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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共分三个部分
。

.一 /研 究本课题的意 义
0 以 马列主义 为指导

,

研 究作 为

冯特心理学重要理论基拙的身心平行论
,

有助于正确评价冯特心理 学
,

有助于阐

明心理学的发展道路
。

.二/冯特身心平行论主要内容剖析
0
从两种观点的平行

、

两类因果的平行
、

平行的有效范围及平行与互补等四个方面分析冯特的身心平

行论
,

得 出冯特平行论的思想基础是反对心理是脑的机能
,

是客观现实反映的唯

物主义论点
。

.三 /冯特身心平行论对心理学的积极意义 与影响
。

前者包括捍卫

心理学的独立存在权与促进心理学的大量实验研 究
,

后者包括时百年 来 心 理学

发展道路的影响与莫定身心医学和脑与意识关 系研究的起点
。

本文最后 总结一

点经验教训
,

即必须重视理论指导的重要意 义
。

1 2咨口

一
、

月32 言

近代 的
、

实验的
、

作为一门独立科学的心理学
,

当以冯特的
《

生 理 心 理 学 原 理
》

为开

端
。

身心平行论是冯特心理学理论体系中的一个基本问题
。

按照冯特的说法
,

这 一 理论

是个基本的心理学假说
,

是心理学赖以
“

前进
”

的依据山
,

而且是
“

我们实际生活以及 我 们

关于外在世界理论知识的基础
” .哟

1

故分析这一理论对正确理解与评价冯特的心 理 学具

有重大意义
。

从冯特开始百年来的心理学历程
,

已一再证明身心关系问题确实是心理学在 理 论上

与实践上的重大课题
1

近数十年来关于心理学与生理学的关系问题几乎一直是心理学界

争论的重大问题之一
。

对它的不同理解与处理直接关系到心理学的不同发展 方 向
,

因为

这一问题涉及到心理学能否成为一门独立科学或成为一门什么样独立科学的原则问题
。

冯特当时试图以他的身心平行论来解决这一问题
。

所以我们初步分析
、

总结冯特 在 身心

平行论上的历史经验教训
,

对于试图分析总结近数十年来有关身心关系的论点
,

对于今后

心理学的发展道路
,

如果分析得当
,

应起一定的积极作用
。

有的哲学家如叔本华认为身心关系问题是世界的结
。

它涉及到宇宙两大基本 之 谜
,

即物质之谜与
‘

意识之谜
。

有人认为它是人类面临最现实的问题之一
,

也是人类理 智 所碰

到的最困难问题之一‘哟
。

而且
,

象冯特所说
,

它
“

始终是
”

哲学内和心理学内种种 看 法
“

主

要的角力场
”
伪

。

我们在辩证唯物论指导下
,

研究冯特的身心平行论
,

吸取百年来 特 别近



� 期 王景和
0
冯特身心平行论研究

数十年来心理学界有关身心关系问题的经验教训
,

对于心理学今后在科学实践中的努力

方向
,

对于心理学今后在实践中捍卫与发展马克思主义也是一条必要的途径
。

二
、

冯特身心平行论主要内容分析

冯特认为
,

心物或心身之问
“

彼此平行
”

是人们的一种形象说法
,

它表明 一 定 的 物理

.或身体/事件与一定心理事件的相应
。

1

但冯特认为他的身心平行论不同于而且反对过去

哲学中一切有关身心平行的说法亏它具有其 自身明显的特点
。

今试图归纳为以下 四 个方

面并初步加以分析
0

,
1

1 1

.一/ 对同一经验两种观点的平行

冯特认为
,

他的身心平行论是立足于经验基础之上的平行论
,

因为他认为科学的心理

学应是一门经验的科学
。

他是以经验的身心平行论来反对
“

形而上学
”

