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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搞要 左文分为四个时斯记述 公理学在山国的历史发展 西方心理学思想传人中国的开端 世

纪末至 世纪初 少 艺 西 方哲学心理学和科学心理学传入中国 , 世纪末至 乳 世纪初 , 、 中

国心理科学的创建与早期发展 。世纪 。年代初至 年代末 中华少、民共和国建立后的

心理学发展历程 蚝卜 丁, , 理 使读者对我国的心理学发展和近十多年来的状况有一概括的

全貌了解

关键词 西方心理学思想
,

哲学心理学
,

科学心理学
,

中国心理科学

中国历史悠久
,

历代许多思想家曾对心理问题作过不少有见地的论述
。

这些论述丰富

了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
,

使中国成为世界心理学思想最早的策源地之一
。

但在长期封建统治
一‘ ,

缺 乏发展成为一 门独立学科的条件
,

所以中国古代没有
“

心理学
”

这一学科的名称
。

心理

学在中国不是由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直接演化来的
,

而是由西方心理学传入后逐步形成和

发展起来的
。

其历史发展大致 可以分为下列几个时期

西方心理学思想传人中国的开端

这一时期大约为明代末期 世纪末至 世纪初
。

在公元 世纪
,

新航路发现以后
,

西欧殖民国家进行海外扩张的形势下
,

基督教在明代末期又再次传入中国 在唐代和元代曾

传入过两次
。

耶稣会派遣传教士入华进行传教活动带来宗教神学和哲学 以及一些科学 有

的传教士米华后
,

学会中文
,

著译了不少与心理学问题有关的书籍
,

这类书 中都包含了一些

西方古代和 中世纪的心理学思想
,

这也是最早传入中国的西方心理学思想
。

如其中最古老的

一本书是著名传教士利玛窦 , ,

一
,

意大利人
,

年来华 于 年

用 中文撰写的《西国记法 》
,

全书六篇
。

他利用西方记忆术
“

地点法 ”
结合 中国古代

“

六书
”

又象形
、

指示
、

会意
、

形声
、

假借
、

转注 、的识字特点介绍怎样识记 中国文字的方法
,

成 为现今

认识汉字的
“

集中识字法 ”教学的先声
。

他在书中还首次介绍了脑的记忆作用
,

确定记忆在脑

的颅自后枕骨下的部位
,

认为由于脑的硬软和干湿不同而记忆痕迹深浅有所差异 又如 另一

本 书是传教士艾儒略 一, 一 ,

一 飞
,

意大利人
,

年来华 、于 年用

中文著的《性学粗述 》心理学简要
,

该书采用问答体写的心理学常识
,

有 人认 为这本书是
“

西方最初输入之心理学 ” 。

全书八卷
,

内容较全面系统地描述了各种
‘

公理现象
,

包括感觉
、

知

① 术文于 勺 三年 月 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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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
、

表象
、

记忆
、

思维
、

言语
、

情欲
、

意志以及 人的发育生长
、

睡眠
、

梦和死等 对此虽赋予了许

多神学的说教和宗教唯心主义的解释
,

但用了一些初步的生理学知识
,

特别是联系了脑的功

能及其定位来加以说明或描述
。

书 中也介绍了利用相似
,

相反和相近的关系进行联想的具体

识记方法
。

再如有一本研究灵魂 间题的书《灵言盆勺 》 学说 是 由传教士毕方济
、 一 ,

,

意大利人 年来华少口 授
,

徐光启 一
,

明代科学家 笔录
,

于 年刊印
。

全书分为上
,

下两卷
。

书 中论述灵魂功能涉及心理学思

想较多
,

沿用亚里斯多德
,

公元前 组一前 劲的
“

三级灵魂论
”

