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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结构主义》这本书，是根据1979年第七版（第十一万七千本系列）译出的。
原著没有前言或序文，也没有声明该书从1968年初版之后有任何修改。
通常一本严肃的学术著作在法语世界里能出版二三千册就是畅销的书了；而像《结构主义》这样一本
比较难懂的书竟再版七版，可见这本书的影响之大。
    但是，结构主义这一流派和本书作者对于我国读者来说还是比较生疏的。
所以译者想在此作一些介绍。
    皮亚杰是著名的儿童心理学家，但他远不止是一个心理学家，他还是一位兼通数学、逻辑、物理学
、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科学史和哲学的大学问家。
他在1918年（当时他22岁）研究软体动物得自然科学博士之后，转而研究心理学成为大家，1949年又
革新逻辑学，1950年发表《发生科学认识论导论》三卷。
1968年发表本书——《结构主义》，这是他的“发生认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
    皮亚杰特别着重于智慧心理学的研究。
1929—1939年他任日内瓦大学的科学思想史副教授，早从三十年代起就把最先进的科学认识看做是生
物界从动物到人的适应演化的结果，继承了日内瓦学派由克拉帕莱德开创的功能主义方面。
他在研究儿童心理学中关于各种概念（时空、运动、因果关系、数量、言语、逻辑思维⋯⋯等）的发
展时，心里就随时都照顾到了与最新的科学概念（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之间的关系，于是到五十年
代就初步建立起了他的“发生科学认识论”[我们以后就简称“发生认识论”：因为发生认识论中所说
的认识论，只能是科学认识论而不是哲学认识论，它是哲学认识论的前奏，但还不是通常所说的（哲
学）认识论]。
在发生认识论中，其最高阶段，就是现代最先进的科学认识（并为未来更先进的科学认识敞开着大门
）。
    目前最先进的科学认识，其概念、方法、原理、假设等，从具体方面来看是千差万别的，新学科还
如雨后春笋在产生。
但是，从心理学或认知发展的历史看，它们是否有一些共同点呢？
这种直到现在为止的最高级认识，到了什么程度呢？
这些是皮亚杰必然要涉及到的问题。
在此之前还没有人作过一个全面的综合研究来回答这些问题，他自己就来回答了。
我们所译的这本《结构主义》，就是这样一种努力的产物。
    皮亚杰在《结构主义》一书里的工作，是要检验现在各个研究领域里出现的主要的一些结构主义，
找出结构主义的一般特点。
从这一些出发，再涉及到有关结构研究的其他方面。
    所谓结构主义，可以上溯到本世纪初在语言学中由索绪尔提出的关于语言的共时性的有机系统的概
念和心理学中由完形学派开始的感知场概念。
此后在社会学、数学、经济学、生物学、物理、逻辑⋯⋯等各学科领域中，都在谈结构主义。
但是，结构主义的共同特点是什么？
这却是个等待回答的问题。
    皮亚杰综合研究之后，指出结构主义的共同特点有二：第一是认为一个研究领域里要找出能够不向
外面寻求解释说明的规律，能够建立起自己说明自己的结构来；第二是实际找出来的结构要能够形式
化，作为公式而作演绎法的应用。
于是他指出结构有三个要素：整体性、具有转换规律或法则、自身调整性；所以结构就是由具有整体
性的若干转换规律组成的一个有自身调整性质的图式体系。
这样一个概念很抽象；结构存在的模式要在各个研究领域里才能精确说明。
所谓结构，也叫做一个整体、一个系统、一个集合。
一个结构的界限，要由组成这个结构的那些转换规律来确定。
而所谓转换，在有的学科中译为变换，就是表示变化的规律，通常用一个以上的数理逻辑公式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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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式在具体生活中的应用就是具体运算。
而这种公式原来就是从具体运算中抽象出来的。
所以运算是形成结构的基础。
在各种科学认识里，运算的第一性是结构主义的关键。
    皮亚杰于是依据结构的上述三种共同要素去检验不同领域里现存的种种结构主义。
最后在结论里得出一般结构主义的共同性质。
    ⋯⋯    末尾皮亚杰扼要地作出本书的结论，指出：    结构主义是方法论。
它没有排他性；它倾向于把一切科学研究整合进来，在互反性和相互作用的方式上作研究。
    结构的研究，并不是不要人和主体活动。
所谓主体是指认识论上的主体，即人类的共同认识核心，也即认识的机制。
在把主体的“我”和“生活体验”分开之后，剩下的就是主体的运算，这是从主体的动作的普遍协调
里经过反映抽象得来的。
这些运算就是主体用以造成结构的成分。
