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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今年是中国心理学泰斗,理论心理学奠基人潘菽先生诞辰110周
年。纪念潘菽先生,意味着继承和发扬潘菽先生的心理学思想。从后经验
主义理论心理学的视角来看,潘菽先生的心理学思想仍然具有当代性和启
发性,特别是在强调理论对经验研究的优先地位、强调理论对经验现实的
建构作用、强调理论的实践品性、强调理论的历史性向度,以及强调理论
研究的中国心理学归宿等方面,显示出卓越的远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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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菽先生是中国心理学界的泰斗。作为当代中国理论心理学的主要奠基
人,潘菽先生留下了富于启发性的思想遗产。中国心理学界纪念潘菽先生,
意味着继续潘菽先生关于心理学的思考和研究。文章尝试从后经验主义理
论心理学的视角[1]重读潘菽先生留下的文本,建构潘菽心理学思想在当代
的理论指导意义。1 理论对经验研究的优先地位从1926年在美国《实验
心理学杂志》发表其博士论文算起,潘菽先生在心理学中辛勤耕耘长达一
甲子。总揽潘菽先生的著述,可以说,基本上都属于理论心理学或者说心理
学基本理论问题研究的范畴。潘菽先生的博士论文虽然用了一个标准的实
验心理学题目(《背景对学习和回忆的影响》),但其主旨却在于“说明S-R
这个流行公式的两头都是比较复杂的,不能把它想得太简单”[2]。虽然受
教于行为主义时代的印第安那大学和芝加哥大学,但受到其博士导师哈微·
卡尔的影响,更由于自觉接受和钻研辩证唯物论,潘菽先生自始至终反对行
为主义狭隘的还原论公式：传统心理学把“刺激—反应”或“刺激—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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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反应”这样的公式公开地或不言而喻地作为它进行分析研究的基本依
据。这是一个根本的错误。这是近代心理学一开始就走上歧途,就面向着
错误的方向的明白表征。旧心理学的这个不科学公式必须彻底抛弃[3]。
(黑体为引者所加,下同。)众所周知,正是在行为主义发展到它的鼎盛时期,
在斯金纳时代,不仅理论心理学,而且是心理学中任何意义上的理论工作,面
对经验实证研究的压倒性优势都不得不退避三舍。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
正是潘菽先生开展其理论工作的心理学时代背景。潘菽先生毕生从事理论
心理学的耕耘,并选定意识研究作为其主要的研究课题,这意味着在研究途
径和内容领域这两个基本的方面,都自觉地立足于与行为主义相对立的立
场。而潘菽先生所反对的行为主义,当然不是指具体的实验研究及其结论,
而是作为“行为论的实质”的一种“极端的理论体系”,“是从冯特开始
贯彻于整个传统心理学中的唯方法论”。被潘菽先生斥为“形而上学的客
观主义”[4]的心理学,也就是否定理论工作的心理学。“科学必须有理论,
完全缺乏理论的东零西碎的知识,即使是正确的,也不能成为科学。这是科
学和常识的主要区别”[5]。潘菽先生相信,“基本理论问题也不是一成不
变的,所以不能达到绝对解决。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明确,就可以使心理学大
为改观,这一点是可以做到的”[6]。2 理论对经验现实的建构作用知识
是对现象实际的系统化认识。在心理学研究、心理学知识和心理学理论体
系三个层面上,理论性质逐渐明显,与经验之间的距离也逐渐拉开。心理学
理论体系的建构,不可能无视经验现象的事实,完全与实际无关的理论虚构
即使在前科学时代的哲学心理学中也是不存在的。在心理学中,理论与实
际必然联系在一起。而如何能够做到理论与实际相第27卷总第102期心理
学探新PSYCHOLOGICAL EXPLORATION2007年第2期统一,则是心理学中
至关重要的理论问题和原则问题。这也是潘菽先生在其经典理论心理学著
作《辩证唯物论心理学的方法论》[7]一文中自始至终特别强调的问题。