从植物到动物和

人 和 奥古斯丁
,

一 认为 人的灵魂具有三种官能 记忆
,

理智
,

意志的
·

合理学思想等
。

以上例举三本书的内容是中国最早接触到 的西方心理学 思想
,

也是异邦文 化的一次传

入
,

并开始与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有所联系和结合
。

《西国记法 》可说是西方心理学思想传入

中国的开端
,

并与中国心理学思想初次相交
。

其后的《性学粗述 》和 《灵言鑫勺 》二书也结合

中国实例
,

引用中国古书上的有关论 述说明或解释心理现象
。

在三本书中都肯定了脑的记

忆作用
,

虽叙述得极简单
、

粗劣
,

缺乏科学性
,

但有些具体描述还是有可取之处的
。

这在中国

当时来说
,

也是鲜为 人知的事
。

因为 中国传统的看法认为
“

心
”

是最主要的心理器官
,

而无视

脑的作用
。

由于上述传入的有关西方心理学思想流传并不很广
,

知道的 人也不多
,

在中国心

理学思想史上影响不大
。

西方哲学心理学和科学心理学传人中国

这一时期约在清代末期和 中华民国初期 世纪末至 世纪初
。

在这个时期
,

西方心

理学传入中国有两条渠道
,

一是直接传入
,

一是通过 日本间接传入 由于 中国经历了清代长

期奉行的闭关锁国政策
,

曾与世隔绝
,

西学中断
。

到了 年鸦片战争前后
,

中国被世界列

强宰割
,

开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 外国传教士在中国沿海和 内地的重要城市设立
“

教

会学校
” 。

中国最早到这类学校上学
,

并 由教会送去美国留学的有容 一
,

广东珠

海人
,

曾任清政府驻美公使
,

留美学生监督 和颜永京 一
,

上海 人
,

牧师
。

他们在美

国首次学 习了西方心理学课程
,

容 于 年在美国马萨诸塞省 孟松学校
。 时

,

由布朗女教师 添 教授学习心理学 其次
,

颜永京

于 刁年赴美留学
,

年毕业于俄亥俄州
、

甘比尔镇
、

建阳学院 一 ,

记 ,

学习过心理学课程
。

回国后于 年
,

他在上海圣约翰书院任院长
,

主持院务兼

教 心理学课
,

他边教边译 美国海文著的心理学 《 》
,

汉译

书 名为《心灵学 》
,

于 , 出版上本 下本未付印
,

原著者海文 一 组 ,

牧师
,

曾在

教心理学和 。 。 一 教神学 的著作
,

沿用了康德
,

一 把心理活动分为认识
,

感情和意志三部分进行阐述
。

它和我们现今所说

的心理学大体相当
,

尽管当时在西方
,

心理学还不是独立的学科
,

从 内容上看
,

其中有不少见

解都是可取的
,

显出哲学心理学的进步趋势 但因海文本身是牧师
,

他的思想观点没有脱离

宗教神学的羁绊
。

颜永京翻译海文著的哲学心理学是中国第一本汉译心理学书
。

虽然颜永

京早在 年圣约翰书院时即讲授心理学课程
,

并首先汉译《心灵学 》一书
,

但中国开设心

理学课程可能还较此稍早
。

在 年山东登州文会馆 教会学校 改为学院时
,

分备斋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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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和正斋 六年 两个学部
,

正斋第六年设有心理学课
。

有人认为这可能是在中国教育系统

最先开设的心理学课
。

在颇永京译海文著《 司 孙伽印 》之前
,

日本近代著名哲学家西周 一

于 年也翻译了海义的同一原著《 》
,

成为 日本第一本心理学译书
,

书

名译称《心理学 》
,

这是西周首次使用
“

心理学
”

一词
,

由他所命名 后来
, “ 心理学

”

