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 此文 蚤同心理学没有直接的关奉

, 但却有很密

切 的联 系
。

尤其在 当今心理学领域 内要
“
探新万 的人

,

不能

不好好地掌握 自然辫证 法
。

为此本刊登载 了这篇文章供读者

参考和研 究
。

竹“且竹且竹
”只仃儿竹红竹从子

弓
山品典斗

台

近年来在探索心理学

与辩证法的问题中
,

常常

碰到 目前哲学上有关的一

些争论
,

使人莫衷一是
,

无所适从
。

于是不得不把

联系学科的 问题 暂时 放
一

「
,

先从哲学上的某些基

本问题 着手 进行一 番探

讨
�

以求提高对马克思主

义辫证思想的完整性与科

学性的认识
。

兹提出下列

问题供批评指正
。

夯 ,

一
、

关于自然辩证法

的对象
、

任务

“
辩证法不过是关于

自然
、

少
、

类社会和思维的

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

科学
” �

,

是马克思主义

认识事物和改造世界的根

本观点和根本方法
。

马克

思主义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
,

揭示了共产主义社会的必然胜利
,

表证了

人类社会发展的辩证法
。

随后
,

马克思主

义又 着手探讨了 自然界和 自然科学发展

的辩证法
。

恩格斯 自从 在致马克思的 信

�  ! ∀ #年 ∃ 月#% 日 & 中首次提出
“关干 自

然科学的辩证思想
”
以后

,

经过 了八年的
“
脱毛

” 和十年的
“加工” ,

给我们留下

了开展 “
自然辩证法

” 研究工作的方向与

草图
,

为我们作出了对自然科学各门类进

行辩证法综合研究的杰出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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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他所留下的只是少量的论文

与有关的札记和片段的手稿
,

他的工作还

未最后完成
,

还来不 及将一切新出现的学

科 � 其中也包括心理学 & 的成就 综合 无

遗
,

这就给有关哲学
、

自然科学理论工作

者留下了 一个艰巨的任务
,

要求更加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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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自然科学研究的新进展
,

才能担负起

发展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这项 尚待完成

的历史性新任务
。

辩证法作为一门科学
,

它是包括着对

立统一
、

质量互变和否定的否定等基本规

律及其他诸多规律和范畴的一门完整的科

学
。

恩格斯在 《辩证法 》 �  ! ∀ ) & 这篇尚

未完成的论文手稿 中一开头就提 出了有关

的三片
、

基本规律
,

并指出
∗ “辫证法的规

律不是别的
,

正是历史发展的这两个方面

〔按指 “
自然界

” 与 “
人类社会

”

—
本

文作者〕和思维本身的最一般的规律
” ∋

。

由此可见
,

白然辩证法主要是揭示自然界

� 也包括对自然界的思维 & 本身的辩证规

律的科学
。

它有它的特殊性
,

就是它所揭

示的是统一的物质世界中自然方面的辩证

法 ( 但在它的特殊性中
,

也包含唯物辩证

法诸规律的 完整性和 普遍性
。

这也就是

说
,

从事自然辩证法的探索需要对辩证法

这门科学的完整性和科学性有充分认识
,

必须明确一般与特殊的 关系
,

从全局 出

发
,

才有可能就各门学科的特殊方面对发

展理论自然科学和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作

出应有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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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关干
“一分为二

,,
与辩证法问题

“
一分为二

” 的概念在列宁 《谈谈辩

证法问题 》一文的第一句话就已使用过
,

!∀ # ∀年以来由唯真译校出版的中文版本可

以证明 ∃ !∀ % ∀年起虽改译为
� “

统一物之

分为两个部分
, ”

但含义是一样的 &
。

毛

泽东同志也使用过
“
一分为二

” 的说法来

宣传辩证法
。

他曾对全党宣传干部 ∋ 要求

把辩证法逐步推广
,

要求大家逐步地学会

使用辩证法这个科学方法
” 。

显然
,

他的

普及辩证法是从提倡对问题的科学分析入

手的
。

他说
� “

所谓分析
,

就是分析事物

的矛盾
” .