的身心平行论的
。

如他说
0 “

这些形而上学的原理均基于心理实体的假说之上
。

它们都寻求解决身 心 关系

问题
。

其办法或者假定有两种具有不伺属性的真正实体
,

但它们的变化则平行着
,

或者假

定只有一种实体
,

它具有两种不同的属性
,

此二属性的变化则对应着
”‘幻

。

具体说 来
,

他的

基于经验的平行论主要是反对笛卡儿关于两种实体的二元论的平行论和斯宾诺莎关于一

种实体两种属性的平行论
。

那么冯特的经验平行论是怎么主张呢 4 他说
0 “

心理 学 平行

论原理出发的假设是
0

只有一种经验
,

它一旦变为科学分析的主题时
,

它的某些成分就受

到两种不同的科学处理
,

一种是间接的处理形式
,

它研究彼此处于客观关系中的被想象的

对象
,

另一种是直接的形式
,

它研究同一个对象
,

只是在其直接被认识的性质中及 其 与知

觉着的主体的所有其他经验内容的关系中来研究它
”
肉

。

这样
,

在冯特看来
,

自然科学和心

理学的对象就都是 同一个经验了
,

也 就是说
,

他把 自然科学也纳入到主观经验的范畴了
。

只不过心理学对这一经验采取直接的处理形式
,

而 自然科学对这一经验采取间接 的 处理

形式而已
。

·

这两种处理形式
,

他在 同书中又叫作
“

对待统一经验的不同观点
” 。

所 以 他的

平行论就是对同一经验两种观点的平行论
。

近来有人称之为方法学上 的 平 行 论.∗−
,

5−∗
。

我们认为冯特的这种平行论摒弃了上述二人主要的
、

健康的唯物的成分而继承和发 展 了

他们在平行论中错误的唯心的成分
。

‘

以笛卡儿而论
,

我们认为笛卡儿的二元论包含有 很

大正确的成分
,

那就是他承认有物质的实体
。

而且在 自然观上
,

正象马克思所评 价 的
,

他

认为
“

物质是唯一的实体
,

是存在和认识的唯一根源
” 。

但冯特批评笛卡儿把精神
“

牵扯在

物质运动机制中
”
淘

,

把精神看作
“

在根本上只不过是一种应例外地察赋思惟属性 的 物质

原子而已
”。 ’。

固然
,

笛卡儿把精神看作物质
,

无疑向混淆唯物论与唯心论迈开了 错 误的

一步
,

这导致了其弟子们沿着唯心的偶因论和机械唯物论两个方向的发展
,

但冯特却要把

精神完全地
、

绝对地排除于物质运动之外
,

从根本上否定有察赋思谁属性的物质 原 子
,

认

为这是形而上学的假说而加以摒弃
。

而冯特关于直接经
0

验的说法却继承和发展了笛卡儿

关于精神为在我们之内进行且与我们直接知觉的东西有关的说法
。

再拿斯宾诺莎来说
。

斯宾诺莎是个伟大的唯物论者
。

他认为只有一种实体
,

这就是 自然界
。

思惟和广 延 性是

这一实体的两种属性
。

这两种属性象盾的两面
,

一凸一 凹地对应着或平 行 着
,

即 对 同一

寒体由两种不同的观点而看到相
「

应的两面一而冯特的平行论是对同一冬琴由两种不同的
观点所看到相应的两面

。

所不同的只是把
“

实体
”

改换为
“

经验
”

而已
。

这究竟是个进步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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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个退步呢 4 我们认为这只能是个退步
,

即以实际上是主观唯心的
“

经验
”

代替了 唯 物一

元的
“

实体
” ,

而冯特承袭斯宾诺莎的却是他关于两种观点和万物 均 有 心 灵 的错 误 提

法
。

冯特还认为上述二人实体说的一个根据是
“

心理世界是物理世界的反映
” ,

他 认 为这

是
“

完全不能表征的假说
” ,

是
“

使心理学受制于与全部经验相反 的理智主义
”
伪

。

这样一来

他的经验便只能仅仅是纯粹主观的内部的东西了
,

而且物理的东西也成为主观的 内 部的

东西了
,

因为他认为物理学研究的是同一个经验
。

马克思 曾批判思辩哲学把
“

实体了解为

主体
,

了解为内部的过程
,

了解为绝对的人格
”