名称才由日

本传入中国
。

在 年著名学者康有为 一 编《日本书 目志 》时
,

在中国首次出现

汉译
“
心理学 ”的名称

,

一直沿用至今
。

西方的科学心理学 或新心理学 传入中国是从 世纪初
,

清末实行新教育制度开始

的
。

一 年清政府制定学校章程
,

在师范学校中设立心理学课
,

这时出版译著的心理

学书逐渐多起来 由于清末
“

废科举
,

兴学堂 ” ,

改革旧教育
,

仿效 日本的新学制
,

所用教科书

也是译自日本的教科书
,

所以这时主要翻译了 日本的心理学 即 日本编译的西方心理学
,

自

编的心理学也主要参考 日本心理学的内容
,

译著作者也多为留 日学者
。

有的学校还聘请了 日

籍心理学教师
,

如当时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就有 日籍正教习服部宇之吉
,

他是到中国来的第一

位 日本心理学教师
,

现存有他讲述的《心理学讲义 》中文本
,

约在庚子辛丑间 一

年 出版或稍迟在 一 年出版 书中依心理活动的认识
、

感情和意志三部分论述的
,

并为当时西方心理学的最新内容 这一本心理学讲义也是中国最早来 自日本的心理学书
。

因

此
,

可以说 日本对中国接受西方心理学起了桥梁作用
,

或说 日本是西方心理学传入和引进中

国的一条间接渠道 与此同时期
,

西方心理学传入中国的直接渠道中
,

有近代著名学者王国

维 一 于 一 年间曾在师范院校教心理学课
,

并且直接翻译了西方心理

学
,

他从英文重译了丹麦海甫定著的《心理学概论 》 《 ,
。

这是

一本内容充实的著作
,

全书共七篇
,

百余章节
。

先论述了心理学的对象及方法等问题后
,

分述

了知识的心理学
、

感情的心理学和意志的心理学
。

其内容吸收了当时科学的新成果
,

明确提

出“
心理学必须是一门独立的学科

,

而不可成为哲学的一部分
”。

介绍“用实脸法研究在生理

学与心理学之间产生的一种新科学 一 一精神生物学或实验心理学 ” 。

这本译书在 年首

次出版
,

后来又再版十次
,

可见它的影响之大

这时期促进西方科学心理学在中国的发展有重大影响的还有若名教育家蔡元培
一

,

他在 一 年留学德国
,

曾在莱比锡大学 。 目妈 如饰 力学 习三年
,

当

时正是冯特
,

一 在莱比锡创立科学心理学的全盛时期
,

蔡元培曾亲 自

听过冯特讲授心理学和哲学史
。

回国后
,

他担任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
,

年任北京大学

校长
,

年任中央研究院院长
,

他直接推动了心理系和心理研究所的设立
。

积极提倡和发

展心理科学 他主张把心理学的实验法应用于教育学
,

认为
“

从前心理学附人哲学
,

而现在用

实验法应列入理科
” ,

他对应用物理方法
,

生理方法研究心理学极为重视
。

这种思想对后来中
国的心理学发展是有深远影嗬的

年中华民国成立后
,

出版的心理学教材更多了
,

其中陈大齐 韶 一
,

北京大

学心理学
、

哲学教授 于 年出版《心理学大纲 熟 这是中国 自编的最早的大学丛书
,

它比

较全面地反应了冯特时代心理学的主要内容和科学水平 他在北京大学哲学门 系 开设

心理学课程和心理学实验
,

在 年设立了中国第一个心理学实脸室 陈大齐曾简要地向

中国介绍了当时西方心理学各主要研究领域
,

包括普通心理学
、

生理心理学
、

实脸心理学
、

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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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 公理学
、

差异心戮学
、

儿童心理常
、

动勿
,

〔
一

理学
、

民莎心理学和宙到 廿理学等
。

中国心理科学的创建与早期发展

中国
“

五 四 ”运动前后
,

在
“

科学与民王
”

