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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蔽教授的心理学思想及其对

我国心理学的贡献

李令节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左所

潘寂教授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心理学家和教育家
,

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
。

解放后
,

他长期担任中国心理学会理事长和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所长
,

是我国心理学界德高望重

的主要领导人
。

今年是他从事心理学工作六十周年
,

七月又适蓬他九十寿辰
。

为祝贺他为

我国心理科学和教育事业所作出的突出贡献
,

同时为了更好地研讨他的心理学思想以推动

我国心理学的改革和进 一步发展
,

中国心理学会基本理论专业委员会在京举行了专门的学

术讨论会
。

同时 中国心理学会
、

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和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还联合为潘

老举行了庆祝大会
。

中国心理学会现任理事长荆其诚教授在致词中说
� “

潘老是我国当代

心理学界的杰出代表
,

是我国现代心理学的奠基人之一
,

是建国以后中国心理学会的第一

任理事长
。

他曾领导制定新中国心理学发展的远景规划
。

新中国心理学能有今天的规模和

繁荣
,

是和潘老的关心指导分不开的
。 ”

潘寂教授生于 ��  !年
,

早年就学于北京大学哲学系
。

大学毕业后于 �� �� 年赴美深造
,

以心理学为主科
,

动物学为副科
。

�� � � 年获印地安那大学硕士学位
,

� �  !年获芝加哥大学博

士学位
。

� � � �年回国后应邀到第四中山大学任教
。

这所大学的前身是东南大学
,

以后又改名

为中央大学
。

他曾再度任该校理学院心理 系主任
。

新中国成立后
,

潘获教授先后任南京大

学 �即调整 以前的中央大学� 教务长
、

校务委员会主席和第一任校长
,

并兼心理学主任
。

��� �年中国心理学会重新成立后
,

他连续三届被选为理事长
,

�� �� 年被推为名誉理事长
。

�� ��年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成立后他一直任所长
,

�� �� 年改任名誉所长
。

潘寂教授从事心

理 学 六 十 年来
,

不仅为我国培养 了一大批人才
,

而且一直在为我国心理学的发展探索着

正确的发展道路
。

近些年来他明确提 出了改造旧心理学
,

建立具有我国特色的辨证唯物论

心理学的四条途径
。

在心理学的学术上
,

尤其是在心理学的基本理论方面
,

潘老也有颇多建

树
,

他的心理学思想 已自成体系
。

主要著作有
�

《心理学概论》
、

《心理学简 扎》等 专 著 四

种
,

主编或合编 《教育心理学》
、

《人类的智能》
、

《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研究》等四种
,

编写教学讲义 《试验心理学实验教程》
、

《心理学导言》
、

《理 论心理学》等
,

出 版 心

理学文选一种
。

此外
,

还发表心理学论文以及教育
、

哲学
、

美学
、

考古
、

政论
、

科学运动

等各方面的文章二百几十篇
。

�见 《潘寂心理学文选》后附著作年表�
。

他还是中国大百



科全书心理学卷编委会 主任
,

正主持该卷的编审工作
。

潘获教授 一向最为关注我国心理学的发展方向和前进道路这样带根本性的问题
。

对于

发展我国的心理学
,

他有一个最基本的思想
,

这就是
�

要走我们自己的道路
,

建立具有我

国特色的心理学
,

为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

潘老的这种思想是由来已久的
,

并且是一贯的
。

在解放前
,

他就坚决反对盲目照搬外

国以至
“

全盘西化
”

的主张和做法
,

极力倡导
“

学术中国化
” ,

主张积极开展结合我国国

情实际的研究
。

解放后
,

他作为我国心理学界的主要领导 叹更加注意学科发展方向和道路

的问题
。

特别是近十多年来
,

他一再向全国心理学界强调指出
,

为了适应我 国四个现代化的

要求
,

我 国心理学必须在辩证唯物论的思想指导下加紧改造和改革
,

提高科学性
,

实现现

代化
,

建立具有自己特色的中国心理学
。

�习邓年他在中国心理学会第二届全国学术会议上

的报告中明确提出了我国心理学实现现代化的方向和 目标
。

他说
� “

我国心理学的现代化

决不是简单地向一般意义的世界先进水平赶超
。

我们还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
。

这样的

方向在心理学上是一个有创新意义的方向
�

向这个方向努力奋斗的结果将是
,

也必须是
,

一种具有社会主义特色
,

贯彻辩证唯物论观点
,

吸收了古今中外心理学 一切积极成果
,

运

用了先进技术手段
,

适应我国四个现代化的要求
,

并具有我国自己的理论体系的心理学
� ”

