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克思与当代西方心理学
’

陈 大 柔
‘

�� 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一
、

光辉的业绩与思 想

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
、

科学 巨 匠和无产阶阶革命家 马克 思离开我们一百周年了
。

他的光辉业绩一

直鼓舞着人们 继续向前进
。

恩格斯在总结马克思的业绩时
,

指出了他的两个发现

—
人类历史的发展

规律
,

与现代资本主义 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 阶级社会的特殊运动规律
,

并且说
� “

一生中能有

这样两个发现
,

应该是很够 了
。

甚至 只要能作出一 个这样的发现
,

也 已经是很幸福的了
。

但是马克思

在他所研究的每一 个领域  甚至 在数学领域 ! 都有独到的发现
,

这样的领域 是很多的
,

而且其中任何

一个领域他都不是肤 浅地研究的
”

� 列 宁则把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
一

马克思主义
,

简要总结为析学

唯物主义
、

辩证法
、

唯物主义历史观
、

阶级斗争等方面
,

指出马 克思是十九世纪人类兰个先进国家中

三种主 要思潮的继承者和 天才的完成者 , 他的观点构成现代唯物主义和现代科学社会主义
,

是世界各

文明国家工人运动的理论和纲领�
。

十九世纪下半叶
,

当科学心理学在德国莱 比锡创立世界上第一个

心理实验室时 
,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和共产主义世界观早已诞生
,

并
“已远远越出欧洲的范围

,

在一切有无产者和无畏的科学理论家的国家里
,

都受到了重视和拥护
。 ”

! 墨菲在回顾马克思主 义的

思想影响时曾指出
∀ “

对于 心理学来说
,

他的重要性在当时虽然很小
,

但在俄国大革命以后 大为增

强
。 ”

# 其实
,

马克思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

不但在后来的苏联
、

东欧和我国的心 理学中有着重要的指

导作用
,

而且对于西方当代心理学也有着不能磨 灭的影响
。

二
、

主要的若干影响

马克思主义对西方 当代 心理学的影响是 深远而 多方面的
。

这里只略举下列三 个方面某些突 出的事

例
。

∃ 一 % 心理学辩证理论的探索
,

有关这方面 国际动态 的评述 & 中可 以看 出
,

从二十年代科尔 尼洛

夫开始提出
“
马克思主义 心理学就是辩证唯物论心理学

” ,

并试图以唯物辩证法作为心理学研究的方法

论原则以来
,

在西方经历了半个世纪漫长的发展
,

直到里格尔 《辩证法心理学宣言》 ∃ ∋() ∗ % 的发表
,

这可 以看作是在马克思主 义的思想影响下西方某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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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里格尔 《宣言 》明显地仿照 马克思和恩 格斯 《共产党宣言 》的笔调
,

提 出
∀

“
一个幽 灵

,

科学的辩证法的幽 灵
,

在西方心理学中徘徊
。

科学世界的支 架正在动摇
,
改造它的时刻

临近 了
。 · ·

一辩证法 心理学家们联合起来 − 你们失去的只是对庸俗唯物论者和虚夸的心灵论者的顶礼

漠拜
, · , ·

⋯ ”

& 在 《宣言 》 发表后不久
,

里格尔虽 已过早逝 去
。

但他从七十年代开始进行的辩证法心

理学大量研究工作和组织工作是 有成果的
。

他不仅用辩证观点对传统心理学提 出问题和进行批判
,

在

某种程度 上体现 了 马 克思 所说的
∀ “

辩证法 不崇拜 任何东西
,

按其本 质来说
,

它是批判的和革命

的
。 ” .而 巨他还积极地

、

建设性地用辩证观点对心理学的理论与方法进行新的综合和探索
。

他参与

组织 了有关的学术会议及辩证法 心理学家的联络网
、

支持 《辩证法心理学简讯 》
,

并在 生前修订好了

他的专著 《辩证法 心理学基础 》 &
。

专著中引用文献近 / 了。种
,

包括有关马克思
、

列 宁
、

毛主席及苏

联心理学社会文化学派等学者的著作或有关论述
。

书中收 入了 上述的 《 宣言 》
,

批判传统 发展心理学

水
潘寂同志曾对本 文提供过宝贵意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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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静止
、