的 口 号下
,

科学文化有了发展
,

心理学也 引起 了

社会上的进 一步注意
,

到欧美留学专门学 习心理学的 人逐渐多起来
。

他们回国后从事心理学

教学和译述
,

介绍西方心理学各学派的理论
,

也有少数心理学者开始进行
, 。理学研究 井建

立心理系和心理学研究机构以及心理学学术组织进行多种形式的学术交流和创办心理学刊

物
。

这个时期田 于受抗 日战争时局变化的影响
,

心理学教学和研究处于动荡不安之中
,

时作

时停
,

使中国心理学发展深受挫折
。

在这种困难的条件下
,

中国第一辈心理学者以热心和毅

力奠定了心理学的发展基础
,

在中国创建了心理科学
。

这个时期划为三个阶段分述

第一阶段为 。世纪 年代

年前后
,

中国的第一辈心理学者唐锥 一
、

陆志韦 一
、

陈鹤琴

、 , 一 和张耀翔 , 一 」 等赴美留学
,

相继 , 国
,

分别在北京大学
,

南京高等师

范
、

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等校教授心理学课
,

当时开设有普通心理
、

实验 心理
、

儿童心理
、

教育

心理
、

教育测验
、

教育统计等课程
,

他们开始介绍西方心理学
,

引进儿童心理测验等
,

使西方

心理学从此广泛地传播开来
。

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科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心理系
,

并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

同在这一年建立了心理学实验室
。

不久
,

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心理系改为东南大学心理系
,

成为当时中国有独立心理系的唯一大学 这时心理系的学生在学科上有两种趋向 一是注重

教育的学科
,

一是注重理科的学科
。

这种趋向至今犹在 刁年大夏大学
,

年北京大学
、

清华大学
,

年中央大学
、

燕京大学
,

年辅仁大学等均先后建立了心理系或教育心理

系
。

年成立了最早的中华心理学会
,

这是现在的中国心理学会的前身 当时由南京高

等师范学校组织的暑期教育讲习会的学员发起
,

征求了心理学教授参加
,

于讲习会结束时在

该校的大礼堂举行了成立大会
。

张耀翔当选为会长 中华心理学会会员最多时有 人
,

其

中大学教授 人
,

中学教职员 人
,

其余为专科及大学学员 该会举办过一些学术演讲等

年 月
,

中华心理学会会刊《心理 》杂志出版
,

这是中国第一种心理学杂志
。

其内容

涉及心理学的各个领域 普通心理
、

买验心理
、

动物心理
、

儿童心理
、

青年心理
、

社会心理
、

变

态心理
、

心理学史
、

应用心理
、

教育心理
、

智力测验
、

教育测验等 共出版 期
,

发表论文

余篇
。

由于时局不宁
、

经费困难等原因于 年停刊
。

至此
,

中华心理学会也没有活动了

年代
,

心理学在中国尚处于开创阶段
,

在《心理 》杂志上很重视国外心理学的动向
,

刊

载西欧
、

日本心理学的发展情况
,

系统介绍西方心理学史及主要学派
,

如冯特
、

詹姆斯
,

一 的心理学思想 弗洛伊德
,

一 的精神分析及华生
,

一 行为主义的文章 年郭任远 一 著《人类的行为 》出

版
,

这是中国最早论述行为主义的著作
。

年 肖孝嵘 一 介绍了格式塔心理学

派
, “

格式塔
”

这一译名
,

从他开始使用 教育心理学方面
,

有学习心理
、

差异心理
、

教

授法
、

天才教育
、

异常儿童教育
、

德育教育
、

赏罚问题等文章 年艾伟 。一 开始

研 究汉字心理 刁廖世承 一 编撰中国第一本《教育心理学 》教科书 儿童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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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
,

