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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西方心理学辩证理论研究

方 向 中 的 若 干 问 题
�−

陈 大 柔
中 国 科 学 院 心 理 研 究 所

《

美国心理学家
》

杂志 � .了/年第 �0 期上刊载了里格尔的一篇
“

辩证法心理学 宜 言
”

1下

简称
“

宣言
”

−〔气
‘, 。

这是继苏联科尔尼洛夫的
“

辩证唯物论心理学
” 〔”
发表半个世纪以来西

方心理学理论界的一个新动向
,

是值得认真对待的动向
。

从三十年代开始
,

尤其是七十年

代以来
,

西方心理学对辩证理论的研究有显著增长
,

直至近来发表这个
“

宣言
” ,

这并不 是

偶然的
。

但 目前因限于我们所能接触到的资料
,

本文主要仅就这个
“

宣言
”

中涉及的 若 千

方 向性问题加 以初步评述
,

作为
“

抛砖引玉
” ,

希望引起进一步评论与探讨
,

以利于开 展 这

方面的工作
。

一
、

里格尔
“
宣 份冷 ”

‘二 的要点
“

宣言
”

中
,

明确提出
2

以科学的辩证法改造传统心理学的时刻已经临近了
。 “

宣 言
”

的作者从有关人类心理发展这个方面的研究出发
,

反对把主体与客体孤立开来的研 究 方

法 3
反对研究工作中偏爱静态

、

平衡的观点
3
反对心理学者漠视自我意识的作用及对 人 类

发展应承诺的任务
。 “

宣言
”

提出了辩证法心理学应当把人
“

作为变化着的世界中变 化 着

的人
”

去研究
,

即
2

1一−不应仅偏重于把心理发展当作各平衡发展阶段去描述 1如皮 亚 杰

的工作−
,

应致力于对活动与变化的研究
,

重视研究人类个体与群体如何克服平静与均 衡

状态
,

重视对心理发展的
“

危机
”

与
“

矛盾
”

的新解释
。

1二−不仅应研究个体心理短期 的 辩

证变化 1如 目前某些心理学者在研究对话
、

语言及人格理论中已涉及的−
,

还应离开儿童中

心的传统隔离研究法
,

去研究个体的和文化的长期的辩证发展
,

包括成人及整个生命历程

的
,

尤其是个体的变化与文化历史变化两者必然的相互依赖性
。

1三−不仅研究母子 之 间

交互作用的那种
“

原始的辩证法
”

1如弗洛伊德
、

皮亚杰等 −
,

而且也研究那种表现于人的思

惟
、

操作
、

对话和科学争论中的
“

科学的辩证法
” 。

1四 −既应重视研究个体内部 的 辩 证 法

1如皮亚杰用
“

内化
”

与
“

调节
”

等概念所表达的个体认知结构的发展 −
,

又要同等重视 研 究

人的外部 1不同个体之间相互作用−的辩证法 1如鲁宾斯坦所表达的人们活动的关系 的 关

系−
。

1五−反对庸俗唯物论和虚夸的心灵论
。

辩证法既不需要唯物论的也不需要唯 心 论

的
。

辩证法的主题需要被转换为适宜于就要来临的历史时期的
,

即该社会 1包 括 它 的 科

学−的新形式
。

辩证法需要应用于辩证法本身
。

以上是里格尔的
“

宣言
”

中的五个要点
。

�− 本文 �. , 0年 4 月 �.日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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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宣言

”
中有待解决的原则问题

这篇
“

宣言
”

是该作者在
《

人类发展的辩证法
》 〔氏勺 一文中提出来的

。

原文附有 / 0 余篇

参考文献
,

包括该作者本人在七十年代从事这方面研究发表的十余篇有关论文和专著
,

以

及毛泽东同志的
《

四篇哲学著作
》

一书 1北京外文出版社
,

� . / ,
,

英文版−
。

这说明此
“

宣言
”

是该作者在综合一定数量有关心理或行为发展研究的基础上达到的认识
。

这种 认 识
,

似

可看作是西方某些心理学理论家从自发开始朝着自觉的辩证思惟道路向前迈进的一种表

现
。

同时
,

从某些方面说
,

它比当年科尔尼洛夫的启蒙式的文章所作的关于辩证法一般概

念上的解说
,

显然是有所深入的
。

例如
,

它对发展过程各个方面的同步化及对应用谈话法

在研究心理现象的辩证性中的作用等娜
,

都有一定阐述
,

并提出了一些颇有启 发 性 的 看

法
。

当然
,

象西方理论科学具有的某些特点一样
,

它也存在着不少值得商榷 的 问 题
。

在
“

宣言
”