们
。

看来冯特的经验观仍然属于思 辩 哲学

的范畴
1

我们认为经验无非是人们对客观事物的反映或感性认识
。

感性认识只是认识过

程的起点和初步阶段
,

我们还要通过分析
,

去粗取精
,

去伪存真
,

找出客观事物内部的联系

和规律性的东西
,

也就是说要上升到理性认识阶段
。

笛卡儿和斯宾诺莎在认识论 上 是唯

物论的唯理论者
。

他们的理性认识不是
“

与全部经验相反的理智主义
“ ,

而是在唯 物 论经

验的基础上提高为更正确反 映外界事物规律性的一个必要过程
。

而片面夸大或绝对化一

种孤立的经验正是唯心论经验论的一种表现
。

因此冯特的同一经验两种观点的身心平行

论只能是唯心的经验一元论在直接看待与间接看待上两种方法学上的平行论了
。

.二/ 两类因果系列的平行

除 了在方法学上 两种观点的平行外
,

冯特的平行论还包括生理和心理两类因 果 系列

的平行
。

他认为身心平行论这一提法
“

充其量只有一半正确
” ,

因为它仅表明二者不 相等

同的一面而未表明二者不可比较的一面伪
。

如果身心相等
,

当然就会取消其中的一个
,

而

谈不上什么平行了
。

但他认为身心的不等
,

指的是心不依赖于身
,

不依赖于 脑
。

例 如
,

他

一方面说
0 “

有无数的经验 已无疑地表明一方面大脑的生理机能与另一方面心理 活 动之

间的联系
,

而且用实验和观察的方法去研究这种联系
,

肯定是值得承担的 任 务
”
巾

。

但另

方面他又说
0 “

大脑过程没有为我们指出关于我们精神生活如何产生的踪影
” 〔” 1

因此他

批评唯物论者与广大群众
“

已满足于提出关于心理机能依赖于身体过程的无根 据 假说”

而坚决表示他
“

只能基于一种绝对公正的对经验的考虑
,

而拒绝从一开始就受到任何形而

上学的束缚
”

内
。

这就清楚不过地表明他认为身心之间的联系只能是平行的对应关 系 而

不是什么依存关
1

系
,

即心理不依赖于身
,

不依赖于脑
。

他认为身心的这种关系主要是由于

二者在性质上为不同的因果系列所造成的
,

二者根本不 能加以比较
。

他认为这两个 系 列

是各不相干的
,

不能相互影 响也是不能互相转化的
,

但二者又是相应的和相 互 协 调 一致

的
。

这就是他所说的两种因果系列的平行
1

对此
,

他是这样说的
0 “

心理过程与身体过程

特别是与脑内物理过程相联系
,

这是普遍性的真理
。

二者有一致的协调
” ,

但
“

这一联系只
1

能被认为是两种并行存在的因果序列的平行
”

哟
。

他又说
0 “

身体的因果性与心理的因果
,

性是两极对立的
0

前者始终意味着一种物质实体的假说
,

后者决不越过心理经验 中 直接

给予的界限
”
6∗− 〕。

在这段话里冯特又把物质的存在 “月作假说
。

为什么 4 因为他认 为
1

物质
的概念在 自然科学中是不断变化的

,

所以他认为这一概念永远只能是一个假说
。

冯特的这

一说法不由使人想起了 自然科学唯心论者所发出的
“

物质消灭了
”

的呼喊
。

此外
,

在 上 述

引文 中
,

冯特又把心理规定在决不超越直接给予的经验范围
1

这就表明他把心理 仅 只限

于心理
,

换言之
,

心理在脑之外
,

在客观现实之外
。

他把物质 .即他所说的实体/着作
“

对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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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毫无用处的一种形而上学假说吟
。〕。 其实

