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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的体系和理论 下冊》

内容概要

《心理学的体系和理论》是一部带有史书性质的专著，但就理论问题的讨论来说，在浓度上超过一般
心理学史。本书围绕心理过程的传统题目或分支领域对于各学派体系和各种理论模式进行了比较研究
和评价。全书分上、下两册，共十八章。
该书是一本极富特点的著作。著作出版之后成为美国心理学专业的大学生和研究生学习的标准参考书
之一。它的特点概括起来至少有以下两点：
第一、纵向研究和横向比较交织在一起。“围绕心理过程的传统题目或分支领域对于各学派体系和各
种理论模式进行比较研究和评价”是该书的一个重要特色。在写作风格上，此著作包括两个不同的部
分：一是以第2、第3两章组成的纵向研究，第2、3章从科学心理学的起源开始，依时间的先后介绍心
理学的发展脉胳，科学心理学的发展过程一目了然；二是以其他章节组成的横向比较。为避免编年史
式的笼统论述难于深入探讨的缺点，该书以主要笔墨用于对感觉、知觉、学习、思维、语言、动机、
情绪、情感、个性等问题做各派系、各种理论模式间的横向比较。在对各心理过程和分支领域进行横
向比较时，基本上又是按照各种理论体系、各种小型体系和学派在心理学中出现的时间先后安排的。
纵向研究和横向比较通贯全书，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它的优点对于初学者和专门的心理学研究者都是
明显的。在心理学中，一个与其他自然学显著不同的地方是：心理学的一种理论与另一种理论之间的
关系不像其他自然科学一样是一种替代的关系，而是一种叠加的关系。一种新理论的出现与已经出现
的理论是并行存在的。结果，对于同样一种现象或事实，往往存在不同的理论解释和描述。随时间的
推移，不但是初学者，即便是心理学的专业研究者对有关的心理学问题，在大量的资料面前往往也容
易失去线索和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对心理学的主要问题，进行不同时间、不同学派、不同理论间的
横向和纵向的比较和研究，就向学习和研究者提供了心理学问题的清晰脉胳。
第二、重视对心理学发展的当前趋势的分析研究。林方先生在该书第4版的译后记中出：“《心理学
的体系和理论》是一部带有史书性质的专著。”意即是说该书像史又不像史。像史书在于该著作对心
理学的有关主题和分支领域的横向比较和纵向研究带有较浓的史书性质。不像一般史书之处则在于它
非常重视心理学发展的当前趋势分析。该书对心理学中的每一个主题的探讨都包括新近的研究；每次
新版都反映心理学对这些主题的研究的新成果。如第4版除保留原书各版的主旨和基本内容外，特别
增加了70年代心理学的新浪潮——人本主义心理学、存在心理学、认知心理学等方面的材料。
第1章重点讨论五个问题：(一)理论和体系的意义。作者认为心理学是一种事实与理论的混合物。心理
学要发展，既要依赖理论的发展也要依赖事实资料的积累，事实的收集和系统的理论解释是一种互补
的过程。任何轻视理论或事实基础的倾向都是错误的。心理学理论的发展既可以是一个承前启后、继
承发展的演化过程，也可以通过革命来实现。(二)科学方法的重要性。心理科学的研究应从它的方法
开始，科学的本质就在于它的方法。科学心理学的发展、研究成果的价值取决于取得某种发现或概念
所采取的程序的有效性、科学性；而区分科学方法与其他方法的基本特征是科学方法的客观性、可重
复性。(三)心理学的性质。心理学具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者的特点，是物理学、生理学和精神哲
学形成的三结合，是自然科学和认识论的结合。(四)心理学的特点。作者从几种不同的视角分析了心
理学几种主要理论的特点。1．作为自然科学的心理学具有自然一元论、机械论、操作主义和决定论
四个特点。2．作为社会科学的心理学的特点是通常不一定认为心理学必须建立在生理学的基础之上
，并不太重视个人的早期发展对行为的影响，而更多地强调因果关系的即时性、个性和团体动力学
。3．法则研究心理学的特点是运用大量的受试和复杂的统计得到推论并据此企图建立制约心理过程
和行为过程的一般法则和原理，忽视个体的心理差异。4．个体研究心理学的特点是强调研究理解某