稳定
、

平衡的概念
,

提出了对变化与发 展
、

矛盾与危机等辩证的看法
,

修正和扩充了皮亚 杰

认知发展的理论
,

提供了对话法的基本性质及应用的形式
,

探讨了在人类心理发展中
,

内部一
一生 物

的
、

个体
—

·

心理的
、

文化

—
社会的及外部一

一物理的等数种事件序列或进程之间的辩证关系
。

书

中还引用了马克思主义关于
“
从量变到质变

”
的术语 〔第∀# 页 〕

,

并转达了鲁宾斯坦引用马克思的

话
� “

在作用和改变外部世界的同时
,

人也改变他自己的本性
”
〔第∃% 页 〕等

。

在另一本 《辩证法心

理学 》  巴斯
,

� & ∋ & ! 专著中
,

不但以里格尔 《宣言 》的精神
,

以辩证的
、

批判的观点看待过去
、

现

在和未来的心理学
,

而且还有关于马 克思认识论的专章
,

并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

从有关 心理学本身

的价值观
,

探讨了辩证法的发展和人本主义 心理学的发展
,

指出了当前西 方人本 心理学的忽视 人类个

体 自我实现的社会条件
,

必须加 以批判或扬弃
,

以便促成真正人本主义心理学的 诞生(
。

举出上述两本书
,

说明 西方心理学辩证理论 已经有相当的开展
。

西方心理学者中有人认为
,

这是

� & ) #一� & ∋ #年十年来迭起的 心理分析
、

行为主义
、

人本主义 心理学及超个人心理学等四大运动之外的

另一个运 动
,

一个具有 自觉革命热情的新运动&
。

它的影响正在不断扩大
。

同时
,

我们应该指出
,

在

西方辩证法心理学中
,

有不少列举了黑格尔排证法的论述
,

与马克思的辩证法混为一谈
,

而无视马克

思所指出的
∀
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 ⋯在他那里

,

辩证法是倒立着的
,

必须把它倒过来
,

以

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
。 ”

2 他们没有看到
,

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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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由于没有充分

认识这种区别和意义
,

致使西方辩证法 心理学中存在 着把辩证法与 唯物论相脱离的 趋向 
。

西方心

理学者也 已有人注意到这一 形而上学的趋向 &
。

这是 必须指出来的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
。

∃ 二 % 社会心理学方面 马克思 主义在这个方面的影 响更早更深
。

尤其是六十年代西方社会 的

动荡
,

促使社会心理学内容的扩大及人们思想认识的变化
,

所谓马克思学派的社会心理学者数量越来越

多
,

不少 人直接试图从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去发掘和寻 找解决问题的观点
、

方法和概念
。

例如
,

有人

曾指出
,

马克思早在一个世纪前就已发现 了
“
异化心理学 ∃ 3 45 6 789 8 : 5 8; < 9= > ? ≅Α = 8 ? % ” ,

同

时
,

他曾认识到的某些问题
,

现在正被放在诸如
“
城市心理学 ∃ Β Χ Δ ≅ ? 3 4 5 6 789 8 : 5 % 、 ” “

工 业

关系 ∃ Ε? Φ Γ 4 Α Χ = ≅ 9 Η > 9≅ Α = 8 ? % ”
和

“
社区心理学 ∃ Ι 8 8 ϑ Γ ? = Α 5 3 4 5 > 7 8 98 : 5 % ”

等领域内 进

行研究着
。

他们指出
,

马克思看到了工业化对家庭
、

工人和 国家关系的影响
,

在这些影响中经济力是
一切社会

、

文化和学术演化的火车头
。

当人的世界在工业化的奴役下遭罪时
,

马克思并没有转到关于

人的解剖或生理反射等枝节问题方面去
,

然而他认识到启蒙时期的心理学唯物论和共产主义哲学的合

理主张之间的直接联系
。

& 他们认为这种认识清楚地表现于马克思所作的如下叙述中
∀ “

笛卡尔的唯

物主义成为真正的自然科学的财产
,

而法国唯物主义的另一派则 直接成为社会主义和 共产主义的财

产
。

并不需要多大的聪明就可 以看出
,

关于人性本善和人们智力平等
,

关于经验
、

习惯
、

教育的万

能
,

关于外部环境对人的影响
,

关于工业的重大意义
,

关于享乐的合理性等等的唯物主义学说
,

同共

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之 间有着必然的联系
。 ”