,

任何一个唯物论者或公正的科学家都会认

为物质对于意识不仅不是多余的假说
,

∗

而且是必要的基础
。

冯特坚决反对心理因果系列依

赖于生理因果系列
。

其论据为从自然的变化过程组成一个由力学的普遍定律所支配的
、

不

可改变的元素运动的密封圈
。

从一个运动所能导出的除另一运动外不能有别 的什么东西
。

,

换句话说
,

出现于我们客观观察的这些 自然过程的圈
,

除其自身外决不能导出任何别的东

西
。

7

我们承
2

认了这一点也就承认了每一心理过程必然是从某一其他心理过程导 出 的
,

较

复杂的心理过程是从较简单 的心理过程得出的
,

而且也承认了发现这一变化关系 的 心理

规律必然是心理学家的任务
” ‘33/

。

这样
,

就很明显
0

自然现象被密封在一个圈 子 里
,

心理

现象被密封在另一个圈子里
,

心理只能导 源于心理
,

心与物二者互不干扰
、

绝然不同
、

而又

彼此相应
。

这实际上是把 自然现象与心理现象看成是两种独立并存的本源
。

这和他上述

经验一元的平行论
,

。

在哲学路线的表述上有所不同
,

无怪列宁批评冯特是个混乱的唯心主

义者 了
。

.三/ 平行论的有效范围

平行论的有效范围有多大4 它可在什么地方应用 4 冯特认为这可从身或心两方面去

看
。

从身或物的方面来看身心平行论
,

他认为其有效范围是很普遍的
。

他不 同意
“

心理活

动是某些高度有组织的物质的机能
”

这一唯物论的命题
1

他认为这样一来平行论 应 用的

范围就太小了
,

并说它是个
“

明显的假说
,

不符合因果解释的需要
” 。

其论据为
0

心理的存

在不会突然发生于生命发展史的某一点上
。

从而他提出这样的假定
0

每一物质的运动过

程均伴有原始的心理即简单的感与觉 .899 : ; < = ; > ?9 ;? ≅; </ 的状态
。

他认为
,

这一假说虽

不能证明
,

但也不能否定
,

却又符合着
“

无中不能生有的
”

格言
。

不错
,

这倒
“

符合
”

冯特本

人
“

解释的需要
”

了
1

他的身心平行论就普遍有效地推广到心物平行论了
。

看来
,

冯 特 的

平行论不论从哪个观点或方面进行分析
,

他都坚持反对心理是脑的机 能 这 一 基 本 论点

的
。

显然
,

说任何无机物一开始均有感与觉
,

无疑等于宣扬万物有灵论
。

这 是 不 可 思议

的
,

不 科学的
,

也是不符合事物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

从心到身来看平行论的有效范围
,

他认为这既有普遍性的一面
,

又有局限性的一面
。

从普遍性方面看
、冯特认为一切复杂心理过程均由简单心理过程所形成

。

最 基 本的

心理元素是感觉
。

而他又认为一切物质运动均伴有感与觉
,

因此
,

在感觉这一共 同 点上
,

1

平行论具有普遍有效性
。

‘

所以他说
0 “

身心平行论原理的普遍有效性是我们全部 心 理生

活基础的感觉性质所赋予的
” 。

由于不同的心理过程均涉及到感觉
,

故有相应于这类感觉

的身体兴奋
‘

所 以
,

从心理方面看平行论的普遍有效性可以说表现在 基 本 心 理 过 程与

基本身体过程的平行
。‘

他反对每一心理过程均有一相对应 的身体过程以及 反 过 来 的情

况
。

从局限性方面看
,

冯特认为在我们主观意识中的那些特殊意识内容
,

复杂的心理活动
。

以及心理价值等则无相应的身体活动与之平行。”
。

为此
,

他举出以下的事例
0

强 度 相近

而内容不同的两种记忆表象在身体方面所出现的感觉兴奋并无相应于内容的差异
。

关于

心理的价值问题
,

他说
0 “

有价值的东西仍然属于心理方面
。

平行论实难 能 影 响 这 种价

值
” .∗ 幻

1

又说
0 “
一件具有不朽的美的艺术品

,

其价值并不依赖于制造它的物质
,

此物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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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以能变成有价值之物
,