一特定的人和事，研究更多地以个人为中心，强调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不可能有普遍适用的法则。
但是法则研究和个体研究也不是绝对不相容的，两者经常互补。5．行为主义心理学认为心理学的研
究对象是行为，只能用客观的实验方法进行“分子水平”上的研究。6．现象学心理学强调根据“现
象”对心理事件和直接经验在整体的“克分子”水平上进行研究。7．人本主义心理学作为一种思想
体系，强调的是人的利益、价值、尊严、自由、人的成长潜能和自我实现。它反对机械论、决定论、
一元论和还原论心理学，反对在心理学研究中把人等同于动物。该章最后对心理学的实验方法以及科
学和伪科学作了一个概要的介绍和区分。
第2章着重讨论实验心理学诞生之前心理学的发展过程。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其诞生主要是受三个
方面的影响。

Page 2



《心理学的体系和理论 下冊》

(一) 经验论。发轫于古希腊的经验论哲学思想。以亚里斯多德为杰出代表的经验论，认为复杂的东西
都可以还原为基本原素；知识来自感觉，是感觉的复制；构成事物的基本原素通过联想组成复杂知识
。18、19世纪经验论经霍布斯、洛克、贝克莱、休谟、米尔的发展，感觉和联想等成为近代实验心理
学的一个主要题目。
(二)唯理论。以柏拉图为代表的理性主义则针锋相对地认为理性才是获得知识唯一正确的道路，真实
的知识只有经过反省、沉思和演绎才能被发现。理性主义是当代心理学中实验方法的一种辅助，又是
主观学派诸如存在主义心理学的一种主要方法。
(三)19世纪生理学。19世纪早期生理学家诸如米勒、伯尔纳、哈尔、弗洛伦斯、布罗卡的工作使心理
学家注意行为的神经基础，并使脑功能定位成为当代心理学的一个突出议题。
第3章对使心理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做出独特贡献的4位科学家的工作做了精辟的分析：韦伯把生理学
的实验方法推广运用于心理学之中，割断了心理学同心灵学的联系，通过对最小可觉差的研究，激起
了人们对感觉过程的兴趣，间接促进了心理物理法的发展。费希纳提出韦伯定律并在心理学中确立心
理物理法，从而引导人们对感知觉过程进行大规模的研究并始创平均误差法、极限法、常定刺激法、
对偶比较法。赫尔姆霍茨则推动了在心理学中使用实验方法，对心理学的初创起了推动作用。冯特建
立了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使心理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促进了心理学学派的发展。之后，作者对
大约从1900年到1930年间发展起来并对近代心理学的演化与发展起核心作用的构造主义、机能主义、
行为主义、完形主义和心理分析五个心理学学派做了详尽的审查、分析。接着，对30年代末之后学派
的瓦解，小型体系、理论和模式的兴起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讨论。指出小型体系、理论和模式在当代心
理学中占有中心地位。最后，对50年代之后体系心理学对感觉、知觉、发展心理学、学习、思维、动
机、情感与情绪、行为的生理理论、智力理论和定量理论、个性、社会心理学的新近发展趋向，结合
它们的历史演变做了阐述。
第4章结合分析实验心理学诞生后50年内各主要心理学派对感觉问题的研究和贡献，系统探讨了感觉心
理学研究的当代趋向。作者回顾了感觉研究的历程，指出感觉心理学有厚重的历史深度。就描述性体
系而言，感觉研究在构造主义中达到鼎盛。作者分析了感觉研究在其他学派中速度减慢和出现停顿的
原因。最后，对伴随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微电子技术的发展，感觉研究出现的快速发展和当代趋
势作了详尽的介绍。在这方面重点介绍了微光视觉研究、色视觉研究、听觉理论的最近发展。结合这
种介绍，对感觉研究的方法论和理论问题作了进一步说明。
第5章首先介绍科学心理学诞生前知觉问题的研究情况。知觉心理学起源于苏格兰哲学家托马斯·里
德的研究。里德最早对感觉和知觉做出区分，并对知觉问题的研究确定了先天论和经验论的两条主要
