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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阐释:维果茨基学派心理学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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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维果茨基学派又称文化历史学派,形成于 20世纪 20年代中期。维果茨基学派心理学的思想核心是其学派

奠基人———著名心理学家维果茨基提出的文化历史概念, 其含义是, 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物质文化和精

神文化对人的心理发展起着决定作用。维果茨基学派是当代有重要影响的心理学派, 对现代心理科学的发展产生

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国际学术界出现的 “维果茨基研究热”, 维果茨基学派再度受到世人的

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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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果茨基学派又称文化历史学派, 是当代国

际上一个有重要影响的心理学派, 形成于 20世

纪 20年代中期, 由 20世纪心理学大师 Л.С.维

果茨基创立, 著名心理学家 А.Н.列昂节夫 、А.

Р.鲁利亚等也是这个学派的重要成员 。维果茨

基学派心理学思想堪称 20世纪世界心理学的瑰

宝 。从 20世纪 80年代起, 其学派创始人维果茨

基的心理学思想引起全世界心理学家的普遍重

视和高度评价 , 并最终形成了全球性的 “维果茨

基研究热 ”, 充分显示了维果茨基心理学思想对

现代心理科学重要的现实意义 。

　　一　维果茨基学派的内涵

维果茨基心理学派因其提出人的心理发展的文

化历史概念而得名 。 1930— 1931年,维果茨基撰写

了 《高级心理机能的发展 》一书, 这是他创立文化历

史理论的代表作, 在心理学中首次提出了 “文化历

史理论 ”。其含义是, 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

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 对人的心理发展起着决定

作用。维果茨基将人的心理机能区分为既有联系又

有区别的两种形式:一种是自然的 、直接的低级心理

机能;另一种是社会的 、间接的高级心理机能。作为

心理学研究对象的人的各种高级心理机能, 就像人

的实践活动以劳动工具为中介一样, 是以社会文化

的产物 ———符号为中介 。人正是借助于符号,特别

是语词系统的中介从根本上改变着一切心理活动,

从而形成了人类特有的 、被中介的心理机能。然而

人所特有的被中介的心理机能最初并不是从内部自

发产生的,而是在人们的协同活动和人与人的交往

中形成的 。所以, 人所特有的心理过程结构最初必

须在人的外部活动中形成,然后才能转至内部,成为

人的内部心理过程的结构。这就是维果茨基的 “中

介”和 “内化”的概念, 它们是高级心理机能产生与

发展极为重要的机制。可见, 在维果茨基那里社会

文化决定个体心理含有下列图式:集体 (社会 )活

动—文化 —符号—个体活动 。研究个体心理的形成

必须先探索这个图式各个环节的转化。

为了检验文化历史理论的基本原理, 维果茨基

和他的工作人员拟定了 “双重刺激法 ”, 借助于这种

方法提出了符号中介过程的模型, 仔细研究了使符

号 “转变 ”为心理机能———注意 、记忆 、思维结构的

机制 。对学习理论来说, 关于 “最近发展区 ”———时

间阶段的重要原理是文化历史理论的局部结果, 在

与成人协作的 、以符号为中介的活动结构的内化影

响下,在这个区域中进行着儿童心理机能的重新

组织 。

文化历史理论力图证明人的心理发展的源泉和

决定因素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发展的文化,

这对消除把心理过程理解为精神的内部固有属性的

唯心主义观点的影响,克服无视动物行为与人的心

理活动的本质差异的自然主义倾向起了积极的

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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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维果茨基学派的形成

维果茨基学派产生于 20世纪 20年代中期 。 20

世纪初期的心理学, 无论在对象和方法上都存在危

机,表现在理论和方法论上的混乱。针对这种情况,

F.布伦塔诺在 《经验主义心理学》一文中指出, 今天

对于心理学来说最迫切的需要是观点的一致性,而

不是多样性和深刻性
[ 1]
。 С.Л.鲁宾斯坦则认为,心

理学中这种危机的趋势是让心理学分解为各个心理

学的分支,而这些分支又分化成相互对立的各个流

派
[ 2]
。由此可见, 心理学的迫切任务是建立心理学

的一般科学理论,它的使命是使不同种类的资料一

致起来,使不一致的规律和基本概念系统化,并确定

心理学的主要对象,建立心理学的主要原则 。维果

茨基指出,这一任务不可能通过在旧的心理学假设

上建立统一心理学的途径得以完成, 它必须对心理

学的基础进行改造, 改造心理学的基础必须运用科

学方法论。维果茨基认为,只有以历史为基础,才可

能把科学方法论运用于心理学研究 。维果茨基强
调,心理机能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是 “解决人类一切

