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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心理研究�

论物理学作为心理学的榜样

郭永玉

一
、

问题的提出 二
、

历史的检讨

科学心理学一开始就试图以自然科学为榜

样
。

实验心理学的先驱费希纳的主要贡献就被

称为心理物理学
，

他试图寻找物理变量与心理

变量之间的关系 �冯特以费希纳的工作为基础
，

同时借鉴生理学和化学的知识和方法
，

创建了

实验心理学体系 �弗洛伊德受到近代物理学的

影响
，

用力和能量的概念解释人的内在冲突 �行

为主义则直接受到生理学的影响而在方法论上

完全效仿经典物理学的模型 �还有更多的心理

学家受到生物学特别是进化论的影响
。

总之
，

心理学家一直梦想着把心理学变成从自然科学

的立场看上去无可挑剔的一门科学
。

这种努力

取得了巨大的成效
，

现代心理学在研究方法上

与其他各种社会科学相 比已相当成熟
，

任何一

个人必须接受相当的专业训练才能进入这个领

域
，

否则就不能读懂心理学家的研究报告
，

更不

用说自己做研究了
。

心理学在一个世纪里无论

速度上还是质量上的长足进步
，

不能不说主要

是这种努力的功劳
。

但是
，

由于心理学研究对

象的特殊性和极其复杂性
，

这种努力也带来了

明显的消极后果
，

那就是还原论
，

将复杂的现象

还原为较简单的现象
，

将高级的现象还原为较

低级的现象
，

将人还原为动物或机器
。

与还原

论有着内在联系的是决定论
，

就是将人的行为

视为环境的产物或遗传的产物或环境与遗传的

共同产物
，

人的自由意志被一笔勾销了
。

心理学家特别是行为主义者所效仿的科学

典范是自牛顿以来直到 �� 世纪末的物理学
，

因

为物理学是最为成熟的科学
，

同时也是提供世

界观的科学基础
。

然而有趣的是
，

就在行为主

义诞生的同时甚至更早
，

由于一些新发现不能

用已有的理论来解释
，

物理学正发生革命
，

相对

论和量子力学正在从根本上改变着以经典力学

为基础的世界观
。

爱因斯坦于 ����年发表具

有划时代意义的论文《论动体的电动力学》 ，

标

志着狭义相对论的诞生
，

��巧 年又创立广义相

对论
。
���� 年也就是华生发表《一个行为主义

者眼里的心理学》的同一年 ，

量子力学的主要奠

基人玻尔连续发表了 �篇重要论文
。

�� 世纪

��年代是量子力学的创建时期
，

同时也是行为

主义的鼎盛时期
。

这形成一种鲜明的对照
�
一

方面
，

物理学界正在从根本上修正笛卡尔和牛

顿以来的理论模型 �另一方面
，

心理学家却还在

以这种模型为榜样来创建新的心理学理论
。

华

生是以一个激进的革命者的姿态闯人心理学界

的
，

可他怎么也意识不到从整个科学思想的发

展来看
，

他竟然是一个保守主义者
，

因为他用以

革命的武器已经显得陈旧落后了
，

他自己还以

为是最先进的
。

这也难怪
，

相对论和量子力学

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的革命意义在当时还很难

为其他学科的科学家所意识到
，

所以行为主义

者仍然将已经成为
“
经典

”
的物理学视为经典

。

��



当然心理学对物理学革命并不是完全无动

于衷或反应迟缓
，

格式塔学派的心理学家们就

意识到物理学革命对心理学的意义
。

惠特海默

研究了爱因斯坦的创造性思维
，

涉及到直觉思

维和灵感的问题
，

苛勒特别推崇他在柏林大学

时的老师
、

量子力学奠基人普朗克
，

他那著名的

顿悟学习理论以及整个格式塔学派的场论与整

体观
，

都是与现代物理学相通的
，

或者是在现代

物理学的直接影响下形成的
。

但格式塔心理学

没能动摇行为主义的统治地位
。

后来的人本心

理学和存在主义心理学也明确地反对还原论和

决定论
，

但它们继承的是人文的传统
，

没有有意

识地以新物理学作为其方法论基础
。

这样
，

心理学对物理学的认同一直没有得

到系统的反思
。

倒是一些著名物理学家明确反

对用物理学的原则和方法来研究人
。

爱因斯坦

说
�“
目前流行把物理学的原则应用在人类生活

上
，

这不仅犯 了极大的错误
，

甚至应该严加谴

责
。 ’，①���� 年

，

人称
“
原子弹之父

”
的奥本海默

应邀在美国心理学年会上发表演说
，

全文发表

在次年的《美国心理学家》杂志上 。

奥本海默反

对将一门学科的概念和方法运用到另一门学科

中
，

比如用机械论解释心理现象
。

他一针见血

地指出
，

心理学家竟然追随一种过时的物理学
，

就连在物理学中也已经过时的理论
，

竟然被心

理学家视为科学的典范
。

这是对行为主义的批

评
。

奥本海默甚至对格式塔心理学借鉴现代物

理学的
“
场

”
的概念也不赞成

，

他说当他听到物

理学家和心理学家都用同一个
“
场

”
字的时候

，

他就感到不舒服
。

这是一种立场
，

即反对将物

理学中的概念和方法应用到心理学中② 。

三
、

当代的趋势

另一种立场是主张心理学应该以现代物理

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基础
，

起码应该注意到

现代物理学对心理学的意义
。

超个人心理学

�����
���钧��吐 ��������留�就试图从现代物理学

中寻求方法论的支持
。
����� �习��和 ������

�

�������合编的影响广泛的超个人心理学文集
《超越自我之路 �

超个人的视野》中收入了著名
��

