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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随园大家丛书”定位在学术和生活传记之间，力求反映每位大家的学术人生与心路历程，并且要避
免过于学术化和理论化，能够适合一般大众阅读。
同时要求插入60至100幅图片。
《心理学史一代宗师(高觉敷传)》为“随园大家丛书”之一。
郭本禹、魏宏波所著的《心理学史一代宗师(高觉敷传)》在写作方式上，力图贯彻撰写人物传记的特
殊要求，以时间为经，以空间为纬；以叙述为主，以点评为辅；以高老的生平为主线，将其学术成就
穿插其中，尽量发掘其生平事迹和趣闻佚事，特别是影响其学术成长和创造过程中的一些偶发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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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东晋明帝太宁元年，著名舆地学家郭璞，采取依江、负山、通水的原则进行选址营造，设计了东庙、
南市、西居和北埠的城池布局，以致引成“门前流水、户限系船、花柳饰岸，荷渠飘香”的江南水城
特色。
北宋时期，随着温州农、商及手工业的日趋发展，城内的居地开始形成和建立了市坊制。
绍圣二年(公元1095年)，温州太守杨蟠在其任职期间，根据坊巷所在的方位、走向以及地理环境划定
为三十六坊巷并予以命名，这就是温州历史上的北宋三十六坊制。
其中最著名者有五马街、墨池坊、谢池坊等。
    五马街，古称五马坊，是温州市区最著名的一条商业街。
相传东晋“书圣”王羲之任永嘉郡太守时始有五马坊。
明嘉靖《温州府志》载：“王羲之，山阴人，为永嘉郡守。
出乘五马，老幼仰慕，为立五马坊。
”清光绪《永嘉县志》亦载：“王羲之守永嘉，庭列五马，绣鞍金勒，出则控之，故今有五马坊。
”唐宋以来，“五马坊”之名沿袭不变。
宋哲宗时，杨蟠守温州，于城中置三十六坊，内即有五马坊。
至清代，将坊改为街巷，五马坊也改名五马街。
同时一分为二，一条称五马直街，即郡治前或谯楼前南北纵向的街道。
民国时期已改称公安路。
另一条称五马横街，即现在东西横贯的五马街。
但王羲之任永嘉郡守一事，并无确凿史料可考，因此对五马坊的由来，又有两说：一说王羲之曾任会
稽(今绍兴)内史，性喜游览山水；他去官后，遍游东、中诸郡，所以其“游骑”也到过永嘉。
永邑人为纪念这位名士，乃立五马坊。
另一说认为五马坊根本不是由王羲之而来，却是“谢灵运为永嘉太守，以五马自随，立五马坊”(见洪
庆商《韩文辩正》)。
总之，“五马坊”不管是由王或谢而立，其起源已久，且与太守使用五马有关，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
    墨池坊，巷名，在今温州市城区。
我国唐代以来，有坊市制度。
坊居人，市贸易。
坊内建屋，外有坊门，早晚启闭。
坊便是居民地。
北宋《祥符图经》载：温州有坊五十七。
绍圣年间，杨蟠任知州时，定为三十六坊，墨池坊即其一。
相传其地原有一个水池，每当大地春回，蝌蚪滋生，游于水中，水面时见墨点，而没之则无，故有墨
池之称。
但唐以后则传为：东晋王羲之曾任永嘉郡守，常临此地作书，洗砚于此池，于是变成墨池；至北宋，
米芾又大书“墨池”二字于其上。
因王、米二人均为我国大书法家，故历代地方史志都采取此说，而此池也为邑人所喜爱，颇有记述和
吟咏之作。
如明周旋诗云：“何以清池唤墨池，昔年临此有羲之。
⋯⋯学书老我犹成拙，为表遗踪一赋诗。
”南宋以后，坊市制度逐渐废弃，所谓坊者，都改称为街或巷；而墨池坊之名，却沿袭至今，始终不
变。
这也可视为邑人爱敬此坊之证明。
    谢池坊即今谢池巷之旧称，南起人民东路，转西至解放南路，因谢灵运及其谢池而得名。
谢灵运(公元385—433年)，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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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祖父为东晋名将谢云，因在淝水之战中立有大功，授予“康乐公”之荣，故人称之“谢康乐”。
据说谢灵运在温州任太守期间，颇著政绩，为人所敬仰。
苏东坡有诗句道：“自言官长如灵运，能使江山似永嘉。
”谢灵运对温州的名山秀水素来爱好，曾遍历诸县，动逾旬月，写下了《登江中孤屿》、《西山》、
《郡东山望螟海》等不少描写温州风物的好诗。
谢灵运当年在此创第凿池于积谷山下，登高眺望，顿感风光无比，故常即兴吟诗。
他根据岁移物换的景色，写下了“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的千古名句。