要有继续不断的除中心作用，把主体从自发的自我中心现象中解放出来，以得到协调，建立起有互反
性的构造、再构造的历程中产生的结构。
    不存在没有构造过程的结构。
抽象的结构体系是与永远不会完结而受到形式化限制的整个构造过程互相关联的。
    结构主义与功能主义不可分。
有认识的主体（他的结构与萌芽分不开），就有功能概念的价值。
结构只能成为体系才有生命。
没有“一切结构的结构”。
主体是功能起作用的中心。
    结构主义必须保持它的开放性。
它的危险是到结构的实在论中去找出路。
结构是运算的组成规律或平衡形式。
所以关键是运算的第一性。
    皮亚杰在这本小书里的叙述，毋宁说已经够抽象、概念和相当难懂了。
我们在上面作的简单说明，很可能是有错误或没有抓住重心的转述。
所以读者必须以原文为准。
由于译者的水平有限，译文可能有许多错误，那读者只有参看原文了。
    皮亚杰在本书中阐述的结构主义，称为方法论结构主义、普遍结构主义、真正的结构主义。
因为他的科学认识论，是以认识论的主体（即一般意义上的不是特殊个别的人）为出发点的，把认识
的基点放在主体在与客体接触中由动作产生的运算上，运算由动作内化而成，所以这个科学认识论是
以心理学特别是发生心理学为基础的。
他的结构主义，与他的发生认识论是紧密联系的。
    皮亚杰所用的一套术语，常有自己创造的，或者在运用旧有名词时先阐明意义而重新定义。
但在这本小书里，并不再加以定义了。
为了更确切明白他的意义，多读一点他的其他专著是必要的。
如关于反映抽象、平衡作用、认识的结构、功能等等，都分别有专书论述。
读者可以进一步加以研究。
    皮亚杰的科学认识论，与他的发展心理学研究是有联系而又有区别的。
心理学研究属于经验科学的范围，直接从观察到的事实和关系中得出结论。
对于从心理学研究所得出的概念、原理、方法、假设、结论，加以批判研究，确定它们的逻辑来源、
价值、客观性质，才是科学认识论的范围。
    他认为科学思维或智慧来源于运算，运算是动作内化为表象的结果。
这样，他就排除了理性的先验论，也批判了经验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而接近于辩证唯物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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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以动作为出发点，并不就明白宣布客观世界的物质第一性以及现实世界是取得经验的源泉。
他的六十年的研究工作，都指向于建立一种认识理论，关于有机体如何能知道它的世界的理论。
据说当有人问到他对本体论问题的看法时，他似乎是说：“我对现实世界这个问题不感兴趣”。
对于他的思想究竟应该如何从哲学上进行评价，这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
    末了，关于本书的翻译，我们采用了差不多一字不漏的直译办法，以便读者有愿意对照原文阅读的
，容易发现我们的错误；可是，因此也带来了阅读上的不方便，不够通顺。
这是我们限于水平，不敢过于变通的缘故。
书里的注释，凡用符号①②等标示的是作者原注；用星号*的是译者加的注释，多数采自英译本的注
。
文中和注中有用六角括号[]加注的地方，是译者加的说明。
因为译名不一定正确，所以除了多数专名在文中第一次出现时加上原文，还在书末加上我们自编的索
引，俾读者遇到有疑问时可以检索，有不妥或错误时可以自己加以纠正，并希望提出来告诉译者改正
。
    最后，我们谨向南京大学程曾厚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承他对照法、英两个版本审校了全部译文，
使译文增色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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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结构主义》这本书，是根据1979年第七版(第十一万七千本系列)译出的。
原著没有前言或序文，也没有声明该书从1968年初版之后有任何修改。
通常一本严肃的学术著作在法语世界里能出版二三千册就是畅销的书了；而像《结构主义》这样一本
比较难懂的书竟再版七版，可见这本书的影响之大。

　　但是，结构主义这一流派和本书作者对于我国读者来说还是比较生疏的。
所以译者想在此作一些介绍。

　　皮亚杰是著名的儿童心理学家，但他远不止是一个心理学家，他还是一位兼通数学、逻辑、物理
学、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科学史和哲学的大学问家。
他在1918年(当时他22岁)研究软体动物得自然科学博士之后，转而研究心理学成为大家，1949年又革新
逻辑学，1950年发表《发生科学认识论导论》三卷。