路线。霍布斯、贝克莱、洛采、赫尔姆霍茨、冯特沿着经验论的路线对知觉做了不同的论述，他们都
宣称应通过经验说明知觉。康德、米勒、黑林、斯顿夫则沿着先天论的路线对知觉机理进行解释。然
后，对科学心理学诞生后的前50年里各学派对知觉问题的研究做了具体分析：多数学派都承认先天因
素和后天因素对知觉的影响，以铁钦纳为代表的构造主义提出知觉的核心——前后关系理论；以卡尔
为代表的机能主义认为知觉是心理活动的一种形式，在一定程度上是由过去的学习决定的；行为主义
在知觉研究方面所做甚少；完形心理学创造性地重建了整个知觉心理学体系；精神分析忽视知觉，新
精神分析则强调自我知觉、人际知觉概念；随着学派的发展，知觉研究的领域在不断扩展。
第6章主要对50年代以后有关知觉问题的最新趋向进行讨论。首先，着重介绍了与机能主义密切有关的
几项新近的知觉理论：艾姆斯等的相互作用机能主义、吉布森的作为知觉系统的感觉理论、赫尔森的
适应水平理论。相互作用机能主义强调知觉中学习和经验及知觉过程中刺激与观察的重要性。作为知
觉系统的感觉理论认为感觉是一种知觉系统，一种不需利用联想或其他中间变量就能从原始资料中选
取造成知觉印象的系统，知觉是刺激的一个函数。适应水平理论认为一切行为都以有机体适应水平为
中心，现在的判断和知觉受背景和有关因素的影响。然后介绍了40、50年代对需要、心向、情绪状态
、态度、价值观念、个性特征等中间变量与知觉关系的研究成果。最后重点介绍50年代后半期和整
个60年代出现的知觉的信息加工理论，通过对领会广度、短时视觉贮存、掩蔽作用、扫描与搜索、编
码与贮存、知觉信息加工的泛化模式等研究的介绍，阐述信息加工理论的方法特色、实验设计和理论
解释。
第7章先用简短的语言回顾了发展心理学形成的经过。儿童心理学可追溯到古希腊的柏拉图，从那时
一直到19世纪70年代对儿童心理学的研究都局限于哲学思辩，之后才出现儿童心理学的观察和实验研
究。这个阶段儿童心理学的研究重点在儿童的心理差别。20世纪50年代后，研究者的兴趣开始转向行

Pag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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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过程发展和成长的研究。接着，通过介绍卡尔迈克游泳行为的成熟研究、科格希尔的运动行为中的
神经机制研究、人类发展中学习与成熟的作用、特殊训练的影响等几项开拓性研究，试图解决发展心
理学中遗传和环境相互作用的重大问题。作者认为一切行为都是成熟和学习两种过程的联合，有些基
本运动技能相对不依赖于学习，但即使是主要依赖成熟的行为在发展的关键期也必须给予练习。最后
，介绍构造主义、机能主义、行为主义、完形心理学、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各传统学派对发展心理学的
研究，以及包括埃里克森的发展理论、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柯尔伯格儿
童道德的发展研究在内的有关儿童发展的新近和当代理论。作者指出这些研究基本上同意儿童的认知
与感觉运动能力的发展虽然在出现的确切时间上有个别差异，但这种发展是具有阶段性的。
第8、9、10章对学习问题从在经典哲学中的起源直到它在本世纪的发展近况进行评介。
第8章通过具体介绍艾宾浩斯对记忆的实验研究、桑代克的学习实验研究、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研究
，概要地说明了学习问题如何从哲学联想主义演化为实验联想主义，最后成为现代实验学习心理学的
过程。联想主义为学习这类高级心理过程的实验研究准备了舞台，而艾宾浩斯等的实验研究则把对学
习的思辩转变为科学的实验。之后，作者继续探讨构造主义、机能主义、行为主义和完形主义各学派
对学习的看法和研究，指出完形主义对当代学习心理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第9章主要介绍学习的小型体系。受艾宾浩斯、桑代克、巴甫洛夫研究的影响，从30、40年代开始一直
到50年代，形成了众多的关于学习的小型理论体系。这些小型体系的共同特点是：倾心于行为主义观
