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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 斯洛 ( A b r a h a m H
.

M as lo w

19 。名一19 7。 ) 是美国人本主 义心 理学的 创始人
。

早

年在 威斯康星大 学取得学士
、

硕 士和 博士 学位并任

讲 师
, 以后 担任布 蓝戴斯大 学心 理系主任兼教授

。

他对 比 较心 理 学和 社会心 理学有 较深 造诣
,

在美国

人本 心 理 学会成立 以后
,

曾担任美国心 理 学会1 96 7

一 19 68 年度 的主 席
。

马斯 洛的人本心 理 学理论着 重阐明 人除一般 生

理 动机外还 有高 级 的 心 理动机
,

包括社会性动机和

智能性动机 等
。

这 些 高级动机 的充分实现就是人 的

自我实现或人的价 值实现
。

( 一 )

马 斯洛在大 学时 代已经有 了这 种设 想的 萌芽
。

在 他成为一 位临床 专家的时候
,

他 曾把 以 自我实现

为奋斗 目标 的人称 为健康人
,

并把 他 的 理论称为关

于健康人的研究
, 以 区别 于仅仅从临床 资料所得 出

的理论
。

据 霍尔 ( M
.

H
.

H al l ) 的记 载
, 马斯 洛

早年生活 中有一段 经历 更加坚定了 他的 这一研究 志

向
。

第二次 世界大战期 间他 当时33 岁
, 日本空 军 猛

烈轰炸珍珠港 以后
,

他 目睹了一次极其哀伤的 市 民

游行
。

这次经历使他深深 意识到 战争给人类带来的

悲剧
。

他立 誓一定要证 明人类 有能力胜过仇恨和毁

灭
,

一定要通过对心 理上最健康 的人的研究来促进

这一事业
。

此后
,

’

马斯洛便集 中精力 于 “

健 康 人 ” ( 或
“ 自我实 现者 ” ) 的研 究

。

他能选择的 被试包括他

的朋友
,

历史人物和 当代著名 人物 ( 通过传记 或 自

传 ) 和 三千名大 学生
。

这些研究为他的 理论探讨提

供 了进一步 的资料
,

使他在 四 十年代后期和 五十年

代初期能够 陆续在 许多 学术 刊物 ( 包括心 理 学的 和

其他有关 学科 的刊 物 ) 上发表论文
,

阐发了 他的 早

期设想
。

19 5 4 年
,

他对 这些 论文 进行了 系 统的 整

理作为一本专著发 表
。

这 就是 那本成为人本心 理学

基石而 引起美 国学术界广泛往意的 专著 《 动机 与个

性 》 ( (( M o t i , a t i o 双 a n d P e r s o n a l i t 了 》 )
。

在 这本书中
,

他系统地阐述 了他的 理论 的酝 酿过程

和 他的基本 观点
。

据 马 斯洛 自己的叙述
,

他的 理论蓝图 早在 193 。

一1 93 6年就 已在着手 准 备
。

他那时 已初步认识 到
,

整体论
、

动力 论和对 文化因素的 强 调这三者有本质

的联 系
,

应该 结合起来 构成一个概括 全面 的 理论体

系
。

这使 他意识 到他在 威斯 康星 所 学 的 比 较心 理

学
、

实验心 理学
、

以 及生物学和 神经生理 学 的知识

更 富有 意义
。

他并 谈到 完形 学派对 他的 影响
,

谈到

与各种唯 心 主 义 把逻辑规律 看成是思 惟 内部所

固 有的 这些 观 点相 反
,

马 克思主 义则 把逻辑规律 看

成 是通 过实践所把 握 的现实界 的各种客观 关系 的概

括的 反映
。

“

人 的实践活 动千百 万 次地使人 的 意识 去 重复

各种不 同 的逻辑形式
,

从而使得这些 形式获 得公 理

的意义
” ( 列 宁全集第29 卷172 页 )