在时代语境中,潘菽先生把心理学家们的世界观分为唯心、唯物和二元论
的。但是,与同时代文本中机械的形而上学论断公式不同,基于深厚的辩证
唯物论功底,潘菽先生注意到,“唯心论是不可能彻底的”,“客观唯心论则
更是头脑颠倒的唯物论”,“二元论的世界观则有一半是唯物论的”。科
学知识“都实际上是在唯物论的观点之下取得的,并且因为如此,这种反映
不仅是唯物的而且还往往包含有辩证法的成份,因为辩证法也是客观地存
在于现实事物的相互关系和发展变化之中的,这是重视客观实际的观察不
会完全看不到的”[8]。真正的理论必然寓含在实际之中,这是理论建构经
验现实的本体论出发点。“建构”决不意味着某种方法论无政府主义的张
目,决不意味着经验唯心论无原则的“怎么都行”。潘菽先生明确地指出,
“心理学如要进一步发展成为成熟的科学,就必须在方法论上首先明确全
面接受并贯彻辩证唯物论(包括历史唯物论)的思想指导。所以,我们指出的
辩证唯物论心理学的方法论,显然不是一家一派的心理学的方法论,而是谋
求心理学进一步发展成为成熟的科学所必须采取的,也是必定要采取的方
法论的最高原则”[9]。理论建构经验现实,首先体现在科学研究的基本思
维方法上。在潘菽先生的时代语境中,可以说,唯心论把现实视为理论的投
影,机械论把理论视为现实的分泌,能够把握理论对经验现实的建构作用的,
只有辩证唯物论的方法论立场。在认识过程中,经验现实从属于特定的视
角,理论立场必然来自先在的经验,理论与实际辩证地咬合一体,理论本身也
就必须能够体现出这种相互的决定,必然决定于辩证唯物论观照下的物质
世界。在心理学10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心理学的基本理论思想,其最基本
的方法论原则,一直在唯心论与形而上学机械唯物论之间摇摆。根本地,一
个世纪以来的心理学者本着形而上学的观点,只看到人的心理活动的主观
性,而看不到它们和其他物体的功能或运动具有同样真实的客观性,因而他
们仍一直抱着自古以来的灵魂观念或心灵观念这种二元论看法,把它们看
作和物质事物本质不同的另一种东西。这样,典型的成熟科学,主要是物理
学、化学和生物学,所无形中采用的方法论最基本的原则就对心理学似乎
根本用不上了,好像必须走另外的道路了。这样,也就不可能自发地走上辩
证唯物论的方法论道路。人的心理活动的复杂性和它们的主观性一面也的
确使心中无主的心理学者容易倒向唯心论方面。[10]把心理视为纯粹主观
性的现象,既是从主观到主观的唯心论心理学的根本特征,也是因其主观性
而放弃内在心灵世界的机械论心理学的根本特征。根据列宁同志对物质的
简明定义,潘菽先生确认了心理世界的物质性。用后经验主义理论心理学
的话语来说,理论所能够建构的经验现象,首先必须是实在的经验现象。在
此基础上,潘菽先生进一步地提出了关于心理活动的“生活实践的观点”,
反对把属人的生活实践简单地理解为“泛泛的活动”：人们生活实践中的
认识活动和意向活动两大心理活动方面,我国历来称为知和行。知和行虽



有实质的区别,但不是互相孤立而是互相结合在一起,相辅相成的。必须从
这样的生活实践的观点来看人的心理活动,才能对人的心理活动取得正确
的理解[11]。潘菽先生著名的心理范畴二分法[12],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论
工作范例。在这个范例中,中国文化的思维、逻辑和语言,浑然地融入了心
理学研究的实际。在“看人的心理活动”之前,心理学不可能没有自己的
预设、前见,科学地反思和重建这个预设和前见,就成为心理学理论工作的
必须。潘菽先生所主张的统一的知行实践观,用当代理论心理学的话语来
说,充分重视人的主体性和符号自反性,并在日常生活语境中建构对于人的
理解,正是后经验主义时代理论心理学的基本原则,也正是后经验主义理论
心理学对心理经验现象的总的建构原则。3 理论自身的实践品性“理论
联系实际”在潘菽先生所处时代的意识形态语境中,是压倒一切的方法论
原则。即使在今天,这一原则也不可能在任何意义上被丝毫地淡化。从概
念上分析,理论所与结合的实际包括两个基本的4心理学探新2007年面向：
首先是心理学自身的实际,心理经验现象实际,“这差不多就是心理学的对
象的问题”；其次是心理学作为一个学科,作为社会的一个知识生产部门,
在社会生活中所存身的实际,在这个方面,“我们所要研究的要能为我国的
社会主义建设有效地服务的辩证唯物论心理学所要结合的实际,必然只能
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各方面的实际”。在后一个方面,随着时代语境
的变迁,可以争辩21世纪的中国心理学(信息化与全球化时代的心理学或者