点；相信通过动物研究能够发现理解人学习的原理；坚持学习是行为的关键过程。作者依据行为主义
、完形论等理论体系，围绕学习的强化、练习、泛化、迁移、消退和遗忘等主要原理和定律对格斯里
的邻近条件作用理论、赫尔的假设演绎理论、斯彭斯的S—R强化理论、米勒的强化论、托尔曼的认知
理论、斯金纳的强化理论等做了重点的介绍、审查和探讨，并就上述问题进行了不同体系、观点之间
的交叉比较研究。
第10章先集中对直到本世纪50年代末由艾宾浩斯激发的长时记忆研究进行介绍。在这个阶段里，研究
者集中精力对与行为习得以及保持和遗记有关的变量进行实验的调查研究。书中选择了三个方面进行
探讨：(一)影响行为习得的主要因素的实验研究。这些变量包括材料的意义性、练习的分配、整体学
习与部分学习的关系、动机。(二)训练迁移及其理论解释。(三)影响保持和遗记的主要因素的实验研
究。具体包括不同的测量方法、原初的学习条件、学习材料类型、前摄抑制、倒摄抑制病理条件和其
他条件的实验研究和理论。然后着重概述50年代后发展起来的短时记忆研究和理论的新近进展，介绍
了研究者对组块问题和信息加工理论的兴趣。
第11章依照该著作的一贯风格首先对思维的类型以及思维研究的思想渊源和线索进行探讨。接着，重
点分析构造主义、机能主义、行为主义、完形心理学对思维过程的看法和研究。然后，对抽象作用和
表象因素的研究、概念形成研究、创造性思维研究等思维心理学中的当代趋向做出概述。在对语言行
为的研究做概述时，作者从经验论、先天论两条路线对语言行为的研究进行阐述。经验论方面，介绍
了经典条件作用、操作条件作用对语言发展的看法。行为主义认为思维和语言行为在机能上是相等的
，语言研究的根本问题是探求语言的行为后果。先天论方面，着重介绍了莱内贝克、乔姆斯基等人对
语言发展的研究。他们采用高度认知的方法，着重概念过程，强调规则的运用和思维基质的循序发展
。最后，对语言的性质、与动物交往、语言的亚文化判别、思维与内部言语之间的关系等当前研究和
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做了分析。
第12章分析了动机问题是心理学中最重要但又是发展最不完善的领域的主要原因，并对动机研究做简
短的历史介绍。接着，对弗洛伊德的里比多论、阿德勒的个性心理学、荣格的分析心理学、后弗洛伊
德心理学、勒温的场论对动机的研究与论述做出详细评述。最后，对包括习性学对动物驱力的研究、
马斯洛的动机层次理论、麦克莱兰德的成就动机理论、哈洛的内驱力研究在内的动机理论的当代趋向
做出了概要说明。
第13章重点对以铁钦纳和冯特为代表的构造主义、以卡尔和郎格为代表的机能主义、以华生为代表的
行为主义、坎农——巴德的情绪理论、心理分析、后心理分析、人本主义心理学理论对情绪情感的研
究与论述做分析概括。构造主义以前主要把情感作为有意识的现象进行研究，强调情绪状态的意识面
和内省面。机能主义开始注重情绪的行为表现和有关联的内脏变化。从坎农和巴德开始，着重研究情
绪的大脑和中枢机制oJb理分析则在快乐原理的理论格局内，通过焦虑对情绪进行研究。作者对情绪的
皮下中枢机制、情绪与认知和情境的关系、哈洛的猴子感情反应研究等情绪理论的当代发展做了概括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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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里，作者指出，19世纪后半叶的早期心理学出自生理学。当代心理学相当一部分与神经生理学
紧密相联。伴随电子技术的发展，70年代后神经生理学取得飞速发展，进一步增进了生理学与心理学
的联系。作者从特定机能假说开始，重点研究70年代生理心理学中最大而又最主要的问题——学习领
域中皮层定位理论的发展。作者对颅相学、霍尔与弗洛伦斯的切除法、布罗卡的临床法、弗里奇等的
电刺激法几种早期的机能皮质理论做了介绍，并对动物迷津学习、分辨学习、问题解决等机能获得的
大脑皮层定位研究进行概述，根据潘菲尔德对裂脑人的研究介绍人类意识活动的皮层定位研究的进展
。然后，对记忆的生理基础，包括反响回路研究、突触传递、DNA与RNA、经验丰富与大脑皮层结构
改变等研究进行介绍讨论。作者认为这些研究为调查学习和经验的深化与神经结构提供了重要的方法