潘获教授根据西方和我国心理学发展的曲折道路和经验教训
,

根据他自己六十年来在心理

学工作中的亲身经厉
,

结合我国心理学的现状和四化建设向它提出的日益迫切的要求
,

进

一步明确指出
� “

要发展符合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科学心理学
,

要走我国自

己的道路
,

要有我国自己的特色
,

就必须通过四个主要途径
。

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

唯物论的思想指导
� 二是要密切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

,

以求能为此更好的服务
�

三是要有分辩地继承我国古代思想中有关科学心理学的可贵观点
、

论断和学说
,

以发扬国

光 � 四是要有批判地吸收外 国心理学中对科学心理学一切有价值的东西
,

使之成为我国社

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科学心理学自己的血肉
。

我国心理学者从多年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 中

己逐步认识到潘老所指出的这四条主要途径的正确性
,

并把它视为发展我国心理学的纲

领
。

这是潘老为我国心理学所做 出的带有根本意义的贡献
。

为 了贯彻这一路线以求把我国

心理学尽快搞上去
,

他在担任中国心理学会理事长和 中国科学院心理所所长的多年中做了

大 量切实而有效的组织领导工作
,

如主持制定心理学发展的各种规划
,

组织各种协作研究

等等
。

对此
,

我们难以一一总结和罗列
。

但我们相信
,

所有这些工作和他所提 出的纲领性

意见
,

将同他们名字一起载入我国心理学的史册
。

�三 �

潘寂教授在心理学学术上的贡献也是带有全局性的
。

他早年较注重 心理学的实验研究
,

后来进而主要致力于心理学基本理论的研究
。

他在心理学上的着眼点在于从整体上提 高这

门学科的科学性
。

为此
,

他认为必须在辩证唯物论观点的指导下大力加强心理学基本理论

的研究
,

以便把心理学的一些基本观点搞对头
。

基于这种 日益加深的认识
,

早在三十年代
,



他就学习了列宁的 《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
,

并开始试图以一种新的观点来探讨意识
、

本

能等心理学的理论间题
。

继而在四十年代
,

他又继续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经曲作家的其他儿

部重要著作
,

并试图以辩证唯物论的观点对心理学中 一 系列根本问题作理论解说
,

为中央

大学理学院心理系开设了 《理论心理学》课程
。

这在当时是一项开拓性的工作
。

解放后
,

在五十年代我国心理学界开展的关于心理学基本理论问题的论争 中
,

他对
』

合理学的对象
,

性质
、

方法论
、

心理活功与高级神经活动的关系以及心理学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等问

题发表了 自己的看法
。

六十年代以至整个十年动乱中
,

他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 抱 病 坚 持

《心理学简扎》的写作
。

在这部约有六十万字的著作中
,

他以辩证唯物论的观点对古今中

外有影响的心理学思想和各重要的心理学派别的基本观点作了深刻的分析
、

评论和批判
,

同时对心理学中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以及我国心理学发展的道路等间题阐述了 自 己 的 见

解
,

对辩证唯物论心理学的理论体系提 出了自己的基本设想
。

这些深刻的思想必将对我国

心理学的发展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

粉碎
“

四人帮
”