Κ 这个论述中不但提及人性
、

智力
、

经验
、

习惯
、

欲望等

心理学问题的唯物主义理解和共产主义的联系
,

还强调了环境与教育对人的作用
。

但这决不能被认为

是一种环境决定论或教育万能论
。

恰恰相反
,

正如有的西方学者+ 曾指出
,

马克思曾批判了这种机械

唯物论观点说
∀ “

有一种唯物主义学说
,

认为人是 环境和教育的产物
,

因而认为改变了的人是另一种

环境和改变了的教育的产物
,

一这种学说忘记了
∀
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

,

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

教育的
” 。

Λ
关于人类意识与环境的关系问题 上

,

有人在解释 心理学从生物科学向社会科学方向转变时
,

早就

说过
∀ “

心理学家越来越认识到人们大不 同于动物之处
,

不仅因为他们有动物所 没有的灵魂
,

而且他

们有十分复杂的社会环境
。

他们开始赞赏马克思的格言中有很大的真理成分
,

即
,

不是人的意识决定

他的存在
,

而是他的社会存在决定他的意识
”

&
。

有的学者 & 引用了 《德意志形态 》中马克思的话
,

“

人们是 自己的观念⋯ ⋯的生产者⋯ ⋯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 了的存在
· ·

⋯Μ 不是意识决定

0Ν



生活
,

而是生活决定意识
。 ”

〔原作者引自布姆斯编 《马克思主义手册 》
,

英文本
。

� & ∃ #
,

第∀ � ∀一

∀� ∃页 〕Λ 墨菲还把最后 这句话
∀ “

不是意识决定生活
,

而是生活决定意识
” ,

作为
“
社会心理学

”

专章的引语# 显然
,

概括 上述诸引语可以看到
,

马克 思的理论是在强调
“
物质第一性

,

意识第二性
”
的

唯物主义原则下
,

强调环境和意识两者的辩证关系和相互作用
。

西方心理学者中
,

有的把 这种相互

作用称为
“
双 向过程 ∃ Α Ο 。一 Ο ≅ 5 3Χ 86 > 4 4 % ”

寥
,
为了强调意识对存在的反作用

,

有的直接引述

马克思的论述
∀ “ 以前的哲学家们 只是解释世界

,

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

&
,
有的则转述他人 的论述

说
∀ “

马克思从不厌倦地重复说
,

作为 与自然发展过 程相对的社会发展 的独特特点就在于它包含着人

类意识这一事实刀 ,

而且人类
“
积极参与创造他们 自身的历 史

” ∃ 原作者引自胡克 《关于 卡尔
·

马克

思 的理解 》英文本
, ∋) 00 ,

∗Π 页 % ,

并引用马克思的话说
∀ “

藉作用和 改变外部世界
,

人们改变了他

自己的本性
” ∃ 原作者引自卡尔

·

马克思 《资本论 》英文本
,

第一卷
,

∋( Π 页 % +
。

列举上述对马克思的论述与引语
,

说明西方某些 心 理学者对心理学的某些基本问 题
,

诸如唯物

论
、

共产 主义世界观
、

意 识
、

人性等
,

越来越增长的注意 和兴趣
。

这些引述 只是挂一漏万
,

并不全而

和准确
。

从心理学着眼看来
,

有的似与我们的引述颇相近
,

但从释义和 立场上看
,

则不完全一致
,

甚

至 有的在基本原则上
,

不能不看到
,

有着较大的距离和某些根本的分歧
。

然而
,

从马克思主义越来越

增长的影响
,

以及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试图用马克思主义去探索心理学问题的这种趋向来说
,

无疑这

是 不容我们忽视的
。

∃ 三 % 人本心理学方面 自称为心理学中的
“

第三种力量
”
或被西方心 理学者称为心理学未来

发展 的一种
“
新方向

”
的人本心理学

,

& 它主要提倡研究人的经验现象
,

诸如选择性
、

创造性
、

价值

观
、

自我实现⋯⋯
,

以标榜发展人的先天潜能等
。

被称为这派的代表人甚多
,

有的本来就分属于社会

心理
、

个性心理
、

心理分析等领域之 内
。

他们各有不同的主张
,

议论纷纭
,

莫衷一是
。

其中
,

有人 自

称为崇奉马克思主义
,

把马克思早期著作奉为最高的经典
,

企图把马克思 主义解释为人道主义
。

这

里
,

仅举弗罗 姆 《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 》 ∃ 英文本 % & 一书涉及的问题为例略加分析
。

