫 把 那 些

分解 复杂 的 外在 世界 为个 别要 素的 器 官 叫 做分 析 器
。

分 析 器 由三个环 节 组 成
,

外 周 器

官 (如 视 网 膜 )
,

传导 通路 (如 视神 经 ) 和 传导 神经 终止 点所 在 的脑 细 胞 (如 视 皮质 )
。

分析

器的脑 末端 是所 谓 的 核 心 区
,

在核 心 区 之 外
,

尚有分 散 的外 围 部 分
。

巴 甫 洛 夫认 为
,

核 心

区 分 化程度 最 高
,

而 外 围 部分 完成 着 同样的 机能
,

但精 确程 度 较低
,

不 够完 备
。

巴 甫洛 夫 的 分 析 器 概念
,

强 调 了 外 周 器 官 与 中枢脑 末端
,

的 统一
,

强 调 了 脑 末 端的 重要

作 用
,

强 调 了 定位 的 动 态 性
,

核 心 区 外有 分散 的 成 分
,

这 都是 巴 甫洛夫 学 派 的 贡 献
。

但 是

巴 甫洛 夫 当 时 并不 了 解分 析器 脑 末 端 的详 细情 况
,

近年 来对 这个 问题 的 研究 已 大 大 向前

迈 进 了
。

根 据 现 代科 学 资料
,

巴 甫 洛 夫所 说 的 分 析器 脑 末 端不是 一 个单一 的 结 构
。

这 里 可 以

划 分 出两 个 不 同的 结 构
,

就是一 级 区 和 二 级 区
。

视 分 析 器 一 级 区 相 当于 卜洛德 曼脑 图 谱

的 17 区
,

二 级 区 相 当 于 18 区 和 19 区
。

听觉 分 析 器 的一 级 区 指 颖 皮质 赫什 横 回 深 部
,

相 当 于

卜洛 德 曼脑 图 谱的 41 区
,

二级 区 相 当 于 22 区 和 部分 21 区
。

各分析 器 核 心 区 之 外 的 交 错 区
,

是三 级 区 或 称 联合 区
,

位 于 顶
、

枕
、

颖 皮质 交 界 处
,

主 要 部分 是 顶 下 区
。

有人 把这个 区 称 为

后 联合 区
,

以 别于 额 叶的 前 联 合 区
。

人 的 这个 区 特别 发 达
。

前后联 合 区 加 起来 占 据 整 个

皮 质 的 四 分 之 三
。

一 级
、

二 级
、

三 级 区 各有 机能 特点
。

一 级 区 接受 从外 周 感受 器 来 到大 脑

甲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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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刺 激
,