只是因为它能表达出艺术家的思想
” 1

我们认为冯特的这些说法

是有一定道理的
,

艺术价值当然不等同于表现此艺术的物质
1

但冯特在这里所举 艺 术品

的价值不依赖于其所制作的物质一事例
,

其 目的仍在于用来说明心理不依赖于身
,

不依赖

于脑
。

可是我们知道
,

就是艺术品的价值也不能绝对离开甚至一点也不能离开物质 的
。

这是因为
0

一则没有物质材料任何艺术价值都不能体现
,

二则艺术家的思想也是 客
’

观现

实的反映
,

二者都离不开物质
。

何况脑之与意识的关系在性质上不同于艺术价值 之 与制

作该艺术品的物质材料之间的关系
1

.四 / 平行性与互补性

如前所述
,

冯特认为一切物理的或生理的事件与一定的心理事件是相应的
。

正 因 为

如此
,

他认为心理学和生理学之间就存在着一种彼此相互辅助的或互相补充的 关 系
1

其

中一方如果在因果联系中缺失了某个环节
,

另一方就可以予 以辅助或相应的 补 充
1

以心

理的因果系列为例
,

在什么情况下缺失某一环节呢 4 他说
,

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就是这样
1

就拿记忆过程来说吧
,

他认为记忆不是由神经过程的痕迹作用所引起
,
而是由于处于无意

识中的观念到达于意识中的结果
。

因为在从未能记忆到记忆开始之初
,

用什么心 理 过程

来说明呢 4 就只有假定有一种存留于意识闭限下的观念
,

这时心理系列因处于无 意识中

而不能不终止
,

但身体系列却能继续进行
。

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身体过程的术语 来 补充

心理的东西了
。

因此
,

所谓身心的互补
,

照冯特的说法
,

实际上也无非是以一个系 列 的术

语来代替另一个平行系列的术语而已
。

他否认心理与生理的相互影响
,

如他说
0 “

一种直

接的因果影响
,

并不是由心理方面施加于生理方面
,

而只能施加于心理过程
,

但由于平行
,

身体代表了心理
。

因此
,

一种外 部的随意运动并不是由于意志的内部行动产生的
,

而是由

于和它相关的大脑过程产生的
,

一种观念并不是从感觉中枢的生理兴奋中得来的
,

而是从

和兴奋平行的感觉和联想过程中得来的
。

如此类推
。

甚至我们必须假设
,

并非物 理 刺激

产生感觉
,

而感觉产生于某些基本的心理过程
,

这些过程处于意识阂限之下并把我们的心

理生活和外部世界中某些基本心理过程的一般复合联合起来
”

阳
。

多么奇妙的 言 论( 随

意运动不是随着 自己的意志而引起的
。

感觉不是从感觉中枢的兴奋得来的
,

因而 也 不是

由外界的物质刺激引起的
,

而是由处于意识阂限下的基本心理过程产生的
。 1

针刺 我不能

产生我的痛觉
,

我的痛是 自己从无意识中钻出来的
。

这究竞是怎么回事了 仔细一想
,

明白

了3 这又是冯特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明我们全部的心理活动都不是客观现实的 反 映
,

都不

是头脑的机能
,

而且
,

更重要的
,

心既不能作用于身
,

也不能作用于客观世界
,

更谈 不 上改

造世界了
。

那么心理也只能是内闭于 自我中的东西了
,

因而也不能不是先验的东 西 了
。

这样一来
,

冯特所谓的经验心理学也无非是先验的灵魂对自己体验的心理学了
。

列
」

宁 曾

深刻地指出
0 “

唯心主义哲学的诡辩就在于
0

它把感觉不是看作意识和外部世界的联系
,

而是看作隔离意识和外部世界的墙壁
Α不是看作同感觉相符合的外部现象的映象

,

而是看

作唯一的存在
”
甲〕

。

在冯特这里
,

我们看到了一个生动的事例
。

三
、

冯特身心平行论对心理学的积极因素和发展影响

以上我们着重分析了冯特身心平行论在哲学路线上的错误
。

但作为冯物乙理学基本
理论的身心平行论

,

对于当时心理学的创立却具有一定的积极因素
,

而且其本身的发展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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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心理学的发展道路也产生一定的影响
。

