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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分十七章，其内容包括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英国和法国的哲学心理学思想；十七世纪至十九世
纪德国的哲学心理学思想；十九世纪的生理心理学；实验心理学的诞生和冯特的贡献等等，就西方近
代心理学的发展历史作了综述。
 本书内容全面，条理清晰，结构合理。
具有融科学性、系统性、理论性及史料性为一体的特点，可供相关人士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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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高觉敷（1896-1993），中国现代心理学家、心理学史家。
又名高桌。
1896年11月6日生于浙江省温州市。
早年就学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香港大学教育系，毕业后在上海暨南学校教授心理学。
1926年起任上海商务印书馆哲学教育部编辑、主任编辑，1930年与唐钺合编《教育大辞典》。
1933年转任广东襄勤大学教育系主任和中山大学教育研究所心理学部主任。
1940任国立师范学院教育系主任。
1926-1946年间，主要致力于西方现代心理学流派的研究与翻译。
对中西心理学学术交流作出了贡献。
1955年曾任南京师范学院副院长。
1959-1964年，以辩证唯物论为指导思想编著《心理学史讲义》（包括中国、西方和苏联心理学史）。
他还重视对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的研究，发表的论文有《王夫之论人性》（1962）等。
1978年，曾任中国心理学会副理事长。
又担任教育部主办的全国统编教材《心理学史》（包括中国和西方心理学史数册）主编。
学术专著有：《现代心理学》（1935）、《群众心理学》（1934）、《心理学名人传》（1933）、《
教育心理学》（1946）；在刊物上发表评价w·麦独孤、行为主义、格式塔和精神分析等学派的文章
约100篇。
主要论著有：E·G·波林的《实验心理学史》、S·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引论新编》。
K·科夫卡的《心之发展》、W·克勒的《格式塔心理学》等。
近年撰编和主编的著作有：《西方近代心理学史》（1982主编）、《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研究》（论
文集）（1983，与潘菽主编）、《中国心理学史》（1985主编）、《高觉敷心理学论文选》（1986）
、《西方心理学的新发展》（1989重编）；论文主要有：《心理学的历史经验教训》（1979）、《我
的五十多年的心理学工作的回忆》（1980）、《西方近代心理学史的总结与展望》（1981）、《评西
方心理学史的时代精神说》（1983）。
　　主要著作：《教育大辞典》 《心理学史讲义》 《心理学史》（包括中国和西方心理学史数册） 
《现代心理学》《群众心理学》《心理学名人传》《教育心理学》w·麦独孤《实验心理学史》《精
神分析引论新编》《心之发展》《格式塔心理学》《西方近代心理学史》《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研究
》《中国心理学史》《高觉敷心理学论文选》 《西方心理学的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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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 论第一章 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英国和法国的哲学心理学思想第二章 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德国的哲
学心理学思想第三章 十九世纪的生理心理学第四章 实验心理学的诞生和冯特的贡献第五章 与冯特同
时代的德国心理学家第六章 意动心理学第七章 进化论及其对心理学的影响第八章 构造主义和机能主
义第九章 哥伦比亚的机能心理学第十章 麦独孤的策动心理学第十一章 行为主义第十二章 新行为主义
第十三章 格式塔心理学第十四章 勒温的拓扑心理学第十五章 精神分析第十六章 新精神分析第十七章 
日内瓦学派总结与展望编后记人名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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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第一章 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英国和法国的哲学心理学思想近代哲学心理学思想是传统科学心
理学的一部分来源。
本书前两章，将专门对近代哲学心理学思想作一概述。
第一章主要介绍英、法两国经验主义心理学思想(也包括联想主义和感觉主义心理学在内)，第二章则
主要介绍德国理性主义心理学思想。
第一节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英国和法国的哲学心理学思想的历史背景17世纪至19世纪的英国和法国，
是推翻封建主义制度，逐步确立资本主义统治的时期。
在这一时期里，经济上，首先是英国，后来是法国，封建生产关系逐渐解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步
确立，资产阶级逐渐掌握了国内外贸易和国民经济的命脉。
政治上，英国通过17世纪的革命，法国通过18世纪的革命，新兴的资产阶级先后从封建主手中夺取了
政权，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
随之，两国社会的基本矛盾由封建主同资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矛盾，开始转变为新的资产阶级统治者
同广大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矛盾。
科学上，在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需要和反对宗教神学斗争的推动下，自然科学有了长足的进步。
开始形成为独立的科学部门的一些分支，如生理学、解剖学和医学，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特别是力学、数学和天文学，获得了巨大的成就。
这些科学成果促进了人的思想解放，为近代唯物主义批判封建神学和经院哲学提供了科学依据。
柏拉图又认为灵魂是与理性不可分割的。
当神创造世界时，神“便把理性放到灵魂里边去，把灵魂放到身体里边去”。
所以，理念不是外在世界的反映，而是外在世界的根源。
不是万物产生了理念，而是理念产生了万物。
学习是把生而具有的理念从灵魂深处挖掘出来或回忆出来的一种过程。
所以学习就是回忆。
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322）反对柏拉图的理念论，以为理念不是万物的根源。
尽管没有万物的理念，万物还是会有的；没有苏格拉底这个理念的存在，苏格拉底其人还是会出现的
。
他提出了四因论。
他把事物的原因分为四种，即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和目的因。
质料因是事物所由形成的原料，如铜像的铜，银盘的银。
形式因是事物的形式，因为每一事物都是以一定的形式出现的。
动力因是事物变化的最初源泉，“制造者是制造品的原因”。
目的因是事物终极的原因，例如散步为了健康，健康是散步的目的因。
亚里士多德以为质料是消极的、被动的，形式是积极的、主动的；形式被视为事物之能动的本质。
譬如，建筑家建筑房屋需要一个蓝图，证明了形式先于质料。
但自然界的形成与此不同。
亚里士多德扩大了形式的作用，似乎在自然现象中，形式这个能动的本原先于质料这个消极的本原。
这便导致了亚里士多德的所谓“形式的形式”成为宇宙变化的第一动力。
因此，他否定了理念，却又引进来与理念相同的“形式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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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西方近代心理学史》是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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