把 刺激 分解 为其 组成 成分
。

它 们是具 有 高感 觉形 态特 点 的
,

分别 接收 视
、

听
、

触 等

不 同感觉通 道 的 刺激
。

如 视分析 器 一级 区 神经 元
,

分别 只 对 刺激 的 某些 特征起 反应
,

如直

线
、

曲线
、

角
、

运 动 等
。

一 级 区 又 称 为 投射 区
,

其 外周 (身体 表面
、

视 网 膜
、

耳 蜗 ) 的 各个 点分

别 投射 到 一 级 区 严 格 确定 的 点 上
。

不 过 其 部位 投射不 与外周 部位 的 大小 成 比 例
,

而 是 与

外 周 部位 的 机 能意义 的大 小成 比 例
。

如 在体 觉区 的 投射 中
,

手 的 部位最 大
,

视 网 膜 中央 区

在 视分 析 器 一 级 区 中 占很 大位 置
。

一 级 区 神经元 是高度 分化 的
,

这 与 巴 甫洛夫 的 核 心 区

的 概念 是一 致 的
。

二级 区 的 主 要 工作 是 把 一 级 区 的 信息组织 起 来
,

组 成某种 机 能图 象
,

从而 实现 综 合 机

能
。

同 时 它 们 保 持 相 应 的 感 觉 形态 特点
。

如二 级 视 区 负责把一 级视 区 的 视觉组 织 起 来
。

三 级 区 的 机能是 实现 各分 析 器 的协 同活 动
,

保证 知 觉 的 综合 性
。

同时 还能 把 直 观 的

综 合 转 化到符 号水 平上
,

如词
、

逻 辑
、

抽 象关 系 系 统
,

参 与保 证 有组 织 的 经 验 材料
。

这 是脑

获 得
、

加 工
、

保 持信 息的 机 能 结构
。

从上 述材 料看
,

巴甫 洛夫 把 二 级 区
、

三 级 区 看 成 是 分 散 的 外 围
,

完成着 同样 的 机 能
,

只

是 不 够完 善
,

这 个 观 点是 没 有 根 据 的
。

虽 然 二 级 区 和 三 级 区 的 感 觉 形态 性逐 渐 减少
,

但有

了 更 完 善的 机 能 特 点
,

能 在 各 区 域 的 组 织 和 整 合 上
,

在 组成 必 要 的 机 能 系统 以 实现 复杂 认

识过 程 上
,

起着 关 键作用
。

月

巴 甫 洛夫 的 神经 系 统 类 型学 说
,

在 苏联心 理 学 中是作为 气 质类型 的 生理 基 础 的
。

在

心 理学 中
,

克瑞 契 默和 谢 尔 顿 曾提 出 以 内分 泌 腺为 基 础 的 体质 类 型 学 说
,

巴 甫 洛夫 与 他 们

不 同
,

提 出以 神经 系统 基 本 属 性为 基 础 的 气 质类型 理 论
。

巴 甫 洛夫 以 狗 作为 实验 对 象
,

对 神经 过程 基 本 属性 进行 了 研究
。

他根 据实 验 结 果断

定
,

有 三个 属性 可 以 作为 神经 类型分 类 的 依 据
,

即神 经过 程的 强 度
、

平衡性 和 灵活性
。

他根

据 这 三个 属性
,

把狗 的 神经 系统划 分为 四 个类 型
,

即强 而不 平 衡型 (指 兴 奋 过程 占 优 势 )
、

强而 平 衡 灵 活 型
、

强 而 平 衡 惰性型
、

弱 型
。

他 认为
,

这 四 种类 型相 当 于 心 理学 中 传 统 的 四

种 气 质
,

即 多血 质
、

胆 汁质
、

粘 液质
、

抑 郁质
。

近 二十年 来
,

捷普 洛夫 和 涅 贝 里 存 学派 在 巴 甫 洛 夫神经 系统 基 本 属 性和 类 型 学说 的

基 础 上
,

采 用 更 加 严 密 精确 的 方 法
,

进 行 了 进一 步 系 统 的 研究
。

他 们 根 据 自己的实 验 得出

一 些 新 的 看 法
。

首 先他 们认为
,

巴 甫洛 夫关 于 神 经系 统基 本属 性 的 学说
,

对于 解 决个 别 差

异 的 生 理心 理 学 问 题 有 很大 的 价 值
,

但 关于 这些属 性 的 类 型 结 合 问题
,

却 不宜 过 早 的做出

结 论
。

巴 甫洛夫 当 年 也提 到 基 本属 性的 结 合 不 限于 上 述 四 种
,

还 有过渡 型
,

但 基 本 上 还是

按 四 种 类型 划 分 的
。

捷普洛 夫指 出
,

把全 部类 型变异 归 结 为 四种 基本 类型
,

在 最好 的情 况

下考 虑 到 四 种 类 型 之 间 的 变 异
,

这种 意 图不 能 促 进科 学研 究 的成 功
。

他 认为
,

首 先应 当 明

确 作为 类型 划分 基础 的基 本 属性
,

这有 更 大 的 意 义
。

这 个学 派 集 中研 究 了 基 本 属 性
。

他 们 根 据 自己的 实 验 材料 认为
,

巴甫 洛 夫 划分 出 的

三 个属 性 中强 度 属 性是 最 主 要 的
,

而 巴甫 洛夫所 说 的 平 衡性和 灵 活 性 都不 是单 一的 属 性
,

而是多 种 因 素 的 组 合
。

他 们认 为
,

平 衡性是 神经 系 统 的 二 级 属性
,

它 是 由兴 奋和 抑制 过程

的 一级 属 性 的 对 比 关系 决 定 的
,

有 多少 一 级 属 性就 有 多少 平 衡 性
。

他 们 认 为
,

巴 甫洛夫 的 灵 活 性是个 多义 的 概念
,

用 以 鉴 定 灵 活性 的 指 标
,

如 延 缓条件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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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

反 射 的 形成
、

痕 迹条件 反 射 的 形成
、

后 作用 的持 续 时间
、

以及经 常 使用 的条 件 反 射 的 改造
,

都 不是 单 因 素 实验
,

是综 合 性指标
,

不 能成 为 基 本 属性 灵 活 性的适 当指 标
。

神 经过 程运 动

的 速 度才可 以 成 为 灵活 性的适 当指 标
。

他们提 出 几个 新 的 属 性
,

如 神经 系统 的动 力 性和 易变 性: 前煮指 条件反 射形成 的 速度

与 难 易 程度
,

.