说“建设和谐社会”的心理学)与八十年代的中国心理学(“实现四个现代
化”语境中的心理学)应该有所不同,但是,在基本的立足点上,在关于这个
基本立足点的理论反思上,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仍然没有改变。不仅理论
工作必须指向社会生活,而且正是社会生活本身,而不是理论家的孤立的头
脑,催生心理学的理论。用后经验主义理论心理学的话语来说,心理学必然
是社会现实的历史性建构。科学的理论决不能脱离实际,脱离实际的理论
就不成为科学的理论。这个道理是容易明白的。但我们在科学工作的实践
中往往不能贯彻这个明白的原则。所发生的偏差不外乎三个方面。一方面
是对所要结合实际了解得不清楚或者有错误。另一方面是对要和实际相结
合的理论了解得不正确。再一方面是不知道或不清楚理论和实际应该怎样
结合[13]。在这个问题上,潘菽先生特别批评了“理论派”和“实际派”
两种错误的倾向,即“片面强调理论或片面强调实际”,并且指出,“两方面
的问题都在于把理论和实际看作是分成两头的事。其实,理论是从实际中
来而实际则有待于提高到一定的理论,而结合之前也必须有一定的理论准
备”。“理论结合实际这个问题好像很明白,但要贯彻得好并不那么容
易。理论结合实际这个问题在我们的心理学上是颇为突出的”[14]。问题
的关键在于,什么是心理学中的理论?理论心理学把心理学中的理论区分为
元理论和实体理论两个方面。元理论(meta-theory,或后设理论)也可以视
为“关于理论的理论”,即实体理论建构的理论基础和原则。传统的理论
心理学研究大多属于元理论范畴。元理论所要结合的实际,就是心理学中
的实体理论及其经验研究,作为狭义意义上的“理论(theoretical)心理学”,
它所面对的实际,也就是“实际的(practical)心理学”。实体理论是关于经
验研究、指导经验研究和总结经验研究的理论。对于实体理论来说,它必
须同时面对两种实际：内在于心理学的心理学经验现象和外在于心理学的
社会生活现实。实体理论本身也必须是应用理论,必须是可应用的心理
学。但是,一种研究并不必须同时就是一种应用指南,一份研究报告并不必
须同时就是一种恰当的实体理论建构。使知识,更准确地说,心理学的研究,
能够面向社会实际,同时更能够面向复杂的心理经验现象实际的整体,而不
是个别研究者的个别研究所不得不选择面对的狭隘现象或领域,这必然是
一种理论工作,首先是理论心理学必须承担的理论工作。在这个意义上,理
论心理学必须做出承诺,实践品性是理论工作第一位的准则。4 理论的历
史性向度“潘菽教授在《简札》中反复强调心理学要变革”。在这个问题
上,有两个被反复使用的术语：“传统心理学”和“有我国特色的心理
学”。对于中国现代心理学来说,传统心理学主要包括德国心理学、苏联
心理学和美国心理学。而“有我国特色的心理学”则可以视为一个“熔
炉”概念。陈立先生在九七年一篇纪念文章中曾经指出,“晚近兴起的本
土心理学,我认为这是历史的必然,应该作为纪念潘老百年大典的主题之
一”[15]。“有我国特色的心理学”必然是一种“本土的心理学”,但它
绝不仅仅是某种“本土心理学”。或者说,在其内涵上,与“本土心理学”
相比,潘菽先生所主张的“有我国特色的心理学”提出了更加明确的四种
限定。第一,辩证唯物论的指导原则；第二,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第三,批
判借鉴外国心理学；第四,挖掘中国古代心理学宝藏[16]。这四种限定的
根本,就是在关于人的问题的研究上,唯物辩证法所主张的历史性向度。换



句话说,可以把潘菽先生的主张,凝缩地理解为后经验主义理论心理学的历
史主义原则,即张扬理论的历史性向度。理论的历史性向度,既是实现“有
我国特色的心理学”的基本原则,也是潘菽先生文本中隐而不彰的重要方
法论线索。一般地说,在以下五个方面,潘菽先生所遗留的文本中张扬着理
论心理学的历史性向度,这也是历史分析中五个基本的方法论向度。5第2
期叶浩生等 潘菽心理学思想的后经验主义蕴含首先,对中国古代心理学
思想史的高度重视。潘菽先生不仅携手中国心理学特别是心理学史与理论
心理学学科主要奠基人高觉敷先生,力倡古代思想史的研究[17],并与之合
作主编了《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研究》论文集(1983),而且留下了大量的
关于心理学思想史的论述。历史,首先是人对自身在传统之中的处境的一
种承诺。离开传统,离开古代,也就离开了历史。完整的理论思维首先是历
史性思维。其次,对矛盾分析的高度重视。例如,在述及人的自觉能动性即