的第五点中
,

突出地反映了这方面的一些原则性问题
,

其中尤其是如何正确理解与

贯彻 马克忍主义的唯物辫证思想
,

这是自从心理科学创立以来就已存在于西方
6

已理 学 理

论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问题
,

也是 目前 的
“

宣言
”

中存在的尚待解决的主要问题
。

三
、

历史上的错误不应重复

从现代心理科学史来看
,

上述问题可以追溯到冯特时代
。

作为 自然科学家的冯 特 的

早期
,

在一百年前开始创建心理科学时就 曾提出反对形而上学 1哲学 −的庸俗唯物论 和 唯

心论
。

这是有他的正确一面的哟
。

但由于他当时只具有 自然科学朴素的唯物观点
,

未 能

分清庸俗唯物论与辩证唯物论的本质 区别
,

以致把当时已开始创立的马克思主义也 等 同

于形而上学的思辩哲学而加以排斥
。

这就不能不使他自己后来终于陷入了
“

混乱的 唯 心

主义观点
”
印

。

里格尔的
“

宣言
”

似有重复历史上冯特的错误的危险
。 “

宣言
”

中反对庸俗唯物论和虚

夸的唯心论
,

这是正确的
。

但
“

宣言
”

的作者却未能看到辩证唯物论与唯物辩证法的统一
,

他企图离开唯物的出发点
,

使心理学的辩证理论悬空处于既超脱唯心也超脱唯物之上
,

这

显然是错误的
。

因为这样一种理论需要
,

实际上正是恩格斯 当年早就指出的
,

是
“

被 目前

流行的折衷主义形而上学如此显著地置于无依无靠的境地
” 。

帅 这样形成的一种脱 离现

实的理论
7

当然不可能是一种科学的辩证理论
。

四
、

唯物辩证法才是科学的辩证法

把坚持辩证法的理论研究和坚持唯物论原则紧密结合起来
,

这正是马克思主义 哲 学

的本质特点
。

同时
,

也只有唯物的辩证法才
一

具有彻底的革命性与科学性
,

才是可以用来改

造传统心理学的
、

真正的科学的辩证法
。

马克思和恩格斯
“

可以说是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了自觉的辩证法并且把 它 转

为唯物主义的 自然观和历史观的唯一的人
” 。 〔” 正是由于他们把辩证法转为唯物主义的

,

才使科学的理论家们有可能真正认识到
“

事情不在于把辩证法的规律从外部注入 自然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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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于从自然界中找出这些规律并从自然界里加以 阐发
” 。 ‘力

也即
,

只有当科学的理论家

坚持辩证法与唯物论的统一
,

才能坚持按照客观事物 1包括心理发展−的固有矛盾去 把 握

事物自身的辩证法则
,

而不是 附加任何主观的东西
。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原理本身 是 具

有方法论意义的
。

只有唯物论的辩证法才是科 学的辩证法
3 只有建立在唯物辩证的 基 础

上的理论
,

才是科学的辩证理论
。

一切试图离开唯物基础 1如
“

宣言
”

所说的
“

不需要 唯 物

论的
”

−的辩证法与辩证理论
,

都不可能把心理学的理论研究 引向科学的道路
。

五
、

哲学概念不能代替心理学辩证理论的研究

由于
“

宣言
”

的作者对唯物观点和辩证方法的内部固有联系这个基本问题似未得到应

有解决
,

因此在某些有关问题上
,

也就必然表现出不少的模糊认识
。

他曾认为
“

或许 试 图

避开
‘

关系的关系
’

这一困难概念
,

马克思主义辩证论者宁愿把辩证法停靠在
‘

内 部 生 物

的
’

与
‘

外部物理的
’

物质基础上
。

但他们的企图
,

到最后
,

似乎放弃了活动
、

劳动和努力的

想法而更喜爱商品
、

产品与效果
” 。 ‘匀

里格尔在这段话中的
“

或许
”

与
“

宁愿
” ,

正是由于没有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唯物论 与 心

理学辩证理论之间的联系与区别而产生的
。

在这里
,

马克思主义用商品一类概念
,

并不是

心理学的概念而是属于政治经济学的范畴
,

是用来说明剩余价值法则从而揭开资本 主 义

生产过程的秘密
,

以确立唯物主义历史观的
。

但是
,

马克思主义确立的这种唯物主义历史

观
,

它和唯物主义的白然观一起
,

对指导心理学辩证理论研究却有着重要的作用
,

是 我 们

在研究人类个体心理的辩证发展及其与社会历史发展的辩证关系时所不 能 忽 视 的
。

显

然
,

我们不能用商品这些现成的马克思主义概念当成心理学 的概念
。

心理学者只能 根 据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的观点与方法来指导而不是用它的现成概念来代替心理学的 研 究
,