清道光初年，邑人张瑞溥退职还乡，觅得“谢池”故址，便着手创建园林。
园内置设假山、亭台和花木，并建有“怀谢楼”、“春草楼”等纪念性建筑，与此同时还在谢池旁建
造三间古朴幽雅的楼房，定名“池上楼”。
1981年，市人民政府将此列为文物保护单位。
瓯江竹枝词所赋的“一绿池塘春水深，春风春雨日沉沉。
依家兄弟常离别，梦里曾无春草吟”之句，便是谢池坊春草池的景物写照。
到了清代，谢池坊改称谢池巷，“文革”时曾一度更名为绿化巷。
    鹿城的锦绣河山、工商经济、创新发展、繁华都市、宜居环境、人文历史，历来为文人叹赏，留下
许多优美篇章。
宋代诗人杨蟠曾作《咏永嘉》诗：“一片繁华海上头，从来唤作小杭州。
水如棋局分街陌，山似屏帷绕画楼。
是处有花迎我笑，何时无月逐人游。
西湖宴赏争标日，多少珠帘不下钩。
”    19世纪40年代以后，中国沿海城市与内地的差异逐渐拉大，沿海日益成为促进内陆变革的重要因
素。
上海、宁波、福州等地的铅活字排版和机械化印刷技术相继传人。
1878年，上海至温州往来客运航线开通，又开通了温州至宁波、厦门等航线，1896年温州邮政局设立
。
出国的留学生越来越多，对外交流日益加强，人们的视野空前拓展。
社会变革进人新阶段，整个社会涌动着除旧布新的热潮，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急剧的变化，社会文化
呈现多元、斑驳的色彩。
    一批仁人志士，为了振兴中华，坚持不断地进行探索。
辛亥革命之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相继爆发。
大门打开，极大地推动着人们的思想解放，民主共和的理念传播广远，各种“主义”开始在社会上广
泛流传，各种名目的政纲、政论、宣言遍布报刊。
过去遭到严禁的政党组织，竞相宣告成立。
新办报刊增加，中西文化激烈碰撞，各种新思想竞相传播。
    P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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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今年是我校110周年校庆，学校出版社为了配合校庆活动，策划了“随园大家丛书”，其中拟收入高觉
敷传，因我是高老的学生，这个任务就顺理成章地交给了我。
“随园大家丛书”定位在学术和生活传记之间，力求反映每位大家的学术人生与心路历程，并且要避
免过于学术化和理论化，能够适合一般大众阅读。
同时要求插入60至100幅图片。
根据“丛书”的设计思路，这本高老传记不打算写成研究高老思想的评传，而是写成一般性人物传记
。
在写作方式上，力图贯彻撰写人物传记的特殊要求，以时间为经，以空间为纬；以叙述为主，以点评
为辅；以高老的生平为主线，将其学术成就穿插其中，尽量发掘其生平事迹和趣闻佚事，特别是影响
其学术成长和创造过程中的一些偶发事件。
    当年我考取高老博士生时，他已是95岁高龄。
那时我们几个博士生排班，每周去他家里一趟，向他请教一些学习上的问题，顺便从学校把他的邮件
带过去。
高老晚年听力不好，我们之间的交流往往要通过笔谈。
当时我也是少不更事，没有刻意了解高老过去的工作和经历。
再者，高老为人低调，也很少跟我们谈自己的过去，特别是他历经被错划为“右派”和“文革”20多
年的蒙冤。
他晚年写的自传也主要谈其工作方面的事情，其他方面概不涉及。
所以让我来为他立传也是勉为其难。
为了尽快完成任务，我和我的博士生魏宏波一起来撰写这本高老传记。
由于这是高老的第一本传记，我们在写作过程中遇到三个大的困难。
    一是关于高老的著述文献问题。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高老这一辈学者的主要学术成就都是在解放前取得的。
解放前国家局势因战争动荡不安，高老在沪、川、粤、桂、渝、湘、苏等各地奔波任职，许多文献资
料在往返迁徙途中遗失掉。
加上“文革”中被反复抄家，又损失了一些文献资料。
因此，这么多年来，高老究竟发表了多少篇文章，出版过多少本著作，一直没有精确的统计。
在1986年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高觉敷心理学文选》(收文39篇)中，附有华东师范大学马文驹教授
编的“高觉敷教授著作年表”，共列专著27种，论文153篇。
在2006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另一本《高觉敷心理学文选》(收文40篇)中，我补充了马文驹教授编
的“著作年表”，包括专著、编著、译著40余部，论文170多篇。
此前我们查找的方式都是手工劳动，从一本本民国期间的杂志中去查找，从一本本旧书中去翻阅。