包括有儿童不同年龄阶段的心理特点
,

儿童个性
,

外国儿童心理研究等文章
。

年

陈鹤琴著《儿童心理之研究 》
,

这是 中国心理学者最早 以观察实验研究儿童心理的著作
。

在心

理 翔验万面 有介绍各种智 为测验
、

教育测验
、

职业测验的材料并编制测验 多种
,

当时测

验极为盛行
。

廖世承和陈鹤琴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于 年首次开测验课并对学生进行心

理测验
。

这是中国正式采用科学的心理测验的开始
。

年二人合著《智力测验法 》出版
。

北

京高等师范学校还将心理测验作为入学考试科目
。

比奈一西蒙智力量表 已翻译
、

订正和应用

进行千余人的测验
。

年艾伟开始研究中学生国文理解能力
,

编制白话文言两种测验等
。

在社会心理方面
,

有结合中国实际进行的迷信心理
、

善恶心理的调查研究
,

从民众舆论进行

的民意测验等
。

」年陆志韦著《社会心理学新论 》
,

这是中国心理学者首次出版的社会心

理学的论著
。

在变态心理方面
,

有关于梦的研究
、

睡眠和催眠术以及异常心理的介绍文章
。

动

物心理方面
,

有对鸦
、

鸽
、

蚁的观察描述等
。

关于普通心理和实验心理方面
,

有两部分 内容 一

是论述心理学的对象
、

范围
、

方法
、

分类等基本问题的文章 另一是有关感知觉
、

记忆
、

想象
、

注意
、

言语
、

习
、

维
、

情绪
、

动机
、

个性等问题
,

多是模仿或照搬国外的一些试验
,

作偶然的观察
,

很少用系统的精密的科学方法
。

第二阶段为 世纪 年代

这时中国的心理学较前一阶段 已有显著的进步
,

全国已有十几所大学设立了心理系
,

并

且有了中国第一个专门研究心理学 的机构一 一 中央研究院已于 年 月在北京建立了

心理研究所
,

唐袱首任所长
。

建所初期进行动物学 习问题的研究和神经解剖研究
。

年迁

至上海
,

由汪敬熙 一 任所长
,

研究工作主要侧重在神经生理的研究
, ‘ 年又迁

至南京
。

年心理所与清华大学心理系合作进行工业心理研究
,

心理所还 出版了 自己的

刊物
。

王归 年抗 日战争爆发后
,

该所均在迁徙途 中
,

严重影响了研究工作
。

年代
,

先后成三 了心理学的各种学术组织
,

并开展了学术活动
。

。年艾伟等人提倡

组 织测验学会
,

于 年 月 日正式成立 了中国测验学会 年 月创办会刊《测

验 》共 出版九期
。

年
,

有些心理学者
、

教育家
、

医生和社会学者发起组织心理卫生协会
,

并得到知名 人士的赞助
,

于 年 月 日在南京成立了中国心理卫生协会
。

这时期在

北京的各大学的一些心理学者经常聚会
,

由陆志韦提议重新组织中国心理学会
,

得到与会者

的一致赞同
,

会后 征求上 海
、

南京
、

杭州
、

广州的心理学工作者的意见
,

得到热烈 响应
。

于
’

, 年 忆 日 南京举行 中国心理学会成立大会
。

选陆志韦等七 人为理事
、

并办会刊
、

中国心理学报
。

以 匕成立的三个学术团体组织都因抗 日战争爆发
,

使它们的学术活动和

刊物出版被迫停止
。

年代
,

在一些大学还出版 了几种刊物
,

如中央大学心理系 刁一 年出版《心理

半年刊 》
,

这是 由国第二种专门研究心理学的杂志 并出版《心理附刊 》
、

《心理教育实验专篇 》

刁一 , , 少
。

又如上海大夏大学心理学会 一 年出版《心理季刊 》等
。

这时期的心

理学杂志或刊物上
,

刊载了心理学各个领域的研究成果
,

反映 出研 究工作有较大进展
,

已开

始厂
‘

泛地开展基础研究
,

如生理心理
、

心理过程
、

比较心理等
,

并注重应用研究
,

尤其是教育

心理的研究具有一定中国特色 开展 了心理卫生工作和工业心理的研究
。

在生理心理方面
,

有关大脑结构与功能的研究和 内分泌
、

皮电
、

脑电与行为关系等的研究 心理过程方面
,

研究

较多的是视知觉包括汉字知觉和 图形知觉与错觉等
,

还有记忆的研究
,

如记忆限度
、

倒摄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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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问题等实验研究
。