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心理科学的概念相等同或相混淆
,

这是其一
。

其次
,

应当指出的

是唯物辩证的心理学者之所以要径直研究心理现象的物质本体 1神经过程−及其对客观物

质环境的反映
,

坚持把辩证理论的研究落实在心理的物质本体上 一也即里格尔所 谓 的
“

宁愿把辩证法停靠在
‘

内部生物的
’

与
‘

外部物理的
’

物质基础上
” ,

因为这正是唯物辩证心

理学的一个重要方面的工作
。

这也并不是象里格尔所说的是为了避开
“

关系的关系
”

这个

困难概念
,

相反地
,

鲁宾斯坦也是试图以
“

辩证唯物主义的决定论原则
” 〔助来研究心理学的

基本问题的
。

同时
,

唯物辩证的心理学也并不因为坚持对心理的物质本体的研究而放 弃

对心理本身各方面一些合理的概念和规律的综合
。

从这里
,

也进一步说明
,

心理学辩证理

论的研究是不能停留在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现成概念的
,

而应该是深入到心理学各个 方 面

的研究工作中去进行
。

六
、

开展心理学辩证理论持久与系统的探索

恩格斯在发展唯物辩证理论时早已指出
2 “

无论如何
,

自然科学现在已发展到如此程

度
,

以致它再不能逃避辩证的综合了
。 ” ‘幻

为了进行这一综合
,

恩格斯本人曾经在数 学 和

自然科学方面经过八年的
“

脱毛
”

过程
。

尽管他 自己非常谦虚地说
2 “

我在理论自然科学的

领域中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笨拙
” ,〔幻但他对一般自然科学及数

、

理
、

化
、

生物等一些基础学科

的辩证内容已经给我们提出了开展研究工作的方向与草图
, 〔。 而且还为我们作出了 这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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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研究的杰出示例 7
。

当然
,

比起马克思主义在社会科学方面浩瀚的著作来
,

恩格斯在

自然辩证法方面的工作只是一个开始
。

他只给我们留下少量的论文与有关的扎记和片断

的手稿
。

他的工作还未最后完成
,

更来不及为心理学这门当时刚从哲学独立出来的 新 学

科进行综合
。

这就给心理学辩证理论的研究留下了更加艰巨的任务
,

要求我们更加 正 确

地
、

深入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思想
,

系统地
、

全面地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及当 前 心

理学研究的新进展
,

来发展心理学领域中的这项新工作
。

在科学的各个领域中要完成恩格斯已经开创的这方面工作
,

即从自然界中找出 辩 证

法的规律并从自然界里加 以阐发
,

这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工作
。

有志于此的人
,

必须明

确目标并准备对它付出巨大而艰苦的劳动
。

对此
,

思格斯八年的
“

脱毛
”

过程就是我 们 学

习的一个榜样
。 “

零星的
、

时停时续的
、

片断的研究
”

是无济于事的
。

恩格斯告 诫 说
2 “

不

过
,

要系统地并且在每个领域中都来完成这一点
,

却是一件巨大的工作
。

不仅所要掌握的

领域几乎是漫无边际的
,

而且就是在这整个领域中
,

白然科学本身也正处在如 此 巨 大 的

变革过程中
,

以致那些即使有全部空闲时间来从事于此的人
,

也很难跟踪不失
。 ”

7 这 个

告诫对心理科学这个领域来说也不例外
。

被沃尔曼称为
“

当今最伟大的心理学家
”

之一的

皮亚杰就曾说过
2 “

至于我
,

我想我是了解现代心理学主要各种趋势的
,

但假如一定 要 用

斯金纳富有创造性的全部工作或用心理语言学的各个方面来考一考我
,

我想
,

主考人要是

对我从严判分
,

我是不会及格的
。

甚至于我已研究多年的知觉领域⋯ ⋯
,

在许多新近的工

作方面我已不是全新的了
”

咖
。

况且
,

心理学还不单纯是 自然科学
,

它还兼有社会科 学 的

性质
,

要对它进行辩证理论的全面综合研究
,

更是一项繁重的任务
。

“

宣言
”