。

毛泽东同志 在 《矛盾论 》

中
,

曾对 “
事物矛盾的法则

,

即对立统一

的法则
,

是自然和社会的根本法则
,

因而

也是思维的 根本法则
” / 作过精辟 的阐

述
。

他的 “
一分为二

” 的说法
,

主要是教

导我们要根据对立统一的法则去分析事物

的矛盾性
。

单单提出
“
一分为二

” ,

这不

过是一种简明通俗 的说法
,

正如他 曾说
∗

“一分为二
,

这是个普遍的现象
,

这就是

辩证法
” . 及 “

分析的方法就是辩证的方

法” . 一样
,

不言而喻
,

当然不能把 “
一

分为二
”
或

“分析的方法
” 这种简要的说

法等同于辩证 法的全部或当成辩证法 自身

完整的科学含义
。

对此
,

列宁曾明确 指

出这种类似的简要说法的 目的和条件
。

列

宁说
∗ “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

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
。

这样就会抓住辩证

法的核心
,

一

可是这需要说明和发挥
” 。

0很

清楚
,

为什么只简要地突出
“对立统一

”

学说呢 1 只 因为这会抓住辩
一

证法的核心
,

可是
, “

这需要说明和发挥
” 。

毛泽东同

志也 曾引用列宁的这段话来说明辩证 法
,

并引申其中最后一句话
∗ “可是这需要解

释和发展
” ,

强调说 ∗ “
解释和发展

,

这

就是我们的工作
。

要解释
,

我们现在解释

22

太少了
。

还要发展
,

我们在革命中有丰富

的经验
,

应当发展这个学说
。 ” . 诚然

,

如果我们能够按照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对

辩证法给以正确的解释和发展
,

就可以避

免把列宁所说的这段话中的
“
简要

” 当为
“全部

” ,

把
“
核心

” 当为
“整体

” ,

而

导致简单化与片面化
。

同样
,

·

在 “
统一物

之分解为两个部分以 及对矛盾着的各部分

的认识 �33 一 &
,

是辩证法的实质 �33
·

⋯ &&,

这句话中
,

在对
“
实质

” 两字加重点号

外
,

列宁还接着 用圆括弧 加以 注解说
∗

“ � 辩证法的本质之一
,

如果不是它的最

主要的特点或特征
,

那末也是主要的特点

或特征之一 &
。 ”

从这里
,

也可以清楚看

到
, “

统一物之分解为两个部分 ⋯⋯
” � 即

旧译
“
一分为二 ⋯⋯

” &只是辩证法的
“本

质之一
” ,

而并不是 唯一的本质 , 只是
“主要的特点或特征之一

” ,

而并不是全

部特点或特征
。

毛泽东同志在 《矛盾论 》

中全面分析了对立统一法则之后得到的结

论与列宁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
。

他认为这

个法则是 自然
、

社 会
、

思维的 “根本法

则” ,

而并 不是 说唯一 法则或 全部 法

则
。

总上所述
,

一分为二属于辩证法法则

之一的简化
,

而不能等同于全部辩证法
,

对立统一是辩证法的核心
、

实质
、

基本规

律或主要特征之一
,

而不能把辩证法全部

规律等同于或归结为对立统一
。

我国长期

以 来
,

在提倡学习辩证法 的宣传中
,

曾有

过把学习 毛泽东同志 的 辩证思想 局 限于

学习毛泽东同志 一分为二的 思想的 提法

�  ) − −年 # 月 2) 日《人 民日报 》社论 & ,

今天看来
,

这不 能认为是对辩证法的正确

理解和全面的提法
,

这是偏离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思想关于辩证法的完整性和科学性

的
。

今天要正确开展 自然辩证法的科学研

究必须往意克服这种片面性
。



三
、

关于对立统一规律

回顾我国 有关 研究辩证法 的历史经

验 .
,

所 曾出现的 片面性
,

不仅表现于上

述在辩证法诸规律中过分强调某一规律
,

而忽视或贬低其余规律
,

而且
,

也表现于

对所强调的规律的理解也是片面的
。

仍举

对立统一规律为例
,

在过去的研究中
,

有

人往往强调这一规律的一个方面而忽视 另

一方面
,

即
,

只讲事物的对立斗争而忽视

了矛盾的统一和同一
,

无视普遍联系是事

物本身固有的特性
。

然而
,

恩格斯在关于

自然辩证法的
“总计划草案

” 中就 已提

出
∗ “
辩证法是关于普遍联系的科学

”