.一/ 积极因素
0 今主要谈以下两点

∗
1

捍卫了心理学的独立存在权
0

从一方面说
,

冯特的立足于经验的身心平 行 论

在一定意义上把心理学作为一 门经验科学从而与哲学划清了界限
Α 从另方面说

,

冯特的两
1

种因果系列的平行论
,

在一定意义上区分了心理过程与生理过程从而使心理学成 为 一门

独立于生理学的科学
。

特别在 当时新兴的科学心理学是在自然科学特别是在物 理 学
、

生

物学和生理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

其中
,

它与生理学的关系尤为密切
。

而当时 不 少自

然科学家们
,

特别是生理学家们受机械唯物论的影响较大
,

有的人认为心理学应是生理学

的一个部门
,

即大脑生理学
,

有的人认为心理学应在生理学的基础上进行 彻 底 改 造
。

总
Β

之
,

他们都不承认心理学是一门独立科学
。

冯特认为心理学真正的和主要的对象 是 心理

生活本身而不是心理生活的躯体基础
,

否则就是 自己谴责自己ΧΔ 〕
。

的确
,

心理现象作为一
0

种特殊的存在
,

应当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
。

恩格斯把
“

思惟着的精 神
”

比 作
“

地 球上

最美 的花朵
”
.3Δ , ,

并要人们掌握支配
“

精神存在的规律
”〔∗”以取得 自由

。

关键在于如何掌握

心理的规律
。

冯特的身心平行论在理论解释上否认心理是客观现实的反映
,

否认 心 理能

反作用于客观世 界
,

这自然是错误的
。

但冯特认为外界刺激可引起一定的身体兴奋
,

特别

是脑的兴奋的
,

与此兴奋相应的是心理活动
。

故他的心理实验仍是在严格的外部 条 件控

制下进行的
,

而且在许多情况下以身体表现或作用于客观现实的外部表现作为心 理 活动
一

的指标
,

例如关于情绪与反应时间的研究就是如此
。

这种实验结果是可重复验证 的
,

从而

是科学的
。

此外
,

冯特的身心平行论虽然在理论解释上否认心理是脑的机能
,

但他不否认

二者的相应关系
,

而且认为应该研究这一关系
。

我们认为这种对身心问题的双方 面 分解

也是研究身心关系的初步的和必要的步骤
。

所 以
,

正是从这些意义上
,

也只有从这些意义

上
,

我们说冯特的身心平行论也包含有一定的积极成分
。

但冯特绝对化了意识的 这 种相

对独立性
,

使意识完全脱离物质的脑
,

脱离外界的客观现实
,

把意识完全禁锢于内 闭 的 自

我之中
。

这不能不使他的心理学走入死胡同
。

�
1

注意实际的心理学研究
0

如前述
,

冯特的立足于经验研究的平行论在 一 定程

度内对推动心理学的实际研究是有积极意义的
。

而且他 自己所做的和在他指导下的大量

实验研究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

拿身心关系来说
,

他承认有无数的经验表明生理和 心 理的

相应
、

协调和联系
。

但他认为当时的科学尚不能证明二者是如何相互影响或转化的
,

从而

提出两种因果系列平行的理论
。

我们认为重视证据在一定意义上是慎重的科学 态 度
,

但

指导思想错了就会无视或歪曲证据的
。

我们不能说因为 目前 尚未发现 心物或心身如何影

响或转化的具体过程就从根本上否认这种影响或转化
,

更不能以此为借口 提出混 乱 的理

论企图从根本上抹杀这种影响或转化
。

冯特正是由于这一思想障碍限制了他在身心关系

方面作进一步的实际研究
。

.二/ 冯特身心平行论对以后心理学的影响

正象马克思所指出的
0 “

一切已死先辈们的传统
,

象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
”‘∗

气

冯特的身心平行论对以后的心理学直接或间接地
、

正面或反面地产生了并产生着 难 以估

计的影响
。

今只谈以下两个方面
0

∗
1

身心平行论的发展对心理学发展道路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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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行论是决难平行到底的
。