物理学家卡普拉的 《科学与神秘主义》一文。 。

����� �
�

发����� 、
���山� �

�

���
��� 和 ���� �

�

���
，

����� 编的《超个人精神医学和心理学教科书》中
就有专章讨论现代物理学与超个人精神医学的

关系④ 。

那么心理学家究竟可以从现代物理学

中得到那些方法论的支持呢�大体说来可以从

以下几方面得到启示
�

�
‘

传统的客观性原则的动摇
。

物理学的

研究必须以直接可观察量为依据
，

似乎是无可

置疑的
。

行为主义者就是以物理学的这一 基本

原则为根据
，

将意识置于心理学的研究领域之

外
，

因为意识是不可直接观察的
。

然而爱因斯

坦说
� “

在原则上
，

试图单靠可观察量来建立理

论
，

那是完全错误的
。 ” ⑤在对微观客体的研究

中
，

纯粹客观的研究是不可能的
，

因为观察的方

式会影响到观测的结果
。

主体与客体不能截然

分开
，

完全不依赖于主体的纯粹客体不
一

可能进

入研究的视野
。

�
�

决定论的动摇
。

决定论的原则不适合

于微观的高速运动的物质世界
，

物质运动的可

预测性是有限的
，

原子通常没有固定的轨迹
，

许

多现象都只能借助于统计学的概念
。

海森伯

说
，

量子力学的基本规律不同于经典物理学的

基本规律
，

它带有统计的性质
，

对单个微观客体

的运动轨迹进行决定论的描述是不可能的
。

传

统的因果决定论只有有限的适用范围
，

它在量

子力学中不再适用
。

决定论既然在物理学中受

到挑战
，

那运用决定论来解释一切心理现象
，

将

心理还原为环境或遗传因素的决定作用
，

或二

者的共同作用
，

而否认人的自由意志
，

就更值得
�

坏疑了
。

对决定论和还原论的置疑
，

为精神这

种人性最高层面进人心理学研究领域开辟了道

路
。

�
�

世界的整体性与统一性
。

在现代物理

学中
，

世界不再是一台巨大的机器
，

而是紧密相

关的有机整体
。

相对论揭示了作为物质存在形

式的空间与时间的统一性
，

也揭示了各种物质

运动形式的统一性
。

爱因斯坦用了后半生的时

间建立统一场论
，

试图将引力场与电磁场统一

起来
。

量子理论迫使我们不能把宇宙看作物质



对象的集合
，

而把它看成统一整体中不同部分

之间复杂的关系网络
。

整个宇宙不可分割的量

子相互关联才是基本的实在
，

而表现出相对独

立性的部分
，

只不过是这个整体特定而偶然的

形式⑥ 。

�
�

对东方宗教哲学的认同
。

现代物理学

从根本上动摇了自笛卡尔和牛顿以来占统治地

位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

当那些物理学大师们创

建了新的世界模型以后
，

发现现代物理学与东

方宗教哲学在宇宙观上有着惊人的相似性
。

玻

尔
、

奥本海默
、

海森伯等人都指出过这种相似

性
。 ⑦心理学家 址����������曾做过一项实验

，

他准备了一张列有 �� 条引言的问卷
，

有些是出

自现代物理学家
，

有些是出自神秘学家
，

被调查

者是学习过现代物理学又对一些神秘传统感兴

趣的人士
，

结果许多被调查者无法确定哪些引

言出自物理学家
，

哪些出自神秘学家⑧ 。

著名

物理学家卡普拉系统研究了现代物理学与东方

宗教哲学的相似性
，

并且指出早期希腊人的宇

宙观与同时代的东方人的宇宙观也是相似的
，

只是由于东方的神秘主义宗教哲学得到充分的

发展
，

所以他将研究的重点确定为现代物理学

与东方神秘主义宗教哲学的相似性
，

并于 ����

年出版了《物理学之 “
道

’ ，

》这部具有世界性广泛
影响的著作�这本书的中文版有 ���� 年的编译

本
、
����年的全译本�

。

卡普拉在该书第三版

后记中提到超个人心理学⑨ ，

他还以《现代物理
学与东方神秘主义 》为题在 《超个人心理学杂
志》上发表长篇论文⑩ 。

隔行如隔山
，

一个心理学家不可能同时是物理

学家
。

但科学史已经表明
，

任何一门基础科学

领域的重大突破
，

必然对其他科学甚至人们的

思想与行为方式产生影响
。
一个心理学家即使

不懂物理学的专门理论
，

但保持方法论上的开

放性和敏感性还是可能的
，

也是必要的
。

第二
，

心理学家可以学习物理学
，

但不可效仿物理学
。

也就是说
，

心理学家应充分意识到心理学的特

殊性
，

不可将物理学的方法和概念简单移植到

心理学研究中
，

不能将心理学变成物理学
。

这

似乎是不言 自明的道理
，

但心理学史上却不乏

这方面的教训
。

心理学与物理学在研究对象上

的差异是这一问题的基本事实
，

因此心理学家
‘

借鉴物理学的成果时应十分慎重
，

应将这种借

鉴限制在哲学一方法论层面上
，

并且即使在哲

学一方法论层面上
，

也不能忽视心理学的特殊

性
。

四
、

讨论

从某种意义上讲
，

任何一种心理学理论都

是时代精神的产物
，

而同时代的物理学是时代

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

因此心理学必然受到物

理学的影响
。

但心理学家如何从物理学中吸取

营养�根据以上探讨
，

至少可以得出两点结论
�

第一
，

心理学家应该关注物理学的最新发展
，

特

别是具有方法论意义的新的科学范式的出现
，

心理学家要能够敏锐地觉察到它对于心理学发

展将意味着什么
。

当然
，

现代科学高度专业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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