∋
。

马克思更早就指出
∗ “两个矛盾方面的共

存
、

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
,

就是辩

证运动的实质
” 4

。

列宁则 径直地 说
∗

“
辩证法是一种学说

,

它研究对立面怎样

才能够 同一
,

是怎样 � 怎样成为 & 同一

的
”

3

0
。

毛泽东同志也曾引用列宁的这‘

论述
,

并针对同一性加以 阐明说
∗ “一切

对立的成份都是这样
,

因一定的条件
,

一

面 互相对立
,

一面又 互相联结
、

互相贯

通
、

互相渗透
、

互相依赖
,

这种性质
,

叫

做同一性
” 。

并指出 “互为存在的条件
,

这是同一性的第一种意义
” (

还有第二种

意义是 “
事物内部矛盾着的两方面

,

因为

一定的条件而向着和 自己相反的方面转化

了去
,

向着它的对立方面所处的地位转化

了去
” /

。

他还指出中国的成语
∗ “相反

相成
”
的含义

, “就是说相反的东西有同

一性
” /

。

可是
,

马克思主义关于对立统一规律

中矛盾的共存
、

斗争的融合
、

对立面的联

系
、

连结
、

统一和同一这劳面的论述
,

长

期来在我国却没有得到正确的对待
。

六十

年代曾有
“
合二而一

”
等提法的提 出

,

这

原是试图从矛盾的联合
、

统一
、

同一方面

去阐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想的
,

但却受

到歧视
、

排斥与非难
,

至今余波未息.
。

可见要纠正认识上的种种片面性并不是轻

而易举的
。

恩格斯当年在自然辩证法的札

记中就曾批评过这类片面性
。

他分析了达

尔文的有些信徒
,

以前所强调的正是有机

体中的
“和谐的合作

” ( 但在 达尔文学

说被 承认之后却立刻
“到处都 只看到斗

争
” 。

他指出
∗ “这两种见解在某种狭窄

的范围内都是有道理的
,

然而两者都同样

是片面的和偏狭的
。

自然界中死的物体的

相互作用包含着和谐和冲突
,

活的物体的

相互作用则既包含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合

作
,

也包含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斗争
。

因

此
,

在自然界中决不允许单单标榜片面的
‘

斗争
, 。 ” ∋这一批评意见

,

对认识过

去曾经出现而今后须要注意防止的种种片

面性
,

是有教益的
。

四
、

关于辩证思维

对待客观辩证法的片面性
,

也难免反

映在对待主观辩证法 上
。

因为
“
所谓客观

辩证法是支配着整个 自然界的
,

而所谓主

观辩证法
,

即辩证思维
,

不过是 自然界中

到处盛行的对立中的运动的反映而 已
, ”

∋

所 以
,

当人们要求克服对对立运动规律的

片面性时
,

当然也涉及需要对辩证思维作

完整的科学的认识问题
。

其实
, “人们远在知道什么是辩证法

以前
,

就已经辩证地思考了
” 。

5 人的思

维不断发展着
,

辩证思维就是人类思维的

较高发展
。

恩格斯 曾 引用黑格尔 《逻辑

学 》中关于
“悟性 ” 活动和 “理性 ” 活动

的区分
。

把归纳
、

演绎
、

抽象
、

分析
、

综

合以 及 实验归属于 整个悟性活动
,

指出
“就种类来说

,

所有这些方法

—
从而普

通逻辑所承认的一切科学研究手段

—
对

人和 高等 动物是完全一样的
。

它们只是



在程度上 (每一情况下的方法的发展程度

上 ) 不同而已
” ,

均属于普通思维方法 ,

而把其较高发展的辩证思维归属于理性活

动
,

指出 “相反地
,

辩证思维

一
正因为

它是 以概念本性的研究为前提

一
只对于

人才是 可能的
,

并且只对于较高发展阶段

上的人 (佛教徒和希腊人 ) 才是可能的
,

而且其充分发展还晚得多
,

在现代哲学中

才达到
” ∋

。

恩格斯还把以往的哲学区分

为两个派别
∗

带有固定 范畴的 形而上学

派
,

带有流动范畴的辩证法派∋
。

他以 自

然界生物进化中物种间
“
绝对分明的和固

定不变的界限 � 6 7 8 9 7 : 9 ;7 < = >? : ≅ < & ”

