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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介绍了中国心理学史论研究的一些基本理论，包括心理学史的价值论、方法论、范畴论、专题论
、体系论、文献论、学史论及作者与心理学史研究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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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大家知道，物理学和化学等自然科学，由于其研究对象受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因素的影响较
小，故而物理学和化学等自然科学基本上是没有国界的。同理，由于偏重于自然科学倾向的心理学问
题，如心理的生理机制问题等所受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因素的影响也较小，故而对偏重于自然科学
倾向心理学问题的研究，也具有较大的普同性，即这些心理学研究，多是研究人类心理的共性问题，
因此，当中国心理学研究者在移植外国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时，较少发生“排异”反应。但是，偏重于
社会科学倾向的心理学问题，如人际交往、成就动机、自我等人的高级心理，则往往深受个体所在国
家或地区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因素的影响，故而中国学者在移植外国学者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
时，往往发生“排异”反应。因此，要找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与中国心理科学之间的结合点，只能从
中国古人对偏重于社会科学倾向的心理问题的研究上找，否则就会发生方向性的错误。    而通过前文
分析可知，与西方心理学思想相比，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的主要价值恰恰体现在对偏重于社会科学倾
向的心理问题的研究上。具体地讲，主要体现在对社会心理、教育心理、文艺心理、军事心理和养生
心理等的研究上，因为这些领域受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因素影响较大，并较适合于从心理学的人文
主义视角来进行研究。事实上也确是如此。中国古人在这些领域中提出了一些精辟的见解，即使将这
些见解与现代心理学研究成果相比，也毫不逊色。如中国古人关于人的心理社会化所提出的惭染说和
童心失说，关于人的心理个性化所提出的“阴阳五行”差异说和“习与性成”差异说，①关于知行问
题所提出的生理——心理——自然——社会的整体养生模式等，至今仍具有一定的科学价值。至于中
国古人在偏重于自然科学倾向心理问题的研究上尽管也提出过一些宝贵的看法，但其价值只具有历史
上的意义，无法与现代西方生理心理学和实验心理学的研究成果相媲美。如直至清代末期才由王清任
提出的“脑髓说”，尽管被梁启超誉为“诚中国医界之极大胆的革命论”，①但若与今天西方心理学
对脑的研究成果相比，其价值是非常有限的。正如高觉敷所说：“我国虽有刘智、王清任的关于心理
器官的‘脑髓说’，但其所涉及的内容比不上欧洲十九世纪生理心理学的丰富，而其科学性也远不相
及。”②    这样，就可将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与中国近现代心理科学的结合点定在偏重于社会科学的
心理学领域上，即广义的社会心理学(含管理心理学和司法心理学)、教育心理学、文艺心理学、军事
心理学和养生心理学等上面。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通过整理中国古代学者关于
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并适当加以实证的检验，再借鉴近现代中国学者和外国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
，是一定能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心理学、教育心理学、文艺心理学、军事心理学和养生心理学
等分支心理学体系的；然后又借鉴中国学者和外国学者在偏重于自然科学倾向的心理学领域所取得的
研究成果，是一定能最终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心理学体系的。    可见，在现阶段研究中国古代心理学
思想的第二个现实意义就在于，它能为中国现代心理科学提供强有力的根基。    三、有助于揭示中国
人心理的深层内涵    大家都承认，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有几千年文明历史的古老民族，其心理特质不是
在短时间内所能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而是几千年中国文化的结晶。换句话说，当代中国人的心理与行
为，无不带有深深的民族烙印，是中国几千年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发展的产物。因此，如果仅从当
代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入手来研究中国人的心理，难免会“断章取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这极易造成研究上的偏差。如以往对中国国民性的若干研究，尽管也得出了一些在今天看来仍具有较
强说服力的结论，但也有很多研究停留在非常肤浅和过于具体的层面上，罗列了大量现象，离中国人
心理的本质特征还有一段很大的距离，导致很多研究结论彼此矛盾、缺乏一致性。据沙莲香对71位学
者有关中国民族性的观点所作的一个统计表明，一致性最高的观点也只有24．4％的学者认同，而一致
性最低的观点仅有5．2％的学者认同。①像这类研究，是难以揭示出中国人心理深层内涵的。    而中
国古代心理学思想是在漫长的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历史演变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不仅时间跨度大
，从先秦时期一直到1840年，涵盖了中国人心理特质形成和发展变化的绝大多数时间；更重要的是，
它是植根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土壤的心理学思想，符合中国人的哲学传统和思维习惯，能真
正反映中国人心理发生、发展及变化的规律；并且，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中所蕴藏的许多理论观点，
都是历代对中国传统文化历史了解甚深的大思想家或教育家等人，在深入研究中国人心理与行为的基
础上提出来的，这些理论观点，大都从不同程度、不同侧面反映出中国人心理发展变化的规律，只要
对它们加以提炼，就能将这些理论观点整理出来，这对于我们了解今天中国人的心理规律也是很有启
发意义的。再者，由于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尽管其中有些内容反映了人类文化共
