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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鑫辉 

 

    在各方面的支持帮助下，经过龚浩然教授等的积极努力，全国维果茨基研究会正式成立了，这是我国心理学

界值得高兴和庆幸的事情。出席会议的不仅有老一辈心理学专家教授和年轻的心理学工作者，而且还有各有关部

门领导参加，这说明大家都很重视。我谨代表中国心理学会理论心理学与心理学史专业委员会和南京师范大学心

理学史研究中心，对全国维果茨基研究会的成立表示满腔热情的祝贺，殷切地希望并相信它在推动苏俄心理学的

研究中能发挥应有的重要作用。 

    今天我发言的中心思想是：应当重视和加强对苏俄心理学的研究与学习。我之所以称为苏俄心理学，是将它

包括原苏联的心理学和现在俄罗斯的心理学，甚至可以联系到原来俄国的心理学。当然这与高觉敷教授1929年写

的《苏俄的心理学》一文的范围有些不同了。 

    

    一、关于当前心理学界忽视苏俄心理学的反思 

    众所周知，中国心理学在向外国心理学学习的问题上是有其经验教训的。尽管中国古代具有丰富而宝贵的心

理学思想，由于种种原因并未直接发展形成为一门心理科学。中国现代心理学是20世纪初接受西方心理学以后才

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说明向外国心理学学习对中国心理学的发展有过重要作用。40年代以前，中国心理学

出现了向西方心理学一边倒的照搬西方心理学的倾向，不考虑指导思想是否正确和我国的国情。但是也有少数学

者介绍了苏俄心理学的理论思想，如：潘菽译文介绍《苏维埃联邦心理学》(1929)，高觉敷撰文《苏俄的心理

学》(1929)，郭一岑编译出版《苏俄新兴心理学》(1934)，陈汉标撰文《苏俄的心理学研究》(1936)等。然而

毕竟西方心理学理论流派的传播占了主导地位。解放以后的50、60年代，随着政治上的一边倒，完全向苏联心理

学学习，而排斥西方心理学，被翻译出版的西方心理学书籍极少，只有兰德编的《西方心理学家文选》(1959)，

吴伟士的《西方现代心理学派别》等寥寥几本，课堂上更不能讲授西方心理学的内容。文革期间，心理学受到严

重破坏、摧残甚至被取消，无论是苏联心理学还是西方心理学便都谈不上研究与学习了。文革以后至今的20年

来，心理学得到恢复和蓬勃发展，但又出现了只研究和学习西方心理学而忽视苏俄心理学的倾向，课程内容和人

才培养方面没有充分重视，研究队伍越来越老而少，而研究成果也就寥寥。只有少数老专家仍在坚持苏俄心理学

的研究工作，最近五年内，龚浩然教授主译出版了《人学——未来世纪的热点》(安娜耶夫著)，发表了多篇研究

维果茨基的论文，赵璧如研究员主译出版了《心理学辞典》(彼得罗夫斯基、雅罗舍夫斯基主编)等。 

    我国心理学的发展必须植根在自己文化的土壤之上，博采众长，向外国学习也应是全面的科学的吸取。必须

吸取近一个世纪来我国心理学发展的经验教训，应当立足本国去学习外国，学习外国也不能有片面性。从研究心

理学的指导思想和当前学习外国心理学的片面性看，更需要重视和加强苏俄心理学的研究与学习。潘菽教授早在1

984年就明确指出：“在国外，在贯彻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心理学方面，我们可以作为借鉴的地方主要是苏联。

苏联在十月革命后不久就明确提出要建立辩证唯物论的心理学，要以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为心理学的思想指导。半

个多世纪以来，苏联心理学者在这方面显然也走了一些弯路，并非一帆风顺。到现在他们是否已完全实现了最初



的愿望，也很难说。但他们的经验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他们的教训也很值得我们吸取。” [1]这段话对于当前

心理学界忽视苏俄心理学的问题进行反思是很有帮助的。本人1983年在《中国近现代心理学概况》一文中也写

道：“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国心理学又获得了新生，发展非常迅速……然而也曾出现过一味引进介绍西方心

理学，而忽视苏联心理学的倾向，但较快引起了心理学界有识之士的注意。”[2]指的以潘菽先生为代表的一些心

理学者。总之，我认为在学习外国心理学的问题上，应当博采众长，克服摇摆现象。“这种摇摆就在于没有坚定

地坚持立足于本国的思想，也就在于不是辩证地看问题，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好就一切都好，坏就一切

都坏。缺乏对具体问题的具体分析。从总的方面说来，苏联心理学的理论体系强些，西方心理学的方法技术先进

些，它们都有值得我们学习研究的东西。”[3]就当前只重西方心理学的倾向来说，更应当亟待加强苏俄心理学的

研究与学习。 

 

    二、关子加强维果茨基心理学理论的研究 

    我们认为加强对苏俄心理学的研究，首先应加强对维果茨基心理学理论的研究。尽管维果茨基(1896—1934)

只活了38岁，但他却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给后世留下200多万字的著作，是苏联社会文化历史学派的创始人。雅罗

舍夫斯基在其所著《心理学史》中指出：“30年代末到40年代初，苏联心理学家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心理科学理