的消失
,

,’ 卜此即彼 Α ” 之外又发现 “
亦

此亦彼 Α ” 的新种为例
,

指 出
∗ “一切差

异都在巾间阶段融合
,

一切对立都经过 中

间环节而互相过渡
,

对自然观的这种发展

阶段来说
,

旧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就不

再够了
” , “

辩证法是唯一的
、

最高度地

适合于自然观的 这一 发展阶段的 思维方

法
。 ” ∋但是

,

这并不意味着有 了较高发

展的辩证思维方法就可 以废弃普通形式逻

辑
。

恩格斯在肯定辩证法是一种高级的思

维方法的同时
,

紧接着又指出
∗ “

对于 日

常应用
,

对于科学的小买卖
,

形而上学的

范畴仍然是有效的
” ∋

。

这是 “因为人的

全部认识是沿着一条错综复杂的曲线发展

的
,

而且
,

在历 史学科中 � 哲学也包括在

内 & 理论也是互相排挤的
,

可是没有人从

这里得出结论说
,

例如
,

形式逻辑是没有

意思的东西
” 。

∋马克思主义充分评价并

正 确发挥了普通逻辑的作用
,

用以丰富辩

证法
。

例如
,

马克思主义认为自然科学最

初总是从现象的分析开始的
, “

每一 门科

学都是分析某一个别的运动形式或一系列

互相关联和互相转化的运动形式的
” ∋

,

然而
,

分析与综合也是对立统一的
, “以

分析为主要研究形式的化学
,

如果没有它

的对极
,

即综合
,

就什么
一

也不是 了
” ∋

。

因此
,

列宁并不分别地提 出分析法或综合

法
,

而是把
“
分析和综合的结合

” 列为辩

证法的三大要素之一
。

0毛泽东同志在批

判形式主义时
,

也 曾阐述 了分析与综合在

暴露事物的内部联系从而解决问题的过程

中的作用
,

他说
∗ “要解决问题

,

还须作

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工作和研究工作
,

这就

是分析的过程
” 。

如果
“还没有经过这种

系统的周密的分析过程
,

因而问题的面貌

还不明晰
,

还不能做综合工作
,

也就不能

好好地解决问题
。 ” 他举 出

∗ “
一篇文章

或一篇演说
,

如果是重要的 带指导 性质

的
,

‘

总得要提出一个什么问题
,

接着加以

分析
,

然后综合起来
,

指明问题的性质
,

给以解决的办法
,

这样
,

就不是形式主义

的方法所能济事
。 ”

而必须应用辩证法
,

“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观察问题
、

提

出问题
、

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 ” Β 在这

里
,

毛泽东同志把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并

举
,

把系统和周密的调查研究包括在
“分

析过程
” 中

,

并把分析过程看作是进行综

合工作与给 出答案不可分割的必要过程
。

也即
,

毛泽东同志在这里提 出的分析
,

正

是一种与综合相结合的辩证的分析
,

而不

是
,

一种孤立的分析
(
而这

,

也就是毛泽东

同志所谓 “分析的方法就是辩证的方法
”

的真实含义
,

这种含义是与列宁的把
“
分

析和综合的结合 ” 作为辩证法的重要要素

的含义相当的
。

恩格斯在强调对过程的分

析的重要性并批判归纳万能论者时
,

也 曾

强调必须以辩证的观点对待普通逻辑所用

的方法
,

包括分析和 综合等
。

他指出
∗

“归纳和演绎
,

正如分析和 综合 一样
,

是必然相互联系着的
。

不 应当 牺牲 一个

而把 另一个 捧到天上去
,

应当把每一个

都用到该用的地方
,

而要做到这一点
,

就

只有注意它们的相互联系
、

它们的相互补



充
” 。

∋因此
,

如何加强对主观辩证法的

完整性与科学性的认识
,

使普通逻辑与辩

证逻辑相结合
,

」
一

巴原属普通 � “悟性 ” &

的思维方法提到辩 证思维 � “理性” & 的

高级水平上米
,
以利 于开展自然辩证法研

究
,

这也是一 个必须涉及和有待深入探讨

的重要门题
。

五
、

辩证法与唯物论

坚持辩
一

证法与唯物论内在的统一
,

正

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另ΑΧ于一切 旧哲学的一

个本质特点
。

马克
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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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Ε”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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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规律从外部注入目然界
,