性，但多数内容都是与西方心理学思想有区别的，这些思想最能反映出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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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对中国人心理与行为的影响，而且，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自成体系，有自己的范畴、理论和概念等
，故而通过挖掘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最易发现中西方人心理的差异所在，从而有利于研究者根据中
国国情来修改外国心理学研究者提出的理论或创立新的理论，这样，也就能提高理论观点的科学性。
因此，当代中国心理学研究者在研究中国人的心理时，若能从挖掘与整理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人手，
则是从纵贯的历史观点来研究当代中国人心理的最好手段，并且能综观各个历史阶段内中国人心理的
形成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历史间的具体关系。在此基础上再从事中国人的心理发展规律的研究
，就是使研究成果既有广度，又有深度，从而能揭示出中国人心理发展的规律和线索，并根据这些规
律和线索预测未来中国人心理发展的大致趋势。一句话，就能把中国人心理的深层内涵挖掘出来。    
可见，当代研究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的第三个重要的现实意义是，有助于揭示中国人心理的深层内涵
。    第三节心理学史课程地位探讨    有人提出，为什么文学史或哲学史在其学科中占据重要位置，数
学史或化学史在其学科中所占分量却不大，心理学史则处在不尴不尬的位置呢?    对于这一问题，我们
的看法是，这是由于其学科学性质所决定的。文学或哲学等社会学科或人文学科所探讨的主要是一种
社会思想或人文思想，社会思想或人文思想的变迁并不是按照“进化论”的方式进行的，换句话说，
不能说今天的文学思想或哲学思想等社会科学思想或人文科学思想就一定比古代相应的社会科学思想
或人文科学思想“高明”。昨天的社会科学思想或人文科学思想与今天的社会科学思想或人文思想相
比，它们犹如平地上的一座座山峰，各自都可达到某一个高度，都具有自身的某种特色与价值，可说
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因此，在文学与哲学等“纯”社会学科或人文学科领域，
学术思想的演变(请注意，因“发展”一词含有进化论色彩，故此处不用，而用进化论色彩较少的“演
变”一词)多是一种“累积”的过程，就像地球是由不同的地层所构成的一样，各“地层”在研究“地
球”时都具有相应的价值，不能说越老或越下面的“地层”其价值就越小，而越新或越上面的地层其
价值就越大。不但如此，有时更是恰恰相反，即越老的或越下面的地层其价值反而超过了越新或越上
面地层的价值。这样，社会学科和人文学科的学者一般都较看重继承的问题，重视对过去思想遗产的
挖掘与研究。其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考察某种思想的历史演变过程；或仅仅为了便于从中吸取某种经验
与教训，以免犯一些历史上曾经犯过的错误。更重要的是，想将历史上的某些值得今人借鉴的理论、
思想或观点挖掘整理出来以做到古为今用，因为这份珍贵遗产不但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更具有重要
的现实价值，对于其相应的社会学科或人文学科今天的发展以及今天的现实生活的贡献都是非常巨大
的。故而相应地，其学科史的价值在其学科中所占的分量就会很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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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后记中国心理学史作为一门新创建的学科，一些基本问题都需要不断探索，不断总结，不断提高。摆
在读者前面的这本《中国心理学史论》，正足这种不断探索、总结、提高的一种成果。1986年，潘菽
学部委员(现称院士)和高觉敷教授主动致信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认为新开拓的中国心理学史学科需要
培养新生力量，推荐我招收这方面的研究生。在这种形势的推动下，我于1987年开始招收中国心理学
史方向的硕士研究生。我认为不仅要让研究生学习和掌握中国心理学思想史的知识体系，而且要懂得
研究的意义、原则和方法。于是我开设的第一门课程便是《中国心理学史概论》。共计五章：①中国
心理学史研究的对象、意义和方法论；②中国占代哲学心理学思想的主要理论；③中国古代生理和心
理实验、测验的萌芽；④中国近代心理学思想和现代心理学的建立；⑤中国心理学史研究的历史、现
状与前瞻。回溯起来，它是后来“史论”的雏形。第l章包含了价值论(意义)和方法论，第2章是范畴
论的问题，第5章是学史论，只是还没有纳入专题论、体系论和文献论的内容。虽然正式提出“中国
心理学史论”的体系内容并开讲博士生课程是。1996年，然而酝酿名称和规划课程则是1995年春我被
调入南京师范大学之时的事。这是由于需要在全国首次招收中国心理学史博士生，同时得益于高觉敷
教授主编的《西方心理学史论》书名的启发。现在看来，中、西心理学史论应当是姊妹篇了。《中国
心理学史论》的产生和问世的发展过程，也说明它是教学与科研相互促进的结果。《史论》是学习和
研究心理学史必须掌握的一把钥匙。    我指导培养硕士生和博士生的原则是“三式一化”，即引导式
，研究式，互补式和品格化。简单地说就是导师指引研究生进行创造性的学习与研究，师生教学相长
和学生之间也互补学习，培养研究生既有学问又是品德、人格高尚的人。我在撰著《中国心理学史论
》时吸收博士生参加一些执笔工作就体现了这个精神。全书以我给他们讲授该课的体系框架和主要内
容为基础，但不拘泥于我的讲授，而是多所补充和发挥的创造性执笔。接受汪风炎的建议，增加“价
值论”一章是一个典型事例。全书各章执笔情况是，本人单独执笔的是第1章总论，第3章方法论，第8
章学史论，第9章余论，附录l，附录2。帮助我执笔的人及章节依次是：汪风炎博的第2章价值论，第5
章专题论，第6章体系论；彭彦琴博士的第4尊范畴论；曾红博士的第7章文献论。赵凯博士参加了该书
前期工作的讨论。全书最后由我统稿定稿，大家事先约定以我个人专著问世，我认为它凝聚了我们师
生的智慧和情谊，这里要特别感谢我的这三位学生的辛勤劳动和真诚协助。    为撰写本书所作的研究
工作，得到了江苏省教委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的资助，并被列入南京师范大学“211工程”标志
性成果之一。在此，对江苏省教委和南京师大领导以及关心支持本书的所有同志谨致谢忱。还要特别
感谢安徽教育出版社给予的大力支持与帮助。    杨鑫辉2000年2月3日                                                   于南京师
范大学寓所古今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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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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