的作者在心理发展方面 的辩证理论的综合研究 已试图迈出一步
,

当然其 中 还

存在可以商榷的一些根本问题有待解决
,

但总归是前进了一步
,

然而
,

也仅仅是万里 长 征

的一步
。

心理现象是高度复杂的过程
。

心理科学经过一百年来的发展已累积大量实验的

或经验的资料
。

虽然心理学者已经日益意识到心理过程的辩证性质并感到对它进行辩证

理论综合研究的必要
,

但由于心理学的领域广
、

分支多
,

而且和其他学科的渗透越来越深
、

进展越来越快
,

心理现象的辩证性质和规律的系统综合研究工作
,

还有待于哲学
、

心 理 学

以及有关邻近学科的工作者共同从各方面来进行更加艰苦持久的探索
。

参 考 文 献

恩格斯
2

自然辩证法
。

人民出版社
,

+ �
、

+一8
、

场5一 5 ,! 页
,

�. 了�

恩格斯
2

反杜林论
。

人民出版社
,

,
、

� 0
、

� 5
、

匀
、

� 0页
7

� . 9�

列宁
2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7

人民出版社
,

4, 页
,

�.了�

:
7

;
7

里格尔
2

辩证法心理学宣言 1王景和译
,

陈大柔校−
。

自然科学哲学问题
,

5 期
,

花
、

蛇页
,

� . , 0

:
7

犷
7

里格尔
2
人类发展的辩证法 1王景和节译

,

陈大柔校−
。

自然科学哲学问题
7

5 期
7

价一犯
、

邪
7

� . , 0

陈大柔
2

海德堡时期的冯特对心理科学的贡献
。

心理学报
,

+ 期
7

+沁页
,

�马了.

< = ; > 主?= ≅
,

<
7

∗7

∀Α 夕乙几口 Β 刀, ￡己8 = Χ

Δ ΕΦ卯�
,

<
7

Γ
7

�

�. 了/

2 ∀ ΑΗ:Ι= ϑ0 .丫 Ε> Κ加 ∋ Ε沙Κ = Χ Λ Ε压 ?郎ΚΕΦ= � Μ 3 Κ Φ ; Ε2 ��。
,

介  刃力‘; 2 办Κ’Α 。, 1刃减−
�马+ 0

7

Ν
〔); :Φ ΑΚ = ; ,

Μ Ο路 2  ?Ο ; Π Θ > Ε≅ Φ ; 、ΕΚΗ )7 ; Φ Α Α ,

� . + 0

Μ阶ΕΧ既Κ = Χ= ; Λ ΕΟ ?Φ ΦΚΕΦ Ο ? ; 、Ρ;: ?�& ϑ叹Η
,

�姗
; ΕΦ Ο > Σ Α 梦; 龙刀了绍自扩,

)Λ / . /一 / .了
、

Δ ΕΦ卯 �
,

从
7

下
7

! Ι = Λ ΕΟ ?Φ Φ ΚΕΦ Α = Χ

�. 9/

� �妞Τ Ο >

伽
≅ Φ ?=∀ Τ  几Κ

,

� Τ Φ ;￡: “> 八 Η
2
左= Υ= + Χ

Α才
,

� 0
,

/ , .一9 0 0
,

Ν
= 〕Τ = >

7

刀
7

刀
7

1ς Ω
7

−
7

2 了沁; ‘ , , Ο 矛了州
Ο Υ ς >  界)叩碱�0 = Χ ; 、Η:Ι ΕΟ Κ; Η

, ; 、Η: ??0 �
‘,
Ξ Η

,

)
, 、Η:? ?

=Ο>
Ο?Η、�8 Ψ

冲
Ζ ; = ?= Ξ 犷 1≅= ?

7

�−
7

协钾 Η=
; Π 2月 , Α : 二[吵佃

Α 】、�〕��由。;“,

� +
、

.
,

� . 9了

∀ Η/”甘 > 、, 。姑Ζ
,

 
7

皿
7

Χ? Σ万砚双% > 从 班 ?? Η! 万 Ι
= Ο 皿, 且月 > 。

肛。皿 = ; 且 >
7

Μ
,

人% :  ‘了、 Φ , ∀7 +
,

�匀8.

;6� 7尹、6、6
‘沌76�,

�、�、 护、!沪、、护∀#∃∀%&∋()∗+,−.  
子/、尸‘尹!、尹‘、尹蕊、�!、子
!

‘沪0�尹!、!�尸‘
!

�



� 期 陈大柔
2

评西方心理学辩证理论研究方向中的若干问题 � 8

& ∗ #& Μ ς ∀Δ & ∴ ∋ ςΜ# )∗ ! % ς Λ )� ∋ ς  ! ) � ∋ Δ ς # ς � Δ  %

& Δ )ς ∗ ! � ! )& ∗ )∗ 从[ς # ! ς Δ ∗ ∀ #∃  % & ∋& ( ∃

 ΙΦ ?2 ?− 几一 ; = Ζ

1)二 Β 介“介 了 Σ
2
了成心叨Η

,

刀‘。盛。扭 爪耐
2

刃

� ‘� Ο ?? Ο ?,
,

。ΕΑ = Χ Κ ΙΦ ∀= Η Φ Ι ‘、
?= Ξ ΕΦ 2、� ; Φ Α Φ Ο ; Φ ?飞 Ω Ε; Φ Φ ΚΕ= ?? = Χ Ω ΕΟ ?Φ : Κ Ε: 几 ?