而在于从自然

界中找出这些规律 并从自然界里 加 以 阐

发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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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但

是
,

我国长期以来
,

在一 股极 “左” 思潮

的影响下
,

有人竟然离开唯物论的基本原

则
,

不是把主观辩诚法当作客观辩证法的

反映
,

而是 相反地
,

去宣扬所谓
“人有多

大 胆
,

地有多高产
” 之类的反唯物辩证法

的言论
,

以致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
。

在 ?司际学术界 上
,

近年来对辩证法研

究的兴趣已大大提高
,

例如在美国心理学

刊物 上就曾出现 了一个
“辩证法心理 学宣

言
” �  ) ∀ − ,

里格尔 & . .
,

发动对传统心

理学的批判
,

这是一种可喜的趋向
。

但该

《宣言 》存在的重要问题之一
,

正是关于

辩证法与唯物论的关系问题
。

. 《宣言 》

中反对庸俗唯物论和虚夸的唯心论
,

这是

正确的
,

但它似乎未能分清庸俗唯物论与

辩证唯物论的本质区别
,
未能看到辩证唯

物论与唯物辩证法的内在统尸
,

因而竟然

提出 “
辩证法既不需要唯物论的也不需要

唯心论的
” 。

.
。

实际上
,

这是企图使辩证

法离开唯物论的出发点
,

使心理科学的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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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正是恩格斯 当年早就指出的
,

是
“
被目前流行的析衷主义形而上学如此显

著地置于无依无靠的境地
” 。

∋因此
,

无

庸置疑
,

只有唯物辩证法才是科学的辩证

法 (
一切试图离开唯物基础的辩证法与辩

证理论
,

都不可能把 自然科学的理论研究

引向科学的道路
。

列宁在批判马赫主义时

曾指出 “新物理学陷入唯心主义
,

主要就

是因为物理学家不懂得辩证法
。

他们反对

形而上学 �3
· ·

⋯ & 的唯物主义
,

反对它的

片面的
‘

机械性
, ,

可是同时把小孩子和

水一起从浴盆里泼出去了
。 ” Φ 列宁指出

的物理科学中出现这一波折的历史教训
,

是值得重视的
。

开展自然辩证法的研究
,

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辫证法的唯物原则
。

六
、

辩证法与理论 自然科学

恩格 斯 在 �� 辩 证 法 》论 文 手 稿

�  ! ∀ ) & 上 曾说
∗ “我们在这里不打算写

辩证法手册
,

而只想表明辩证法的规律是

自然界的实在的发展规律
,

因而对于理论

自然科学也是有效的
” 。

∋还指出
∗ “

一

个 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 高 峰
,

就一刻

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
” 。 “

自然过程的辩

证性质以不可抗拒的力量迫使人们不得不

承认它
,

⋯ ⋯只有辩证法能够帮助 自然科

学战胜理论困 难⋯⋯
” 。

∋池 强 调 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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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但是
,

在科学的各个领域中要完

成恩格斯已经开创的这种综合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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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对此
,

恩格斯八年的
“
脱毛

” 和十年

的 “加工 ” 过程就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

“
零星的

、

时停时续的
、

片断的研究
” 是

无济于事的
。

恩格斯曾告诫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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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自然科学本身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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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5 这个