但是，哪个图书馆都难以藏全民国期间的期刊和图书，所以很难查找到高老的所有著述文献。
现在因为有了网上数据库，查阅起来就方便多了。
在阎书昌博士的帮助下，我们现在查到高老发表的论文、译文260多篇，出版专著、编著、译著40余部
。
高老在解放前介绍麦独孤的心理学、行为主义心理学、格式塔心理学、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皮亚
杰的心理学等工作，当时在国内基本上都是首创性。
同时，他不仅是进行单纯的介绍和翻译，而且往往是结合我国教育实际，提出如何在教育实践中加以
运用。
此外，对查阅到的著述文献的摘录也不易。
民国期间的文献珍贵，图书馆不让复印，我的博士生魏宏波只好带着笔记本电脑在南京几个图书馆摘
录高老著述的相关内容。
    二是关于高老的生平资料问题。
高老的生平资料见诸文字的微乎其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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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家族史和儿童青少年时代资料几近空白。
解放前，高老先后辗转于上海暨南学校、上海大学、国民大学、四川大学、广东省立勃勤大学、中山
大学、国立师范学院(蓝田)、复旦大学、金陵大学等10余所学校任教，并在商务印书馆、国立编译馆
任职，可以说经历十分复杂，这些经历在他的自传中只是一带而过，除此之外，外人知之甚少。
高老从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到十一届i中全会的20多年经历，也没有留下什么文字资料。
这为我们写作带来很大的困难。
我们只能以高老自传中提供的时续时断的线索，尽量查找到一些零零星星的信息和资料。
同时，我采访了高老的长媳和次子高醒华，由于他们都年事已高，有的情况他们不知道，有的情况他
们也记不清了，所以他们提供的信息量也有限。
关于高老被错划为“右派”的情况，我还采访了我院已退休的班华教授和唐淑教授，他们当时都是教
育系的学生，高老教过他们。
他们提供了不少宝贵的信息。
    三是关于高老的照片问题。
学校档案馆本来有几本高老的相册，但后来被高老最小的孙女拿走了，现在又联系不上她，因此，搜
集高老的照片也颇费周折。
我院的老教师郭亨杰教授、曾在我校教育系担任系主任的王振宇教授、我的师兄申荷永教授、高老生
前的学术助手刘恩久教授的女儿刘晏平老师、高老的孙女高允翔等人都提供了关于高老的宝贵照片。
    我们对以上为本书的写作提供过帮助的长辈、师友表达诚挚的谢意！
此外，我校档案馆申晓宁老师为我每次去档案馆查找关于高老的资料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丛书”策
划人丁亚芳主任多次和我沟通写作想法，责任编辑王欲祥、张莉老师为书稿的最后加工付出辛勤劳动
，在此一并致谢！
    最后说明一点的是，我作为学生为老师立传，心中时刻保持一个准则，力求避免溢美之嫌。
所以，在书中我是以第三人称来叙述的。
尽管如此，当写完这本《心理学史一代宗师——高觉敷传》时，我脑海中浮现出的是，在高老97年的
风雨人生中，他对于心理学事业兢兢业业的开拓，他对于教育事业矢志不渝的追求，他那拳拳的爱国
之情和报国之心，以及他那高尚的品格情操和非凡的人格魅力。
    郭本禹    2012年7月30日    于南京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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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觉敷先生建国后，历任金陵大学教育系主任、教授，南京师范学院副院长，中国心理学会副理事长
，九三学社江苏省委主任委员、中央常委，江苏省第四至六届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参议委员会
副主任。
高觉敷是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阅读郭本禹、魏宏波所著的《心理学史一代宗师(高觉敷传)》你会发现，在高老97年的风雨人生中，
他对于心理学事业兢兢业业的开拓，他对于教育事业矢志不渝的追求，他那拳拳的爱国之情和报国之
心，以及他那高尚的品格情操和非凡的人格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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