以后
,

潘款教授面对我国心理学的现状及四化建设向它提 出的日益迫

切的要求
,

明确提 出了我国心理学必须走 自己的道路
,

他主张在积极开展各方面为实践所

需要的研究的同时
,

尤其要在辩证唯物论指导下加强心理学基本理论的研究
,

以使我国心

理学有一个明确的发展方向
,

并确立正确的基本理论观点
口

他认为
“

这是我国心理学强健

发展和加快提高的生命线
” 。

为了推动我国心理学基本理论的研究
,

�� � �年春
,

在他的提

议和推动下成立了心理学基本理论研究会 �后改为中国心理学会基本理论专业委员会�
,

并创办了会刊 《心理学探新��
。

在心理研究所
,

他亲自主持基本理论研究室的工作
�

近些

年来
,

他直接领导我国心理学界开展了对冯特的研究和评论工作
,

带 领 和 指 导我国心理

学理论队伍去逐个研究
、

攻克心理学中一些迫切需要解决的主要理论问题
,

并取得了重要

的收获
。

由上述简单回顾可以看到
,

潘获教授是我国理论心理学的主要倡导者
、

开拓者和带头

人
。

在他的大力倡导和推动下
,

心理学基本理论的研究在解放后一直是我国心理学研究的

一个重要领域
。

潘寂教授在心理学基本理论方面提 出许多深刻而独特的见解
,

形成了他 自己的具有我

国特色的科学心理学体系
,

并从而为进一步建立我国的辩证唯物论心理学打下了基础
。

例

女日
�

他确认心理学是研究人类本质特征
、

阐明人之所以为人的一 门科学
,

是具有特殊重要

性并且有远大发展前途的一 门科学
。

他首先明确提 出心理学既有 自然科学的性质
,

又有社会科学的性质
,

是一 门中间性质

的科学
,

是跨界于两大科学门类之间的一门独立的基础科学
。

他对心理学的方法论作了系统而完整的论述
,

指明了心理学的重要意义
、

研究的领域

和范围以及如何去研究
。

他还特别强调指出
,

心理学研究必须贯彻生活实践的观点
,

而不

能采取孤立化或半孤立化的观
�

点
�

要对人的地位有一个恰当的理解
,

而不能象旧 心理学那

样人兽不分
�

要做好扬弃工作
,

既不能割断历史
,

搞虚无主义
,

也不能墨守陈规
,

不求进

取
�

要正确认识心理学的国际性和国别性
,

我 国心理学研究必须立足于本国
,

对外国心理

学的理论只能择善而不能只顾引进而陷于盲从
。

潘老的传统心理学一直沿袭下来的把心理活动分为
“

知
” 、 “

情
” 、 “

意
”

的三分法



休系提 出了质疑
。

他吸取了我国自古以来传统的知行观
,

并根据对心理活动实际情况的分

析研究
,

提 出了自己的二分法理论
,

即把整个心理活动分成认识活动和意向活动两个主要

范畴
,

以作为他自己的心理学体系的基本框架
。

这对传统心理学体系也是 一种革新
。

目前
,

我国心理学工作者仍在继续对这 一问题进行探讨
。

潘老不同意以往各心理学派对意识的看法
。

认为意识就是人在生活实践中对包括自己

在内的客观世界的综合的认识活动或认识作用
。

它并不包括心理活动的全部
,

而只代表
“

知
”

的一方面
。

意识问题是心理学中带根 本性的重要问题
。

对这一问题的看 法 是 否 正

确
,

直接关系到对整个心理学的对象
、

领域的理解
。

潘老对意识的看法也是独到的
,

并且

他坚信自己的看法是恰当的
,

是经得住科学实践的检验的
。

心身关系问题是心理学上的一个老大难 问题
。

潘老对古今中外关于这个问题的各种主

要看法进行了深刻的分析评述
,

并吸收了我国古代思想家对此问题合乎科学要求的光辉思

想
,

提出并系统阐述了他关于心身间题的唯物一元论观点
,

从而使这个自古以来一直争论

不休的重要问题得到了原则上明白的解答
。

潘老还提出人脑有双重机能的学说
。

过去在心理学中对 心理活动与高级神经活动的关

系问题存在着种种模糊的认识
。

潘老五十年代曾提出
,

心理活动是具有新质的高级神经活

动
。

后来他又进一步明确提出
,

人体
,

而尤其是人脑有两种机能
。

一种是生理的机能
,

另

一种是心理的机能
。

心理机能是在某种生理机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具有新质的机能
。

这

样的看法应该说是在原有经典看法的基础上又前进 了不少的一步
。

潘老对个性和性习问题也有创新的看法
。

他认为人的心理活动有动态和静态两种表现

形态
。

心理活动的动态表现就是常说的心理过程
,

而心理的静态或较稳定的状况就是心理

状态
。

一个人所有的全部心理的静态或稳定的状况就是所说的个性
。

潘老还对我国古代关

于
“

人性
”