心理学问题的关键”
[ 3]
。

20世纪初也是苏联心理学的初创时期, 十月革

命前的俄国心理学处在以 Г.И.切尔潘诺夫为首的

唯心主义的统治下,行为主义 、格式塔学派等对俄国

心理学都有重要影响 。当时面临着对旧心理学的批

判和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创建新的心理学体系的巨

大历史课题 。以 К.Н.科尔尼洛夫为首的一批要求

进步的年轻心理学家力图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改

造传统心理学, 维果茨基积极投身这场斗争 。针对

行为主义和唯心主义心理学导致心理学在方法论上

的危机,维果茨基撰写了 《意识是行为心理学的问

题 》 ( 1925)的论文, 明确提出 “忽视意识问题,心理

学就会给自己堵塞通向研究人的比较复杂的行为问

题的道路。”
[ 4]
他认为,如果我们 “把意识从科学心

理学的范围内排除出去, 就会在很大的程度上保留

过去主观心理学的二元论与唯灵论。”
[ 5]
这是他后

来之所以从事高级心理机能研究的中心思想。
1924年,维果茨基应新任莫斯科心理研究所所

长 К.Н.科尔尼洛夫的邀请来莫斯科心理学研究所

工作, 在这里他孜孜不倦 、夜以继日地刻苦工作,坚

实的哲学基础 、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使他积极
参加了批判旧的传统心理学与建立新型的马克思主

义心理学的斗争 。他连续发表了诸如:《反射学的

研究方法与心理学的研究方法 》 ( 1924) 、《意识是行

为心理学的问题 》 ( 1925) 、《心理学危机的历史内

涵 》 ( 1927)等有影响的科学论文,同时还在心理学

研究所的各种会议上就如何建立一门新心理学发表

自己的意见 。他旗帜鲜明的观点与严谨踏实的科学

作风和非凡的创造力与崇高的人格魅力赢得周围同

事和学生的钦佩, 他们便很快团结在他的周围。最

初是 А.Н.列昂节夫和 А.Р.鲁利亚特别拥护他的

观点,他们自发地形成了一个科学群体来探讨学术

问题,后来这个群体不断扩大, 其主要成员还有 Л.
И.包若维奇 、А.В.查波罗热茨 、П.И.津琴科 、Н.

А.梅钦斯卡娅 、П.Я.加里培林 、Л.В.赞科夫 、Д.Б.

艾里康宁 、В.В.达维多夫等。这些人每周聚会一 、

二次,除了报告各自的研究成果外,还彼此交流学习

心得,讨论心理学的学术问题,从而形成了苏俄心理

学史上人数最多 、影响最大的学派 。在这个以维果

茨基为首的科学群体中,贡献突出 、成就最高 、影响

最大的首推 А.Н.列昂节夫和 А.Р.鲁利亚,他们既

是维果茨基的学生,又是维果茨基最亲密的学术伙

伴。因此,也有人以他们三人的名字将此学派命名

为维列鲁学派 。维果茨基在 20世纪 20— 30年代提

出了文化历史理论,亦即人的高级心理机能的社会

起源理论,随着他的学生们进行大量的理论研究和

实验研究,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弥补维果茨基未竟的

工作,从而使文化历史理论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其特点是参与这个学派的成员的一切研究都从各自

不同的方面进一步证实了人的高级心理机能的发生

与发展是受社会文化历史所制约的, 因此把这个学

派又称之为文化历史学派。

　　三　维果茨基学派的研究

早在 20世纪 20— 30年代, 维果茨基就提出了

著名的文化历史理论,即高级心理机能的社会起源

理论 。在此理论的基础上以维果茨基 、列昂节夫和

鲁利亚组成的 “三人小组 ” (Тройка )的研究主线有

三条
[ 6]
:其一, 研究高级认知功能在不同的文化环

境中存在怎样的不同,以此说明认知的文化历史性

有别于生物性 。其二,对同卵双胞胎和异卵双胞胎

的比较研究,以便对每类双胞胎的发展变化进行追

踪。最后,该小组还对正常儿童和智障儿童进行了

对比研究 。这项研究不仅具有理论意义,也很有现

实意义。它不仅揭示了认知发展的生物学因素, 而

且推动了特殊教育课程的形成, 通过教育来弥补生

理异常所导致的认知缺陷 。维果茨基逝世后, 他的

两个忠实的合作者列昂节夫和鲁利亚进一步继承和

发展了维果茨基的科学思想, 尤其对维果茨基最先

提出但因其英年早逝而最终未能完成的两个问

题———活动和物质本体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列
昂节夫由此提出了流传甚广的活动理论,而鲁利亚

则在自己研究的基础上创立了闻名于世的神经心理

学。此外,维果茨基的其他学生和追随者以心理文

化历史发展理论为起点, 又进行了新的研究并构建

了各自新的独特的心理学理论。如 П.Я.加里培林

从 20世纪 50年代以后,对思维问题,特别是对智力

活动按阶段形成的问题进行了许多研究,提出了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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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活动按阶段形成的理论, 在学习心理方面有较大

的贡献 。 В.В.达维多夫及其助手依据 “真正的教学

应该引领发展 ”的思想, 把学习过程理解为在结构

和内容上专门组织的和可控的特殊的活动 。 Л.В.