1968年发表本书——《结构主义》，这是他的“发生认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

　　皮亚杰特别着重于智慧心理学的研究。
1929—1939年他任日内瓦大学的科学思想史副教授，早从三十年代起就把最先进的科学认识看做是生
物界从动物到人的适应演化的结果，继承了日内瓦学派由克拉帕莱德开创的功能主义方面。
他在研究儿童心理学中关于各种概念(时空、运动、因果关系、数量、言语、逻辑思维⋯⋯等)的发展
时，心里就随时都照顾到了与最新的科学概念(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之间的关系，于是到五十年代就
初步建立起了他的“发生科学认识论”[我们以后就简称“发生认识论”：因为发生认识论中所说的认
识论，只能是科学认识论而不是哲学认识论，它是哲学认识论的前奏，但还不是通常所说的(哲学)认
识论]。
在发生认识论中，其最高阶段，就是现代最先进的科学认识(并为未来更先进的科学认识敞开着大门)
。

　　目前最先进的科学认识，其概念、方法、原理、假设等，从具体方面来看是千差万别的，新学科
还如雨后春笋在产生。
但是，从心理学或认知发展的历史看，它们是否有一些共同点呢?这种直到现在为止的最高级认识，到
了什么程度呢?这些是皮亚杰必然要涉及到的问题。
在此之前还没有人作过一个全面的综合研究来回答这些问题，他自己就来回答了。
我们所译的这本《结构主义》，就是这样一种努力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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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瑞士)皮亚杰 译者：倪连生 王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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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导言和问题的地位2. 整体性各种结构都有自己的整体性，这个特点是不言而喻的。
因为所有的结构主义者都一致同意的惟一的一个对立关系（用在第1节里已经提到的各种批判意图里
说的意义），就是在结构与聚合体即与全体没有依存关系的那些成分组成的东西之间的对立关系。
当然，一个结构是由若干个成分所组成的；但是这些成分是服从于能说明体系之成为体系特点的一些
规律的。
这些所谓组成规律，并不能还原为一些简单相加的联合关系，这些规律把不同于各种成分所有的种种
性质的整体性质赋予作为全体的全体。
例如，数学中的整数就并不是孤立地存在的，人们并不是在随便什么样的程序里发现了它们，然后再
把它们汇合成一个整体的。
整数只是按照数的系列本身才表现出来的，这个数系列具有“群”、“体”、“环”等的结构性质，
而这些性质是不同于每一个数的性质的。
就每一个数的性质而言，可以是偶数或是奇数，是素数或是能被n&gt;1的数除尽的数，等等。
但是，在事实上这个整体性的特性提出了许多问题。
这里我们只研究其中的两个主要问题：一个是关于整体性的性质问题；另一个关系到整体有形成过程
还是预先形成的这个方式的问题。
认为一切领域中都可以把科学认识论的态度归结为两者必居其一的选择问题——要不就承认是一个具
有其结构规律的整体，要不就认为是从若干成分出发而来的一个原子论式的组织——这恐怕是错误的
。
无论谈的是感知结构或“格式塔”的完形学说，还是谈的社会的整体性（社会的阶级整体或全社会的
整体）等等，我们都可以看到，在思想史上，无论在[心理学里]知觉方面反对联想主义的先验假设或
是在社会学里反对个人主义的先验假设等等，人们总是把两类学说同这些先验假设对立起来。
这两类学说之中，只有第二类学说才似乎符合当代结构主义的精神。
而第一类学说只是满足于把想要由简到繁办事的人们所看来是自然的思想步骤[译者按：即指从感觉印
象到知觉复合体，从个别人到社会群体，等等]，颠倒过来，并按照一种被认为是自然规律的“涌现”
方式，一开始并不增加什么，就提出整体性来。
当奥古斯特孔德用人类来解释人，而不再是用人来解释人类，当涂尔干认为社会整体，是从个人的汇
合中涌现出来，就像分子是从原子的集合中涌现出来一样的时候，或者当“格式塔”学派认为在种种
原始的知觉里面能立即看到一个整体性，可以比之于电磁学里的场效应的时候，这些人当然是有功绩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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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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