的种种看法进行了去伪存真的分析研究
。

他坚持并发展了
“

习与性成
”

的正确

论断
,

破除了
“

生之为性
”

的陈腐观念
,

提 出人的性有
“

生性
”

�即生成的性 � 和
“

习

性
”

�即习得的性� 两种新的看法
。

这样就为心理学的个性和人性理论充实了新的科学内

容
。

潘老对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也有深入的研究
,

并提 出了自己的新见解
。

他对达尔文时

代至现代的有代 表性的生物学家对这一间题的看法作了回顾和分析评述
,

指出他们都从纯

生物学的观点把人看成一种动物是很不妥当的
。

把有机界分成为人界
、

动物界和植物界的

三界说是一个大的进步
,

但也有明显的局限性
。

潘老根据对人的科学理解提 出一种新 的三

界说
,

即把整个世界分成为三个界

—
无生物界

、 ’

胜物界和 人界
。

这是一种突破了以往生

物学观点看 人的旧框框和旧三界说的局限的很有卓见的新思想
,

布良值得生物学界和心理学

界充分重视
。

潘老对我国古代的心理学思想和西方的心理学史也都很有研究
。

他认为传统心理学由

于一直受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严重束缚而存在着人兽不分
、

意识迷糊
、

生心混淆等不少问

题
,

必须在辩证唯物论的基础上加以改造
。

潘老对我国古代 的心理学思想极为重视
。

他一

再指出
,

我国古代心理学思想是一个丰富而很可宝贵的宝藏
,

我国心理学者不能
“

数典忘

视
” ,

必须好好挖掘
、

研究
,

以继承先人的这份珍贵遗产
。

他把我国古代 合乎科学要求的

心理学思想概括为七个主要方面
,

即人贵论
、

天夕
、

论
、

形神七
、

性习论
,

知 行 论
、

情 二

端论
、

对认识问题的唯物论传统等
。

潘老这些 原则性见解和所作的 总 括 性 研 究 对 我 国



心理学史的研究工作起着指导作用
。

在他们倡导和推动下
,

我国心理学史 的研究
,

特别是

对于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的研究已取得可喜的进展
。

�四 �

潘获教授不仅是著名的学者
,

而且也是一位很有影响的社会活动家
。

早年他曾亲身参

加了
“

五四
”

运动
。

并且是 �� 名被捕的爱国青年之一
。

在民主革命中
,

他坚定地站在中国

共产党和人民大众一边
,

积极参加了党组织领导和推动的人 民民主运动
,

是九三学社和中

国科学工作者协会 ��� � �重庆� 的主要创始人和领导者之一
,

为民主革命的胜利作出过重

要的贡献
。

� �  �年重庆谈判期间受到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
。

解放后
,

他以饱满的政治热

情投身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
。

�� �� 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

曾任南

京市和江苏省人民委员会委员
、

省政协副主席
、

中国科协常委
、

第一
、

二
、

三届全国人大

代表
。

现为九三学社 中央副主席
、

全国政协常委
。

潘老现己九秩高龄
,

身体和心理都很健康
,

仍老当益壮
,

废寝忘食地为党工作
。

他在

题为
“

九十吟
”

中的诗 中写道
� “

⋯ ⋯人生贵有益
,

徒寿圣者讥
。

素餐无以报
,

耕者之所

鄙
。

我益果如何� 远未饱我饥
。

求索日餐勤
,

所产苦太低
。

思以勤补拙
,

孜孜不多憩
。

老

骥伏杨中
,

尚志在千里
�

⋯ ⋯
”

他在九三学社为他九十寿辰举行的茶话会上表示
“

要活到老
,

学到老
,

工作到老
” 。

我们衷心祝愿潘老健康长寿
,

以为我国的心理学和四化建设作出新

的更大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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