该书的前面部

分 ∃ Π0 页 % 是同书名的论述
,

后部分 ∃ ∋ ∗ Ν页 % 主要是 马克思 《经济学一哲学手稿 》 的英译 ∃ 英译

者Θ Μ Ρ Μ

波托莫尔 % 。

弗罗姆并在书末加了
“
后语

” ∃ 0 页 %
。

书中反对把马克思的唯物论歪曲为

“
经济一享乐 主义 的唯物论

” ∃ 第 ) 页 %
,

即
“
相信人的最高心理动机是希望 钞票的增加 和舒适

”

∃ 第 / 页 % ,
是

“
他 的反对精神的倾向

,

他的希求一律和服从
” ∃ 第 0 页 % 。

书中认为
“
马克思的 目

的是要使人的精神解放
,

是要使人摆脱经济决定的锁链
,

是要使人恢复他的完整性
,

是要使他找到与

他的同伴和与自然的统一和和谐
” ∃ 第 0 页 % , 认为

“
马克思首先关心的是作为个体的人的解放

、

异

化的战胜
、

使他自身完全与人和与自然有关的能力的恢复
” ∃ 第 Ν 页 % 。

这是阉割了在特定的社会经

济历史发展中的人的实质
,

把它归属于错误的心理 主义的解释
。

弗罗 姆又把 马克思的哲学说成为继承

了
“
精神人道主义

”

的传统
,

把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说成
“
基本上是预言性的救世主主义 ∃ 3 Χ 8 Σ 7 > Α =6

Τ >4 4= ≅ ?= 4 ϑ % ” ∃ 第∗/ 页 % 。

显然
,

这与马克思主义的崇高 目标
∀
推翻一切剥削制度

,

以实现共产

主义
,

解放全人类

—
是迥然相异的

。

书中还攻击阶级斗争
、

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

竟然

把列宁与考茨基
、

布哈林并列
,

认为 他们没有 围绕
“
人道的存在主义

”
作为中心来解释马克思 〔第∗∋

页 〕, 把 马克思与释迎
、

耶苏相持并论
,

作为最伟大的人道主义 者 〔第/ ) /页 〕,
并提倡马克思 主

义者与基督教神学家之 间相互对话
,

以振兴人道主义 〔第/ ) 0页 〕
。

这些都使人 难 以苟 同
。

众所周

知
。

存在主义
,

就是一种有强烈反理性主义倾向的唯心 主义
,

它的所谓
“
存在

” ,

主要指神秘化了的

心理本能的存在和非理性的体验
,

它把个人的存在 当作一切存在的出发点
。

因之
,

存在主义者也是个

人主义者
、

自我中心论者
。

他们把人当绝对 自由的人
,

否定社会历史条件及历史客观必然性对人的制

约
,

片面夸大人的主观性和能动性
。

由此可见
,

像弗罗姆所说的
“
人道存在 主义

”
与

“
救世主 主义

”

之类
,

与马克思的革命人道主义是有天壤之别的
。

并且
,

正由于有像弗罗姆这样的人
,

把 马克思主 义

歪曲为带着神学观点的人道主义这种情况 的存在
,

因此
,

在西方当前的人本心理学中出现着 一 种脱 离

0)