冯特平行论的发展
,

在某种意义上说
,

从一个极端导致了

它 自身的否定
,

那就是 冯特的内省意识的唯心论的心理学体系
。

在美国
,

从另一个极端否

定了平行论
,

即主要 以行为主义否定了冯特的身心平行论
。

行为主义否认以意识 作 为心

理学的对象
,

认为心理学就是研究有机体行为的
,

是研究有机体整体的高级生理学
。

近些

年来
,

特别是七十年代以来意识问题又引起了美国心理学界的注意
,

这也影响到新行为主

义者如斯金纳对意识的看法上
。

在苏联
,

到二十年代初基本上承袭了冯特的意识心理学
。

在二十年代以反射 学 否定

了身心平行论的心理方面
。

在三十年代鲁宾斯坦提出具有身心平行论色彩的心理与生理

统一性原则
。

到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
,

特别是 ∗ + Δ −年的两院联席会议上又导致了
“

以生

理学改造心理学
”

的局面
。

在五十年代末与六十年代初
,

特别在 ∗ + Δ �年的联席会议上又有

人提出以新的生理学来解释心理学
。

到七十年代初列昂捷夫提出活动的理论
、

罗莫 夫 提

出系统观试图全面解决心理与生理
、

与 自然科学的关系问题
。

好象是
,

几乎每隔十年左右

苏联心理学就要围绕身心关系问题对其发展道路来一次大争辩和大变化
。

就我国心理学而言
,

在身心关系问题上也几经沧桑
。

我们既经历过
“

在 巴甫洛夫高级

神经活动学说基础上改造心理学
”

的历程
,

也经历过反对心理学的生物学化的局面
。

我国

既有人号召心理学的任务是研究生理机制
,

也有人提出只能用心理来说明心理
,

而不能用

生理来说明心理
。

总之
,

摇摆的幅度很大
。

�
1

对身心关系实际研究的影响

近数十年来以心理与身体变化的相应性而言
,

研究宏丰
,

并发展成为
“

身 心 医 学
”

与

“

自我反馈
”

等分枝
。

再以脑与意识的关系而论
,

近年来发展很快
,

争论也很大
。

值得注意

的是在此领域内身心平行论却相当流行
,

如艾克尔斯关于外部世界只起唤醒 自我 中经验

的说法
。

另一值得注意的倾向是斯佩里关于心理
、

价值对脑机能的决定作用的提法.空飞

在总结冯特身心平行论的经验教训时
,

我们一方面要继续维护心理学的独立性
,

另方

面也要克服冯特身心平行论的唯心成分
。

理论最终来 自实践
,

关于身心过程的关系
,

关于

二者如何具体的联系
,

当然要靠今后大量的实验才能一 步一步地深入研究下去
,

要在实验

的实践中努力提高理论
,

但也要用正确的理论来指导实践并得出结论
。

否则是难 以 解决

那样一个看来很棘手的问题的
。

在冯特那样的时代虽然由于有关的实验材料远 远 不足
,

但冯特关于身心 问题的错误 主要不是由于缺乏实验研究和实验材料
,

而是由于没 有 正确

的理论指导
。

后来的许多纠纷也是同样
。

从冯特的心理学
,

尤其从他的身心平行 论 理论

所陷入的谬误
,

可明白看到心理学研究的正确理论指导是何等重要
。

这一点是必 须 吸取

的最重要的经验教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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