Κ Ι = = ; Ε= Α Ε> Κ Ι Φ

Ν
Φ Α Κ Ε> Ω ΕΦ Ο Κ Φ Α ΚΙ Ο Κ

, Ο Κ Σ ; Φ Α Φ ??七
,

Κ Ι Φ ; Φ �8 Ο > Ε>  = ; ; Φ  Κ

 Ζ ; ; Φ ‘)Κ
,

] ΙΕΦ ?? �8 Φ Ι Ο ; Ο Φ Κ Φ ; ΕΥ Φ Ω ⊥ Η ΚΙ
、2 几8 8 一?Τ ∀ΚΕ= 2飞 ΚΙ Ο Κ Ω ΕΟ ?Φ Φ Κ Ε Α Τ Ο Η ⊥ 。

Ε> Ω Φ ∀Φ > Ω Φ > Κ = Χ Τ Ο Κ Φ ; ΕΟ ?Ε= Τ
7

! ΙΦ 几 Ζ Κ Ι = ; = Χ ΚΙ ?Α ∀Ο Σ Φ ; Τ Ο Ε> Κ Ο Ε> Α ΚΙ 3‘Κ

Ω ΕΟ ?=  Κ ΕΦ Α Ο > Ω Τ Ο Κ Φ ; Ε几 ?ΕΑ Τ Ο _
·

Φ � � 2 2 七Ζ ; Ο ??Η Ζ > ?Κ Ο ;Η
, Ο > Ω Ο Α Α Φ ; Κ # ΚΙ Ο Κ

Τ Ο Κ Φ ; ΕΟ ?ΕΑ ΚΕΦ Ω ΕΟ ?Φ Φ ΚΕΦ Α �8 Κ Ι Φ = 2飞 2 2、, 2 Ω = > ?Η Α Φ ΕΦ > ΚΕΧΕΦ Ω ΕΟ ?Φ Φ Κ ΕΦ = Χ= ;

∀Α Η : Ι =
?= Ξ Ε: 几 � ; Φ Α Φ Ο ; Φ Ι

, Φ Κ Φ
7

犷一⋯‘一, , 7 7 7 ·

⋯⋯
。

⋯7 卜二 。·, 7
, · 7 7 7 7 7 · 7

一,
7

, , 一二
、

。 7 一, 一一7 7 7 一
7 。

一⎯ ⎯ ⎯ ⎯ 一 ,

勘 误 表

� . , 0年第一期
《

我国生理心理⋯⋯

页 行 误

5 + 倒 + 专章
8 −

5 + 倒 � � 法
”

5 4 只 问题

54 打 五六年子
�

α

5 8 �8 新建

58 5 5 五十年代
5 9 �/ 过程

, ,

59 倒 +
‘

物质本体
’ 。

”

5了 住咙�0 进步
7

5
『

; 侄6?? 主理学 化
, , � −β −, −

回顾
》

正

专章幻

法
”〔�〕

问题〔2。〕

五十年代

重新建

六十年代

过程 �−

‘

物质本休 ” , β−

进步
。

数学化
‘

哪

页

5 , +

5包舀

5 , 8

� . , 0年第三期

行

� ,

《

初中学生自学数学的思惟能力的研究
”

误 正
1答案−一 / 1答案− χ /

义, 一 � 户 χ �
α α

α α
α α α

α

互
α α α

α

上一
α α

什
一

� , α
α α

工
α

卜>#1

∀十一

∀十 井
∀

∀十一∀下

劣十 ∀

,!‘

⋯
含

2
二,!二!/苦⋯
‘

2
2!

⋯
宫口‘⋯
,公宫333!自·‘,! 3‘33!之/2
,

⋯
、,2
,

2
2, !!3333!二,!2,!
‘33、! 333,!4433! 3。3!!3330!二/2
户
/!盆

乙
!

,
“

,
, !

一
,
卜

,

⋯
。 ·! ! ! ! ! ! !

一⋯⋯, ⋯
,

2’
, !

一
,

二
, ! ! !! ! !

一
如5

! ! ·!

一
翻

, 5 二
, ! 。 ! 一

!

一
!

一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