资本主 义 现实衬
∗

公条件
,

侈 谈 汉的价傲
、

片化的消 除
,

人性 的复归
、

潜谁的发挥
、

自我 的实 现等
,

这

是不足为奇的
+ ,归寸

,

其中的是非 曲直
,

也是 很有必
−

纷去进一 步加 以批判和探究的
。

三
、

前 瞻

� 述列乍了 马克思主义对 酉方心理学影 ./012 的一些事实
,

这并 不是事实的全部
。

例如
,

对新 心理分

折学派  或称 左派弗 3备3!. 德 ! 的影 响 也较 大较 早
,

但这 一派与心理学辩证孙 论
、

人本心理 学等 也有密

切关系
,

国内已 曾初步涉及四
+ 又 如 “

异 化
”
的概念

,

注 目前 西方心理学 的许 多领城中相当普遍 的应

用着
,

这与马克思 凉来的 含义 己迥然不 同而 需 专门予 以评 沦
,

在此 均不再
4

一 列举
。

这里只 试图表明

的是
�

马克思 工义对 25. 方心理 学有越来越大和越深入 的影响
。

马克思主义 对心则 学的影响这一事实
,

以前西方 心理学者多拄意 到是由于社 会主义制度或意识 形

态听造成的影响  咧 如苏联及 我国 心理学的强调辩证唯物 比 的指导 !
,

而往往忽视或无视某些 笃实 的

心理学者从其心外学 研究丁
6

作 中有着 自发的唯物 主义和辩证因索的倾问
。

,,2于这种倾向
,

一些 心理学

者通过工 作
,

能从 自发到 自觉地接受或接近马 克思主义
,

并从中受到不 同程度的影响
。

上述所举的某

些事实
,

可以作为这 种影响的 例证
。

但另 一 友面
,

存在决定意 识
,

我 们也不难看到
,

由于西方社会政治经

济条件的不同
∗

他们 肖理 解和接受 马克思主义的影 响 方面 也是不 同的
。

对 马克思工义 的基本立场及在某

些原则问赶 卜
∗

西
6

方朵些 心理 学者 的理解
,

是 与我 们有所麦异或根本分歧 的
。

当然
,

我们对 犷马克思 主义

在心理学上的指导 作用
,

以及 如何 以心理科学 成果来丰富 马克思 主义 原理
∗

也仍是在不断摸索的过程
,

也曾产生过一些偏差和错 误
,

有的 已经克服
,

有的 八
6

在克服
。

西方心理学者在理解 和运用 马克思 主义

,�
、

.
,

仃这 样那 样的问泣
、

偏差和 讹误
,

也是 不 可避免和无须讳 言的
。

从科学 史土看
∗

有不少著名科学

家在科学 上很 仃成就
∗

, 3
丁是 在行学 �

6

却很难 摆脱 唯心和机 械./773 物观点 的影啊
。

列 宁曾把马赫
、

彭加勒

称为
“

草越 的科学家
,

渺小的折学 家
”
说

, ‘。
·

丝 谈到哲 学 8、臼题的时候
,

他们中间任 何一个人听说的

任何一 句话都 下
.

勺相信 己选集 ∀ 卷 ∃ 通 & 贝 二
� 。

这些话至 今仍是值得 币视的和深思的
。

是什么原因 出现

臼前达刊
,

偏离
6

汇确
.

均哲学观点 的情 况
‘”的 除 了这可能与科学 史

6

七暂 时的疾病期 有关之外
,

在当前科学

已突 妞猛进发 展着的今大
,

从 科学家本身看
,

最主要 的
一

个原因
,

也许是 由于这些愿意接近马克思主

义的西方 阶学理 论家们
,

实际 上谁 也没有并且 也不会和 马克思站到同一 个立场 −去
。

缺乏这 个前提
,

就很准真正 领会 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
。

这对我们 也是 一 种应该吸取的教训
。

今后
,

如果希望 在心理 科学中能够史加
‘

正 确地贯彻 马克思主义 的指导 原则
,

严重问 题仍在于 心理

学者必须汰真改造或端正 目 己 的
6

立场
∗

必须完整 地系统地学 习马克思主义
,

真正休会其精神实质
+
并

且实事求是
,

从实际 出发
,

努力开 展研究
+
在深入研究的基 础士二 更加2

‘一

泛开展学术交流和 学术批

判
。

这样
,

通过革命性的学术批判与辩论
,

相信心理学者是 可以越 来越接近马克思主义的真理 的
。

马

克思主义光辉正确的思 想
∗

】

定会促使心理 学朝着科学的 搜道 更加迅 猛前进
,

为人类的进步事业 作出

更大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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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讯

《小学儿童心理学 》即将出版

由武汉师院胡德辉
、

华东师大叶奕乾主编的 《小学儿童心理学 》将于今年六月 由湖

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

本书主要是向小学教师
、

中师学生及有关家长介绍心理学 的基本知识
,

阐明小学儿

童心理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点
、

以及小学儿童掌握 各门课程的科学知识与形成共产主义

思想品德的心理规律
,

为进行小学教育与教学工作提供一定的心理学依据
。

全书包括
∀

∃ 一 % 绪论 , ∃ 二 % 儿童的心理过程 , ∃ 三 % 儿童心理的个别差异
, ∃ 四 % 教育心理 与

教师心理等部分
。

参加和协;9χχ 本书编写
ς
Ε 作的有华东师大

、

河北师大
、

东北师大
、

华中师院
、

武汉师

院等十所院校的心理学教师
。

作者力求根据我 国小学教育工作的实际需要反映当代心理

学研究的新成果
,

为提高教 育质量服务
,

并欢迎广大读者对本书进行批评指导
。

凡预订

此书者
,

请即同湖北省新华书店联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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