儿童心理方面
,

初生儿的实验研究
,

关于儿童心理发展及其特点
,

包括知

觉
、

想象
、

言语
、

思维
、

兴趣
、

行为等的发展研究
。

比较心理方面
,

有 白鼠学习能力的研究
,

用 鼠

类和婴儿进行辨别图形大小及明度的实验 比较研究
,

鸟类胚胎行为的研究等
。

在心理测验方

面
,

结合当时实际需要
,

第二次修订 比奈 一 一西蒙智力量表
,

修订墨跋量表和古氏画人测验

等
,

编制了各种测验
。

在教育心理方面
,

汉字问题的研究
,

包括汉字字形
、

结构
、

排列方式
,

阅

读与理解
,

音
、

形
、

意的相互作用
,

常用字的筛选等进行了调查实验
。

对英文
、

国文
、

算术等学

科的教学心理
、

学 习心理的研究 对中小学生个性品质与智力及学 习成绩的关系
、

气质与教

育的关系
、

年龄与学 习能力的关系研究等
,

内容比较广泛且具特色 在变态心理方面
,

介绍西

方有关心理失常
、

心理治疗
、

梦及弗洛伊德学说等
,

也开展一些心理咨询工作
。

年 肖孝

嵘著《变态心理学 》出版
,

这是中国较早的一本大学用的变态心理学书 对心理卫生开始重

视
,

侧重在教育上的应用
,

提倡学校和家庭必须应用心理卫生培养健全的人格
,

开展问题儿

童诊察所
,

大学开设心理卫生课
,

年首次出版章颐年著《心理卫生概论 》大学用书
。

工业

心理学方面
,

介绍西方工业心理学的译文最多
,

以及苏联的实业心理学研究情况 年陈

立等 人在机械厂和纺纱厂进行工 人培训和改 良工作环境的调查研究 并著中国最早的工业

心理学专著《工业心理学概况 》
。

第三阶段为 世纪 相 年代

中国抗 日战争期间
,

北京大学
、

清华大学等由北京迁至云南昆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设有

哲学心理学系
。

中央大学和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由南京迁至四川重庆
。

因战争迁徙
,

部分

书籍及实验仪器遭炮火损失
,

严重影响心理学研究工作的开展 这时期心理研究所集中研究

胚胎行为的发展问题和动物脑髓切片比较研究
。

年汪敬熙出版《行为之生理分析 》研究

专著
。

中央大学于 一 年出版《 教育心理研究 》杂志
,

共出版十期
。

内容主要阐述教

育心理实验研究结果及教学问题和方法的讨论
,

间有教育学
、

生理学
、

神经学
、

统计学等方面

的论著
,

这是 年代唯一的心理学刊物 钓一 年在重庆还建立了一个中国心理
、

生理研究所
,

郭任远任所长
。

研究工作主要在美国进行
,

从事胚胎生理
、

视觉生理的研究等
,

国内研究语言与大脑的关系等
。

年在重庆还成立中国心理建设学会
,

并出版会刊《心理

建设 》杂志
,

共出版五期
。

年 月抗 日战争胜利
,

次年一些大学及心理所相继复原
,

恢复

了心理系和开展了一些研究工作
。

年代
,

抗 日战争期间 心理学界的中心主要在昆明和重庆两地
,

开展的心理学工作继

续了抗战以前所进行的研究
,

重视并强调心理学在各方面的应用
,

突出表现在 积极开展

教育心理学研究
,

如艾伟在 年主办学 习实验班
,

研究观察中学 阶段各学科学 习的进

展
,

进行新问题
、

新方法的教学尝试
。

他从事的汉字问题研究一直坚持 多年于 年撰

写成书出版 大力开展社会心理学的研究
,

重视
“

心理建设 ”和人事管理心理的研究
,

进行

中华民族心理研究和 比较 民族心理的研究
,

以发现中国人民的各种心理优点和特性
,

用于振

作民族精神
,

培养 民族气节
。

广泛编制和应用心理测验
,

在学科心理和学 习心理的研究

中对中小学各科编制测验 人事管理心理研究方面编制警政人员选拔训练的心理测验等

心理学在中国
,

自 年代初至 切 年代末
,

虽然由于当时中国的政抬经济问题和 日本帝

国主义侵略战争而受到影响
,

但 已具有一定的发展
,

奠定了自己的根基
。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