。最后，对包括睡眠、唤醒、注意、饥饿、渴、情绪、需要、奖惩等动力过程的皮层定位研究进行概
述，指出网状系统、边缘系统研究的突破为理解、解释动力过程提供了重要基础。
第15章重点研究智力及其测量问题。智力及其测量是差别心理学的主要研究领域之一。本章先从个别
差异调查的定量方法的起源和发展开始论述，介绍奎特勒、高尔顿、皮尔逊、卡特尔的研究和贡献。
接着，对智力测验运动的兴起和斯皮尔曼的双因素论、瑟斯顿的群因素论、卡特尔的智力理论、吉尔
福特的智力理论做出述评。之后，对智力测验中争论的主要问题诸如IQ的变动性、两性智力差异、智
力的城乡差异、职业团体种族差异作了分析讨论。在本章最后部分，对以埃斯蒂斯为代表的学习的定
量理论与模型及思维的信息加工模型做了探讨。
第16章个性。个性是差异心理学的另一重要研究领域。由于研究者的研究兴趣、理论形成的背景体系
、采用的研究方法的不同，形成了众多不同的个性理论。本章选择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论、卡特尔
的因素论、奥尔波特的个体论、默里的人格主义理论、罗杰斯的自我论、华生和赫尔的行为主义理论
等有代表性又有重大分歧的几大倾向性理论进行分析讨论。作者分析了个性理论多样性的原因，指出
方法论的不同是造成个性理论在相当一部分问题上出现表面分歧的原因，尽管研究者在一些问题上有
分歧，但对个性的特征在于其目的性、行为的连续性和一致性方面意见相当一致，研究者对个性研究
的分歧主要表现在对无意识对行为的作用、学习的作用、动机的时代特征、符号构造物的运用四个方
面。
第17章社会心理学的体系和理论。作者把社会心理学定义为研究个人行为如何受他人影响的一个心理
学分支，认为社会心理学的突出特征是强调对社会中的个人进行心理分析。本章着重对社会心理学的
理论进行讨论、研究。通过对社会哲学的简短讨论，分析了现代社会心理学的哲学根源。然后，对作
为社会心理学开端的社会经验论进行阐述。作者认为这阶段的社会心理学理论基本上是属于描述性的
，是当代社会心理学发展的一个中间阶段，具体对塔德和杜克海姆的早期法国社会学、勒邦的群众心
理学、弗洛伊德的里比多理论、麦克杜格尔(麦独孤)的本能论进行了分析。接着，对把实验手段带人
社会心理学的社会分析学进行评介。具体研究了奥尔波特的社会促进说、谢里夫的社会常模研究、瑟
斯顿的态度测量、勒温的团体动力学。最后对遵从行为与社会影响、认知不和谐、态度改变、归因论
等社会心理学的当代趋势做了概述。在结论部分对社会心理学研究应注意的两个问题：期待与伦理进
行了讨论。
第18章是全书最短的一章。作为全书的结束语，作者对心理学的诞生、学派的兴起与纷争、小型体系
的出现、小型体系又让位于更有限的理论与模式这一发展线索做了简短回顾，重点分析和讨论了诸如
心理学的定义、方法、心身关系、遗传与环境、分析与综合、主观性与客观性等心理学中长期争论的
问题。作者指出期待有哪一种观点或理论能包容人类行为的全部丰富性与复杂性的想法未免太简单太
天真，并以如下的话结束全书：“心理学的遥远未来是什么样子谁也难说。就近期而论，似乎这一领
域的研究将继续是极其多种多样的，重点经常转移，定义性的观点、方法和理论非常繁复。因此，我
们只能总结说，心理学在保留这些特性时将反映出入的本性”。
目录：
第1章：心理学中科学方法的演化
第2章：科学心理学的起源：实验前的时期
第3章：实验心理学的第一个世纪
第4章：体系心理学中的感觉
第5章：知觉：经典继承
第6章：知觉：新近趋向
第7章：发展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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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学习(一)：经典继承
第9章：学习(二)：小型体系
第10章：学习(三)：言语学习理论选题
第ll章：思维和语言
第12章：动机
第13章：情感与情绪
第14章：行为的生理理论
第15章：定量心理学
第16章：个性
第17章：社会心理学的体系和理论
第18章：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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