人的主体性与决定论的矛盾时,潘菽先生强调“能动性和被动性的辩证关
系,二者总是以一定方式结合在一起的”。辩证法使形式逻辑法则中相互
对立的命题合理地站立在一起,这种理解必然是历史的,因为只有历史本身
才能容纳这种为那些片面强调共时性的平面化了的皮层所无法理解的“矛
盾”。广义地说,矛盾分析,甚至全部的辩证法分析,必然是历史的分析。第
三,对过程分析的强调。历史的动态实现于过程之中,过程不仅是历史的微
观,而且就是活着的历史本身。在心理学史家宣称机能主义在美国心理学
中已经一统天下的几十年后,九十年代的理论心理学中出现了关于“过程
心理学”的呼吁,认为“结构”与“机能”都还只是静态的心理学。而维
果斯基备受瞩目的“最近发展区”概念,最富于魅力之处也正在于其关于
过程和动态的思想。第四,对联系的观点和分析方法的灵活运用。历史之
所以是活着的自然过程,在于一切属于历史的,都必然相互绞缠在一起,互相
成为动力,互相成为否定。这正是历史分析的最大的复杂之处,也正是历史
分析的试金石：在普遍而多样化的联系中,对过程的发掘或构造必须能够
合乎历史内在的矛盾状况。潘菽自如地以联系的观点和方法进行分析,这
样的例子在《文选》和《简扎》中比比皆是。第五,对特殊性的强调。在
论及科学方法论的共同性和特殊性时,潘菽先生指出,不同的科学在它们的
方法上当然都有一定的或基本的共同性。然而重要的问题却不在于它们的
共同性而在于它们的特殊性。……一种科学所采用的适合于它自己的对象
和问题的方法的本质特点也在于它的特殊性。没有这种特殊性,就不能成
为一门科学所需要的方法。[18]对于历史分析而言,方法的特殊性恰好是
与通则研究相对的特则研究的逻辑大门,当一种研究方法的普遍合理性被
否定之后,特殊性的知识,属于特定地域、人口或者特殊现象的知识,亦即历
史性的知识,也就随之而来了。总之,历史的观点首先在于对历史本身的承
诺和张扬。理论的历史性向度或历史主义原则,唯物史观,正是理论建构经
验现实的直接的方法学。反过来说,从后经验主义理论心理学的视角来看,
只有历史主义者才能看到历史,固守机械决定论的经验主义者是无法理解
历史的。经验主义者所追求的也许是崇高的和永恒的心理学真理,而后经
验主义的理论心理学明确地把自己的职责定位于历史的当下,对于潘菽先
生而言,就是定位于中国心理学[19]。5 理论心理学的归宿：中国心理学
对于中国本土心理学研究者来说,潘菽先生始终是一个起点的象征[20]。
1937年,潘菽先生在《心理半年刊》发表《把应用心理学应用于中国》
[21],初步完成了他的心理学梦想的勾画。1939年,潘菽先生又在《读书月
报》上发表其经典论文《学术中国化问题的发端》[22],基本上形成了关
于传统心理学改造的基本立场。而在发表于1980年第一期《心理学报》
的《论心理学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23]中,则明确地论及“关于中国心
理学这个提法的问题”,首先是批评了那种把“中国心理学”与“中国物
理学”相类比的反对意见,继而论述了对“中国心理学”的期望。我们的
心理学要有自己的特点,自己的体系,……就目前讲,心理学是有国家、民族
的区别的,如苏联心理学、美国心理学等。心理学在国与国之间也需要争
鸣。我们要走自己的路,建立自己的心理学体系,就是要在那些基本理论方
面有自己的看法。……现在的心理学,科学性不够,如果能把它的科学性在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提高一点,就是一种大的贡献。这种贡献,我们是
有条件争取做出来的。……在基本观点,基本理论问题上以及在方法上和
研究成果上,我们应该有自己的贡献。这样,我们的心理学自然会有自己的
面貌。即使像造房子,材料都是钢筋水泥和砖瓦之类,但可以有不同的结
构、各自突出的6心理学探新2007年外观和内在结构。我们的终极目的是
要提高心理学的科学性,结合我国的社会主义实际。要有中国的心理学,就
是这个意思,也是我们的光荣任务和义务[24]。理论贡献的极致可能就是
经典的言述,这些几十年前的文字,仍然继续总领理论心理学的风骚。不仅



因为这是理论心理学仍然没有做到的,而且更因为这正是理论心理学必须
去做到的。从后经验主义理论心理学的视角阅读潘菽心理学思想,回头重
新反思这个后经验主义的时代思想平台,恍然已经是而且必须是中国语境
中的后经验主义,中国理论心理学的后经验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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