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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心理学史（1872—1》

内容概要

编辑推荐语
中国近代心理学史是中国1872—1949年引入、传播和消化西方心理学并自主发展中国心理学的历史过
程。 阎书昌编*的这本《中国近代心理学史（1872－1949）》以时间为主线，以中国近代史上重大社会
变迁为辅线，对中国近代心理学进行分阶段的分析与论述，其中将1872—1902年界定为西方心理学的
早期传入时期，1902—1918年界定为中国近代心理学的学科初创时期，1918—1937年界定为中国近代心
理学的制度建设时期，是中国近代心理学制度建设和思想发展的黄金时期，1937—1946年界定为抗战
时期中国心理学的艰难发展时期。本书试图以东西方心理学互动与交流为背景，重新审视中国近代心
理学的发展，梳理和挖掘其中的资源。
内容提要
晚清西学东渐背景下，西方心理学输入中国，与 中国传统文化相遇。早在1872年，一位署名“执权居 
士”的中国人创制过“心理（学）”这一颇具中国文 化底蕴的学科名称。晚清传教士在心理学课程开
设、 *述翻译方面作出了拓荒性贡献。晚清新政之后，近 代知识分子、留学生纷纷走上推动心理学在
中国发展 的历史舞台，并铸就了一个“黄金时代”。炮火连天 的战争年代，一批心理学者依然矢志
不渝地展开基础 研究和实践工作，延续着心理学在中国的血脉，追逐 着“中国心理学”的梦想。
心理学在近代中国的发展是心理学国际传播的组 成部分。其中既有传教士、留学生的引介和传播，亦
有国外心理学者来华开展的研究和实践，同时还有一 批心理学者在国际舞台上不断展示中国人以及中
国文 化对心理学的贡献。
阎书昌编*的这本《中国近代心理学史（1872－ 1949）》秉持实证史学的宗旨，发掘和梳理了中国近 
代心理学发展历程中大量的文献资料，它们将改变或 丰富学界对这一历程的许多认识，同时也使近代
心理 学者的追求为心理学事业后继者所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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