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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问题上，心理学史中有过两种极端的见解。行为主义

者否认人的意识，否认意志自由，认为人的行为完全是由外

界刺激所决定的。唯意志论者认为人的意志行为是不受任何

东西约束的，可以绝对自由，为所欲为。前者是极端的机械

论，后者是极端的唯心论。这两种见解都是错误的。 和这两

种见解相反，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人的意志是自由的，但又是

不自由的。说它是自由的，因为在一定的条件下，人可以根

据自己的意愿自主地选择目的，发动或制止某种行动，按某

种方式、方法行事；说它是不自由的，因为人的一切愿望、

一切行动都必须符合客观规律，否则，将一无所成。正如恩

格斯所说：“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

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

的服务⋯⋯因此，意志自由只是借助于对事物的认识来作出

决定的那种能力。” 意志自由是有条件的，并受历史条件的

制约。恩格斯说：“最初的、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人，在一

切本质方面是和动物本身一样不自由的；但是文化上的每一

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从开始懂得使用火和石制工

具的那一天起，人类就向自由迈出了第一步。随着对客观规

律的认识越多，越能运用客观规律，人类的意志也就越自由

。但是，在阶级社会里，人还受社会和自然界的两重压迫，

仍然很不自由；只有到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时代，人掌握

了更多的社会发展的规律和自然界的规律，才有可能获得更



大的自由。意志的社会历史制约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

是人的意志的自由度是受社会历史条件制约的；二是人们对

意志品质的评价是以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为转移的。 一个人

掌握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越多，越善于运用客观规

律，他对世界的改造也就越主动、越自由。而这种能力的获

得又依赖于人的主观努力，即需要勤奋地学习、勇敢地探索

、不断地实践。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