广义 地 说
,

即学 习 能 力
。

条 件反 射形 成 的速度 是个 独立 的 指 标
,

既不 与 强 度

属 性有联 系
,

又不 与 灵活 性有 联系 ; 后者指 神 经过 程产生 与终止 的速 度
。

此 外
,

捷 普 洛夫 和 涅 贝 里 存学 派还 提 出
,

应 当 区 分神 经系 统的 ` 般类型 属 性和 局 部类

型 属 性
。

捷普 洛夫指 出
,

在 研 究人 类高 级 神经 活 动 类型 的 时候
,

不 能 忘记 除 了 说 明 整个神

经 系 统 的“ 般类型 属 性之 外
,

还 存在 着说 明 皮质 个别 部位工 作特 点 的 局 部类型 属 性
。

实
际 上 通 过 感觉 法测 定的 神经 系统 基 本属 性

,

只反 映脑 的 个别 分析 器 的特点
。

许多 资 料表

明
,

各分析 器 的属 性并不 一 致
,

就 强 度 来说
,

各分析 器 之 间相 关很 低
。

既 然 中央 沟 后面脑

感受 系统 各分 析 器 属 性之 间都 有差 异
,

那 么 各分析 器 属性 与 中央 沟 前面 的 调 节 系统 就 更

不 同 了
。

实 验 材 料表 明 确 是如 此
。

感受 系 统属性 与控 制 系统 属性 之 间的 相 关是很 低 的
。

根 据现 代科 学材 料
,

有机 体行 为 和 状态 的 一 般 控 制 过 程 是在 脑前 部控 制 系统 内部进 行 的
,

它 的 结 构实现 着 整 体行为 的 综 合
,

实现着 人 的理 智和 创 造过 程
。

所 以
,

如 果说 神经 系统局

部属性 的 神经解 剖 根据 是个 别 分析 器 的 结构
,

那 么一 般 属性 的 形态 实 体便 是脑 的 调节系

统
,

它 包 括额叶皮 质
、

边 缘脑
、

网 状 结 构
。

当然
,

这 里 不 应 当 理解 为把脑 的 前后 部机 能 割裂

开来
,

脑 的工 作是 整 体性 的
,

前 后部 是密 切 联 系 的
,

这里 只 是 强 调前 后部的 机 能分 工
,

各有

其独特 的 作 用
。

这 个 观 点近年 来是 科学 界普遍 承 认的
。

其次
,

巴 甫 洛夫 把 神经系 统 属性 看作 是 具 有两 极的 量 度
,

一 极永远 是 积 极 的
,

另一极

永 远 是 消极的
。

他 认为
,

弱 性
、

惰性
、

不 平 衡性 是神经 系统 机 能组 织 的缺 陷
。

捷 普 洛夫 的

研 究证 明
,

每种 属 性 都 有生 物学 上 积 极 的 和 消 极 的方 面
。

弱 型神 经系统 的 绝对 感受 性高
,

惰 性神经 系 统 的 暂时 联 系牢 固程 度 高
。

这 个见 解 对教 育心理 学 和 医学 都 有积 极的 意 义
,

反 对 那 种 认为神经系 统 属 性所 谓 消极 的 人
,

不 能 取得 较 高成 就 的偏 见
。

在 医 学 上 可 以 通

过发挥 属性 的 积极 方 面 而 建立 新 式 的 个别 治疗
。

从上 述可 以 看 出
,

巴 甫洛 夫关 于 神经系 统 基 本属 性和 类 型 的 学说
,

已有 了 新 的 发展
,

巴 甫 洛夫 的某 些论 点得 到 了 进一 步 的 证实
,

另一 些论 点得 到补 充
、

修订
、

甚 至 改 正
。

综上 所 述
,

我 们看 到
,

巴 甫 洛夫 高 级 神经 活 动 学说 已有 了 许 多新 的 发 展
。

这里 所 谈 的

只 是 其 中的 几个主 要 方 面
。

我 们所 以 称 这些 新 进展 为 巴甫 洛夫 学 说 的 新发 展
,

是 因 为 这些 研究 都是 从 巴 甫洛 夫

学 说的 基 本原 则 出 发 的
,

既 保持 了 巴 甫洛夫 学 说 的基 本 思 想
,

又 采 纳 了普 通 神经生 理学 的

新成 就
,

在 新 的实验 基 础 上 予 以 补充
、

修 正
。

巴 甫洛 夫 的 高 级 神 经 活动 学说
,

正 在 向着 两 个 方 向 发展
,

一 方 面 与神经 系统 低级 部分

的 研究 成 果 结 合 起来
,

后者 是前者 的 基 础 ; 另一 方 面 与 心理学 研究 结 合 起来
,

为解 释 人 的

高 级 心 理 现象
,

如 目的 性
、

意 向等概念 提 供生理 学 基础
。

阿 诺兴 的 系统 理 论就 是这个 新趋

势 的 体 现
。

到 目前 为止
,

这个 理论在 生理 学 中还 是一 个得 到部分 实 验验 证 的理 论假 设
,

苏

联 高级神 经活 动 生 理 学 家和 心理学 家正 在进 行大 量 的实验研 究
,

子 以 论证
。

看 来
,

这 个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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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是 有前 途 的
,

可 以 作 为我 国生理 心理 学研究 的 借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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