告诫对当前我们开展工作很有现实意义
。

尤其是一百年来 自然科学已起了夭翻地覆

的变革
,

远非自然辩证法这 门科学奠基时

期的情况可以比拟
。

那时的科学尚处于以

蒸气为动力的时代
,

现在已进入以核聚变

为能源的时代 , 那时马克思与恩格斯尚未

乘坐过普通的飞机
,

而现在已经开始航天

飞机的试飞 , 那时对人的意识行为的理解

还处于迷信的颅相学盛行的时代
,

而现在

已能运用
“电脑

” 从事人类比较复杂的智

能操作
。

自然科学的巨大进展
,

为开展 自

然辩证法研究提供 了极其丰富的资料
,

同

时也要求我们必须进行加倍的努力
。

有同志提出
,

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研究 “
应该把大约一百年来现代 科 学 技

术
,

包括自蔚拜斗学
、

数学科学
、

社会科

学
、

技术科学和工程技术的极其丰富的成

果加以提炼
,

用来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

与此相比
,

去推敲过去哲学家们的著述
,

不能不说是次要的
。

向前进总比往后看更

重要些
,

也该多花些气力
” 。

% 这种 “向

前进
” 的精神很必要

,

而且确实应该对此

多花气力
。

但不能因此笼统地说钻研哲学

家们的著作是次要的
。

如果是对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理和范畴的推敲
,

更不宜忽视
。

一个科学家如果忽视理论思维在新成果辩

2−

证综合中的指导作用
,

这不但偏离了恩格

斯提倡和要求发展 自然辩证法的 基 本 精

神
,

而且难免要步西方学者 � 许多新成果

的创造者 & 的后尘
,

在前进中迷途难 返

� 如黑格尔 《辩证法心理学宣言 》中所重

复的历史错误 & .
。

因此
,

正确对待
“向

,

前进
” 与 “往后看 ” 的辩证关系是很重要

的
。

恩格斯本人曾直率地说过
∗ “甚至随

着自然科学 〔姑且不谈人类历史 〕领域中

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
,

唯物主义也必然要

改变自己的形式
” Γ

。

从这一 意义上说
,

如果不掌握自然科学的新成就
,

也就不可

能去发展马克思主义
。 ’

对此
,

列宁还更进

一步阐述说
, “对恩格斯的唯物 主 义 的

‘

形式
’

的修正
,

对他的 自然哲学论点的

修正
,

不 但 不包含有任何通常所理解的
‘

修正主义
, ,

相反地
,

这正是马克思主

义所必然要求的
” Φ

。

但这只是问题的一

方面
,

还必须注意到列宁在要求发展 马克

思主义自然哲学论 点的同时
,

却谴责并坚

决反对用
“纯粹修正主义的方法⋯ ⋯在批

判唯物主义的形式的幌子下改变唯物主义

的实质
” 。

他明确指出
,

对 于 像
“⋯ ⋯

没有物质的运动是不可想象的
” 这样一个

具有原则性的重要论断的界限
,

是丝毫也

不能含糊的
。

列宁指出的是一个值得警惕

的严肃问题
,

对于我们来说
,

这意味着要

发展 自然辩证法
,

不仅要花气力去掌握现

代自然科学的新成果
,

而且也存在着如何

正确理解与贯彻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想的
% 3 3 3 3 3 3 3 3 3 3

⋯ ⋯实质问题
。

而这个 问题不仪是西方理论 自

然科学中长期存在的尚待解决的原则性问

题 .
,

而且也是 当前我们开展工作已经碰

到而必须加以认真对待的重要问题
,

并不

是无足轻重
、

无需花一定气力去加以探讨

和掌握的问题
。

是否可以这样说
,

只有在

既充分掌握了科学的最新成果
,

又正确地

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想的前提下
,



才可望最有成效地使 自然辩证法的研究推

向前进
,

从而为发展理论自然科学和丰富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应有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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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本 《普通心理学 》新著即将出版

由西南师范学院心理学教研室黄希庭同志编著的 《普通心理学 》一书
,

即将由甘肃

人民出版社出版
。

张增杰教授
、

刘兆吉教授
、

林传鼎教授
、

张厚桨副教授
、

李克文副教

授分别审阅了全书 各章
。

张增杰教授为该书写了
“序” 。

他在
“序 ,,

中指出
∗ “本书 以

系统阐明心理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为主
,

为高等学校教育系初学心理学的学生和有

心研究心理学的同志
,

介绍基木的心理学知识
。 ” 该书不仅对心理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

原理作了深入浅出的阐述
,

更可贵的是全书不少章节编者都提出了自己的新见解
,

具有

许多新 内容
,

是一部良好的心理学教材
。

该书共分十六章
。

前三章论述科学的心理观
,

心理学的研究内容
,

意义
、

方法
、

现

状
,

脑和心理以及心理的发生和发展的理论
。

其余各章
,

编者根据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

和当代世界心理学的新潮流从人的心理的整体性出发
,

论述个性倾向性
、

各种心理活动

和个性特征
。

各章正文之前均列有将要论述的主要问题
,

以便于读者带着问题学习和复

习思考
,

这也是符合于学习心理的一种教材组织的好形式
。

我们认为
,

有几木各具风格

的普通心理学出版将有助于学者互相参照
、

取长补短
,

打开思路
,
以繁荣我国的心理学

事业
。 ’

� 宗 义 中 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