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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卷为车文博教授主编的《中外心理学比较思想史》（共三卷）第一卷。
它的任务主要是分别介绍中外古代“四方”的心理学思想，并对其进行比较评析。
中国古代指先秦时期至清代末期。
而所谓的外国古代，则包括欧洲古代（主要为古希腊罗马、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并延续到近代科
学心理学诞生之前）、印度古代（包括中世纪）和阿拉伯古代（包括中世纪）。
现在国际学术界的共识是，世界上有四种具有地理特征并自成系统的文明体系（主要是哲学体系、伦
理学体系与政治思想体系等），即中国文明、希腊文明、印度文明与阿拉伯文明。
目前也有不少学者特别是西方学者，常将古代中国、印度与阿拉伯的文明合称为东方文明。
当然，与此相应，古希腊文明就可以称为西方文明。
可见，此“四方”包含着东方与西方。
这也就是我们选取此“四方”的心理学思想作为探讨与比较评析之内容的依据。
中外古代“四方”的心理学思想均包含在哲学思想之中，因而可以称为哲学心理学思想，其哲学家也
就是心理学思想家。
但从某个角度看，哲学思想有两种，即世俗哲学与宗教哲学，二者对心理学思想的影响是不大相同的
。
就主要倾向说，在中国古代占主导地位的是理性哲学，其心理学思想也就基本上摆脱了宗教哲学思想
的影响，只有道教的和佛教的心理学思想才属于宗教哲学思想的范畴；而其他“三方”则不然。
在欧洲，古希腊的心理学思想是包含在哲学思想之中的，但到中世纪后，其宗教哲学（经院哲学）思
想占了主导地位，因而其心理学思想基本上是受宗教哲学思想支配的，只有为数不多的心理学思想才
没有打上宗教哲学思想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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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的出发点是中国国情，具体地说，就是中国当代的心理学。
作为科学文化知识中关涉人性问题的基础性研究部门，中国当代心理学的现状及其发展态势，是中国
国情特别是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书试图揭示中外哲学心理学发展的共同规律和特殊规律，以及它们的重要贡献和对后世的深远
影响；了解西方科学心理学的重大贡献及其对中国科学心理学发展的影响，把握中国学者在引进和传
播西方科学心理学方面的主要成就；研究20世纪50年代以来当代西方主要心理学学派思潮在中国发展
的历程及其重要影响，掌握中国学者在中外心理学方面的主要科研成果；总结中国本土科学心理学发
展的历史经验，洞悉中国本土心理学与世界全球化心理学发展的辩证统一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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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六节 中外古代人性论的比较评析古代中国、印度、巴比伦和埃及（属阿拉伯）、希腊（属欧
洲）（以下简称中外古代“四方”）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这里诞生了世界上最早的文化，也孕育了
人类最早的宗教哲学与理性哲学思想。
而这一成就显然是与人的活动、对人的认识，以及人性的弘扬紧密联系的。
众所周知，文明时代的一般特征：一是创造文字，并用于记录文献；二是产生分工，以及由之而出现
人际交往与商品生产的发展；三是出现炼铁技术，“学会对天然产物进一步加工”（恩格斯）；四是
形成阶级和确立私有制；五是出现国家与作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城市；六是确立一夫一妻制的
家庭，取代群婚制。
这也表明，没有对人的重视与人性的弘扬，是不可能出现人类文明的。
一句话，中（中国）外（印度、巴比伦、埃及与希腊）古代文明的出现，为其认识人性、尊重人性与
弘扬人性奠定了共同基础。
一、对人性的共识（一）认识人性的地位一般地说，古代思想家已经能够较自觉地把人同物及动物区
别开来，确立了人在大自然甚至社会中的地位。
如古代中国和希腊都提出了人贵说与人本说，强调人为万物之灵，或人既贵于物又贵于神。
认为一切工作都应当以人为出发点，要爱人（民）、安人（民）与利人（民）；认为人的本性就是追
求快乐、尊严与自由，必须顺应人性。
古代印度与阿拉伯从“梵我一如”、“人性神赋”的观点出发，也肯定我心中的我“大于万有世界”
，或人是“高于一切动物的存在”。
（二）了解人性的本质古代东西方思想家都认为，人性是由各种要素构成的。
其共同考察的是，人性同物性（动物性）、神性、个体（或自我）的关系，以及自我的发展过程。
一般的共识是：人既含有物性，也含有神性（佛教称“佛性”）；有的还明确地提出了人类双性说，
认为人类行为具有动物性与人性双重性，还认为人性属于自我，肯定人性的个体实在性，并且还有一
定的发生与发展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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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外心理学比较思想史(第1卷)》为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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