论基础的著作仍在继续撰写，研究工作广泛开展。某些辩证观点的形成对于建立苏联心理学的理论基础起了重大

作用，这些观点对以后苏联心理学历史影响很大。这里首先是高级心理机能的起源、结构和发展(维果茨基)，这

个理论为研究人的心理的历史观点奠定了基础。”[4]知道，维果茨基关于意识是人类文化历史的产物舶文化历史

理论，列昂节夫将“活动”引进心理学使大脑的机能同外界的活动发生联系的活动理论，鲁利亚关于心理活动是

脑的机能的神经心理学，对苏联心理学的理论建设发生了重大影响，形成了心理学的社会文化历史学派，或称维

一列一鲁学派。我对强调研究维果茨基的认识是：(1)他的方法论基础与我们坚持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是一

致的。(2)他既重视心理学的理论建设又重视实践的思想，对我国心理学的发展有重要启示作用。(3)对他的心理

学理论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抓住研究苏俄心理学的关键，他既吸取和发展了苏联前期的马克思主义心理学，又对

后来的苏俄心理学有着重大影响。 

   国际上逐步出现的维果茨基研究热，也是引起我们有兴趣研究维果茨基的外部原因。美国学者S·托尔明在197

8年9月《纽约评论》上发表《心理学中的莫扎特》赞誉维果茨基。美国著名教育心理学家布鲁纳在《认知心理

学》一书中说：“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中从事认识过程及其发展研究的每一位心理学家，都应承认维果茨基的著

作对自己的影响。”[5]几年，俄罗斯陆续整理出版了维果茨基的六卷《心理学文集》，还被译成了英、法、德、

意、日、西班牙等多国文字。有关维果茨基的国际学术会议的规模和影响都很大。1992年举行了“维果茨基的文

化——历史理论：过去、现和将来”的国际学术会议，除独联体各国外，有20多个国家的200多位代表参加，199

6年纪念维果茨基诞辰100周年的国际学术会议更达到500多人出席，有的代表称“维果茨基的科学观点从本质上

更新了心理学。”中国心理学界应当正视这种情况。[6] 

    我们应当研究和学习维果茨基心理学理论的哪些方面呢?这是一个很广泛的题目，只有系统研究和学习之后才

能作出较全面的回答。我认为至少有三个方面的思想和精神值得我们研究和学习，这就是：(1)将研究心理学的方

向性与科学性结合起来。马克思指出：“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

意识。”[7]茨基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认为意识是人类文化历史的产物，并用“中介”和“内化”思想进

行具体的阐述。后来他的学生列昂节夫提出活动理论和鲁利亚创立神经心理学，更进一步作了科学的解释。他们

把心理学研究的方向性与科学性结合起来了，统一起来了。(2)心理学走向生活，加强应用的思想。维果茨基在

《心理学危机的历史内涵》著作中指出，古典心理学最深刻的危机在于它脱离实践，主张心理学走向生活，通过

实践来克服危机，并曾把心理技术学作为摆脱危机的重要出路。这对我国也是切中时弊和值得借鉴的。我们认为

应用与普及是心理学发展的生命力，十年前我曾提出重建现代心理技术学新体系的构想，其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3)勤奋不息，探求科学真理。前面我们已经提到，维果茨基在38年的短暂生命中，出版了186种计200万字的著

作，这是何等勤奋不息的精神。他在学术争论中探求科学真理的品质更是值得学习的。维果茨基对他的同龄人皮



亚杰关于儿童的语言与思维问题的论争，对巴甫洛夫关于高级神经活动生理学与心理学的结合持怀疑态度，而提

出高级心理机能的系统动力定位的思想，都表现了这种精神。 

    

    三、关于加强苏俄心理学研究的建议 

    做任何事情，不能只是坐而论道，更要起而行之。为了加强苏俄心理学研究，克服忽视苏俄心理学的倾向，

必须采取一些切实可行的措施。这个问题需要广大心理学工作者群策群力，个人提出一些建议以便抛砖引玉。 

    首先，应当在心理学界对加强研究苏俄心理学的问题取得共识，让广大心理学工作者认识其重要意义，而不

只是专门研究苏俄心理学的部分心理学工作者的事情。为此要组织发表一批文章促进这种共识，进一步引起有关

领导部门的重视。 

    其次，要动员和组织一批心理学工作者开展对苏俄心理学的扎实研究工作，出一批研究成果以影响整个心理

学界。为此，建议与出版社联系，组织人力翻译出版维果茨基的六卷《心理学文集》，以提供研究的基础。还应

与教育学等学科开展多学科的联合研究。 

    再次，全国维果茨基研究会，应在学术交流中发挥重要作用。建议每年或隔年召开一次学术研讨会，或结合

相关学会联合举办。在近两年内与有关单位联合主办一次小型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跟国外心理学家加强联系与交

流，并扩大其影响。 

    最后，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以维果茨基的研究促进整个苏俄心理学的研究，并成为全国心理学研究中的一

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为此，应向教育领导部门建议，心理学教材内容应当贯彻全面性，苏俄心理学的内容应

适当加强。在研究队伍上面临严重的断层危机，应培养研究苏俄心理学的博士、硕士研究生，使之后继有人。 

 

 

 

 

 

 

 

 

 

 

 

 

 

 

 

*  原载(心理学探新论丛)第2 辑 (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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