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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为主义心理学（Behavioristic Psychology）是在本世纪初叶产生于美国的一个心理学派
别。美国的心理学家华生（JBWatson 1878—1958），是旗帜鲜明的倡导者，他俨然以彻底唯底
唯物主义的革命姿态横扫过去一切主观心理学思想，有极其突出的机械唯物主义的心理学色彩，
当时富于极大的魅力和影响，有人在1930年评论道：“行为主义和精神分析几乎平分现在的西方
世界”。 

● 方式方法：“硬”实验和“软”内省  

  行为主义主张心理学应是“纯粹自然科学的客观实验分支”。以摧枯拉朽之势向传统的心理
学进行挑战，它完全抛弃内省法中一切含糊不清的术语与概念，重新用一套行为主义术语取代
之，并宣称要将这些传统东西放入博物院。华生1913年在著名的《行为主义者所看到的心理学》
一文中宣言式的地提出了上述观点；他说“人兽之间并无界线”。努力把动物的反应统一纳入一
个系统”。这就引入了生物学的方法。华生主张取消感觉、知觉、情绪、思维之类的术语，而用
反应代替感觉，用内脏反应代替情绪，用无声的语言代替思维，提倡纯粹客观的研究方法，似乎
这才是“硬”科学方法。 

  华生认为行为的基本构成因素是刺激（S）和反应（R），其典型公式是S—R，华生在《行为
主义》中断言：“我们能够将我们的一切心理学问题及其解决都纳入于刺激和反应的轨道之中。
我们现在以S来代替‘刺激’(或代替比较复杂的”情境”),以R来代替‘反应’。于是我们便可
以把心理学问题化成S……R的基本公式”。他这种极端化的方法，华生自己称为“生理学、肌跳
心理学和生物学“。这也被反对者贬称”肌肉抽搐心理学”。 

  中医学与行为主义心理学纯粹客观化、还原于生理、通过动物进行试验的观点完全不同。中
医学认识心理、生理及其疾病是以主观体验的形式为主，在诊治疾病中重视医生的个人体察和病
人对疾病的自我感受，中医把这叫做“内观”、“内照”、“心悟”、“心法”等方式，或“积
神于心，以知往今”；理心会物，通合道理；以我知彼，从外察内等。质言之就是心理学常说的
“内省法”。如果我们也用这种内省法一词不达意来分析中医认识论的发展程度，那不难发现中
医此法有一定的水平和甚多独到的见解，如对脉象的体会，在短短的腕部桡动脉处能够体会二十
八脉之多。这种体验的功夫达到了相当的水平，不是今天的生物方法所能描述出来的。这一点与
行为主义心理学是迥然不同的两种方式方法。 

  当然华生研究心理采用极端的机械唯物方法研究复杂的心理现象，这就不能不陷入矛盾之
中，他“把内省法从前门赶出去，又以语言报告把它从后门迎进来。”华生将语言（口头）报告
法视为四种研究方法之一，行为主义很难做到“彻底客观的心理学”，华生也承认这个矛盾，不
过他认为，目前科学技术发展水平低下，是不得已的权宜之计。尤其在生理学和医学方面，观察
人的内部机制中发生的情况，不能不依靠自己的报告。其实心理本质是主观的，靠这种内省方法
也许是永远的。中医学主观方法也应提高发展水平，它不会过时，并宜适当吸取客观方法以便使
研究水平提高。 

● 先后天论：极端环境论与中庸之道  

  行为主义心理学对大脑持轻视甚至否定的态度，尽管当时对脑的生理研究有一些发展，行为
主义认为这些研究是靠不住的，不必支考虑它，而按行为主义心理学这一套去研究，现在适用，
甚至将是永存的，只要按行为主义心理学方式进行就行了。华生极端轻视中枢神经系统尤其是脑
的支配作用。他的心理学乃是一种研究完全不受头脑支配的行为的奇特科学。他甚至把人的言语
和思维也完全归结为外围神经和发音等活动的结果。他说：“语言习惯的解剖基础当然整个身
体，特别是头部，颈疗和胸节内的神经——肌肉系统”（《行为比较心理学导论。》。他在论说
言语和思维的全部过程中，始终只字未提脑的作用。 

 



  中医传统观点“心藏神”、“心主神明”，认为心是心理活动发生器官，而不是脑。《内
经》虽然也提到“脑为髓之海”。汪昂、李时珍和王清任以及近代很多人都提到脑为心理发生器
官，但是直到今天仍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是“心主神明”。这里的所谓心，虽有古代粗略的解剖基
础，而后指的心是以心命名的一组功能活动，远非实体，正如今天心理学的“心”含义一样。中
医学是“心主神明”，而非“脑主神明”。 

  作为中医心理学思想产生的当初，尚处一种无知的状态，借凭着藏象理论的无限地延伸而形
成了目前的中医心理学的基本思想。这与华生对脑的否认是两个不同方向的认识，但是结果仍可
有相近之处。 

  总之，行为主义心理学与中医学中的心理有着两个相反的思维形成和相异的研究方法，尚有
个别近似之处。这是东西方文化背景及时代差异造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