赞科夫 、Д.Б.艾里康宁等人根据维果茨基关于 “教

学与发展”和 “最近发展区 ”的理论进行的 “教学与
发展”的理论与实验研究。在高级心理机能历史起

源学说的基础上, П.И.津琴科对年龄发展 、不随意

记忆和随意记忆的研究, А.В.查波罗热茨所创立的

随意运动和动作产生和发展的理论, 以及根据维果

茨基缺陷学的思想, Н.Г.莫洛佐娃对儿童心理发展

异常的研究, Р.Е.列维娜对智力落后儿童言语发展
的特点的专门研究 。特别是 20世纪 70年代以来,

Л.В.赞科夫 、Д.Б.艾里康宁等人进行的 “教学与发

展 ”的理论与实验研究,其成果举世瞩目, 被称之为

“一场静悄悄的革命 ”。这些新的理论和研究进一

步丰富 、发展和完善了维果茨基的文化历史发展

理论。

　　四　维果茨基学派的影响

维果茨基学派自 20世纪 20年代中期形成,经

受半个世纪的风雨历程和几代心理学家不懈的努

力,直到 20世纪 70年代才得到全面完成 。它在苏

俄心理科学的建立和发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不

仅对苏俄心理学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而且还得到了

国际心理学界的承认, 成为当代一个有重要影响的

心理学派。 20世纪 60年代以来, 维果茨基的著作

又得以重新出版 。特别是西方学者自 20世纪 60年

代开始的对维果茨基的研究发展到 20世纪 80年代

以后最终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 “维果茨基研究热”,

使维果茨基所创建的学派得以重现光芒。

(一 )维果茨基学派在试图建立马克思主义心

理学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维果茨基看来, 20世纪初心理学所面临的危

机主要是方法论的危机。他认为只有在辩证唯物主

义哲学基础上才能克服这种危机 。因此, 他毕生都

在为建立马克思主义心理学而不懈地奋斗, 正像美

国科学哲学家 S.托尔明说的:维果茨基为把自己称
之为马克思主义者而感到荣幸,历史唯物主义方法

使他的科学探索获得了成就,就是这个武装他的哲

学为他提供了整合像发展心理学 、临床神经学 、文化

人类学 、艺术心理学这样一些学科的依据 。这正是

现在我们西方心理学家应当认真研究的东西
[ 7]
。

当然, 对于维果茨基来说,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并不是

教条的或者是从中可以找到心理科学所有具体答案

的学说,这些答案只有在对人的活动和意识细致的

科学研究的基础上方可获得。因此, 要建立马克思

主义的心理学并非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往往要经过

曲折的道路,要不断地进行改革 、创新和发展 。在这

方面维果茨基学派堪称典范 。

(二 )维果茨基学派的研究对于正确理解人的

心理的实质有着重要意义

维果茨基学派提出了文化历史理论解释和说明

高级心理机能的发展,奠定了苏俄心理学研究的基

本理论。维果茨基学派强调研究意识问题, 研究人

的高级心理机能,研究意识的起源 、结构和发展。这

个学派认为,高级心理机能是一个整体结构,它的形

成是一个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从这一基本理

论出发,该学派把所有研究课题都放到人类活动和

社会关系中加以考察,甚至是一般认为有较强的自

然科学性质的鲁利亚的神经心理学也不例外 。从而

证明了人的心理是受社会文化历史制约的, 贯彻了

客观现实是心理的源泉这一唯物主义决定论的原

则, 这对于正确理解人的心理的实质有着重要的

意义

(三 )维果茨基学派的研究进一步丰富了现代

心理科学的理论宝库

维果茨基学派的心理学思想异常丰富,这个学

派的成员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理论 、概念及方法,如独

具创造性的高级心理机能历史起源理论 、活动理论 、

内化理论 、工具理论 、中介理论 、教学与发展理论 、智

力活动按阶段形成的理论 、儿童心理发展分期说及

最近发展区 、发展的社会情境 、发展性教学等概念,

还有新颖别致的实验—发生法 、因果分析法 、单元分

析法和双重刺激法 、共轭运动法等 。它们不仅为世

界心理科学的宝库增添了新的内容, 而且还广泛应

用于教育实践领域,成为世界许多国家中小学教学

改革的主要依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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