,

社会 实践 不

仅是思 惟 的真理性 的标准 ,

而且也 是 形成逻辑法则

与规律 的基 础
。

因 此 不 能把 思 惟归 结为构成思 惟成

分 的各种思 惟操作 的总和
,

因 此 ,

也不 能归 结为逻

辑机器 的
“

思 惟
” 。

逻 辑 机器 所能 完 成的 只是 由人这

样或那 样编定 的过 程
。

机器 只是 t’.
· ·

⋯ 由人 的手所

创造的 人脑 的器官
。 ” ( 马 恩 全集第6 卷第 2 册第

21 5 页 )
咨

恩淮的真正主 体是控 制思惟 的人
。

现代科 学所要 解决的 课题 是十 分繁重 的 ,

这就

是要求进一步发展思惟 的逻辑 装置
,

这便导致 了形

式逻辑 的各种新 流派的 建立
。

但是
,

对 思惟 的研究

不 能局限于只是研究形式逻辑法则
。

思 惟研 究首先

包 含着思惟对客观现实 的关系与 一 般的 认识 方 法问

题
。

思 惟在认识方面 与逻辑方 面 的 统一 ,

最完整地

表现在马 克思主义 的辩证逻辑 之中
,

而马 克思 主 义

的辩证逻辑乃 是关于 认识 对象 的发 展
,

自我运 动 的

学说
,

认识 是怎样反 映在思 惟 概念 的 运 动 之 中
。

( 桑柔 译 自 《 苏联大 百 科全书 》 第三版第十七

卷 第 i s a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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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 尔 德 斯坦 ( K u r t G o l d s t e i n ) 《机体论 》

( 《O r g a ni s 二 》 ) 的重要影 响
,

认为机体论是整

体论和 动力 论之 间的桥梁
。

从阿 德勒的著作和 演讲

中
,

从新心 理分 析学派弗洛姆和霍尼的 学说 中
,

他

认识到弗 洛伊德 学说的缺陷和许多其他重要问 题
。

他并研究 了人类 学
,

对美 国北部黑足印第安人进行

了 现场旅行调查
。

所有这 些都 使他能够更好地为人

本主义 目标服务
。

( 二 )

对 于 马 斯洛的 理论
,

我 国国内已 陆续 有过一些

介绍
,

谈得较多的 是他的动机 层级 说或 需要 梯 级

论
。

概要地说
, 马 斯洛认为人 的动机 或需要可以 分

为七 个梯 级
,

最下层是生 理动机 或需要
,

依次向上

是安全和 经济保障
、

友爱和 社会
、

尊重 和名 望
、

理

解和 认知
、

审美
,

直到最高一 级的 自由创造的动机

或 需要
。

马 斯洛把下两 层列为人 的低级动机 或生存

需要
,

上五层为高级动机或心 理需要
,

他认 为人 的

动机 或需要是一个 由低而高 逐级 实现 和 形 成的 过

程
,

人生 的最高追求就是 自由创造
,

自由创 造的实

现就是人 的 自我实现
,

也就是 人 的 价值 的完 满实

现
。

除以 上要点 已散见于 其他期刊文章 的介 绍外
,

这里 作为补充
,

再概括说 明马 斯洛 自己对这一 理论

要义所做 的 阐述
:

一
、

马 斯洛认为
,

高级动机和 低级动机尽管有

不同 的特性 ( 指心 理与生理不 同 ) ,

但高级 动机也

是人 的基 本的和给定的 ( 自然秉赋的 ) 特性
,

是生

物进 化到 人类而 愈益显著的 特性
。

而不 是象某 些传

统心 理学理论所 说的 , 非人性所 固有
。

他认 为这一

认识对于 心 理学和 哲学理论必 然具 有 许 多革 命后

果
,

有助 于人 类文化的趋向统一
。

二
、

传统 心理学中意动与 认知的对立 也因 而必

须被认为是虚假 的
,

非 本质的
。

马 斯洛指 出
,

对于

知识
、

理解
、

哲 学沉思和 理论参照 系 以价值体系的

需要
,

这本身就是 一种 意动
,

就是我们原始的动物

本性 ( 我们是特 殊的 动物 ) 的 一部分
。

另一方面
,

由于 我们认识 到我们的 需要 并不 完全是盲 目 的
,

认

识 到这些 需要 是受文化
、

现实和 可能性制约的 , 因

此
,

认知在 需要 或意动的 发展 中会起很大的 作用
。

可 以说
,

认知本身即一种意动 ( 一 种需要 ) 意动本

身 即认知 ( 没 有认知
,

意动不 能存在 ) ; 认知服务

于 意动
。

三
、

所谓社会与个人的对立也应该 重新审查
。

如果认为人只有低级 动机而 没有高级动机
,

就会认

为社会 的主要职能在 于约束和 抑制个人动机
。

如果

认为人不 仅有低 级动机
,

而且有高级动机
,

就会认

为社会的 主要职能应该是促进 人的 动机 的逐 级实

现
。

社会不 仅是为 了满足人的 需要 ,

而且社会本身

也是人类需要所创造
。

四
、

由此并可 以得到一种关于 古老问 题 的新 看

法
。

传统上 由于对人类动机的误解
,

而出现所谓 自

私和 不 自私的区 分
。

但是
,

马斯洛问 道
,

如果我们

由于 爱的 动机在 看到孩子吃搪 比我们 自己 吃能得到

更大的 满足时
,

这里的 自私和 不 自私的 区 别在 哪里

呢? 由于 我们对人类动机的 正 确认识 ,

高级 的 欢乐

主义 可以 取代低级 的 欢乐 主义
。

五
、

传统心 理学 中关于驱 力降低或紧张缓解 的

理论也 应再议
。

所 谓 紧张缓解是指人在满足驱力的

追求以 后所达到的体内平衡状态
。

马斯 洛认为这只

适用于 人的 低级 动机的 追求
,

涉及人的高 级需要则

只能用生 长概 念 ( g r o w th ) 来说 明
。

所谓生长是

指理想超 越发展过程
,

它不在 于寻 求紧张缓解
, 而

是相 反
,

往往 自觉地保持紧张甚至 制造紧张以促进

创造潜能的 发挥和 自我的实现
。

( 三 )

在 马 斯洛这 些 观 点陆续发表的同一时期
,

美国

还有一些 知名的心 理学家也在探讨类似的 问 题
。

其

中主 要 的有
:

戈尔德 斯坦
、

G
·

奥 尔波特
、

霍尼
、

沙利 文
、

弗洛姆
、

罗 杰斯
、

C
·

比 勒
、

罗洛
·

梅
。

而且
,

正如 上文提及 的 马斯 洛在战争期间的 感受一

样
,

美 国除一些 心 理 学家外还有许多其它领域的 学

者 包括社 会学家
、

经济 学家
、

人类 学家和 宗教学家

对人类前景也都怀有深 深的 忧虑
。

他们共同 的看法

是
, 当 代科 学的 发展并不 能解决有关价值观 念的 问

题
,

而这 一 问题不 能解决
,

人类最终将有 自我毁灭

的危险
。

这一 共同的 认识 导致五十年代中哈佛大 学

社会学教授索罗 金发起的 “

创造 性利 他主 义研究

会
”

的成立
, 马 斯洛是这一 团体的 主 要成 员之 一

。

五十年代末
,

索罗金
、

马 斯洛等共同召 集了 “

人类

价值新知识
”

专题 讨论 会
,

参加讨论的有 上述各领

域的 知名 学者和 心 理学家
。

1 95 9年
,

讨论 会的重要

发言 由马斯洛主 编 以 《 人类价值新知识 》 为题 公开

出版
。

这次会后
, 一 个新 的心 理 学 学派 便 酝 酿成



新 书 介 绍

美 国 的 普 通 心 理 学 教 科 书

·

潘 洁
·

( 华东 师大 )

近 年来
,

由于 教学工 作的 需要
, 翻 阅 了 几本美 19 7 6 ) , 和 得克萨斯 大 学 的 克 雷 福 特

.

摩 尔根

国 的普通心理 学
。

其 中
,

对斯坦福大学的 欧内斯脱 ( Cl i f f o rd T
·

M or g a n ) 和 北卡洛 来 纳大学 的
·

黑 尔加特 ( E r n e s t R
·

H i l g a r d ) 理查 德
·

阿 理查 德
·

金 ( R i e h a r d A
.

K i n g ) 合 著 的
a

心理

特金森
, ( R ic h ar d C

·

A t k in s o n ) 丽 塔
·

阿特 学导言
” ( 第五版

,

19 75 年 ) 三本普通心理 学教科

金森 ( R it a L
.

A t k in so n) 合著 的 “心 理学导言
”

书 印象较深
,

个人认为 是具有一定价值 的 参考书
。

( 第六 版
, 1 97 5年 ) ,

哈佛 大学 的 杰 奥 夫
·

卡根 这 三本教科书就其体系 和 内容而言
,

是有不少

( Je oi ve K ag an ) 和 欧内斯脱
·

哈维 曼 ( E rn e s t 共同 点的
。

以斯坦福大 学的 t’J 合理 学导言 ” 一 书为

H av em an n ) 合著 的 “ 心 理学入 门” ( 第三版
,

例
,

它 分为八大部分
,

共十九章
。

第一部分
,

心理
口 . 。, 目 . 户 . . . ‘. . 协 , . . 洲州. 卜侧. . . 口, 门 , , 月. 卜 . . , . . . , 日 . 0 . . . , 州 . 户 . , ‘ 口. 户 ‘. 。, . . . . . , 门. 协 . . . ‘口. 娜‘峨 . 砂. 户. . , 、月, 卜叫

卜
. . , , . . . 闷. . , . . 口 弓. 口 . 月. 卜 ‘

熟
, 19 61 年马 斯洛与 上述 一些著名心 理 学家共同发

起建立 了 美国人本心 理学会
,

并于 196 2年举行 了美

国人本心 理学会的 第一次代表会议
。

会议确定人本

心理 学主 要关心 的问题 是人的 尊严和价值
,

应该着

重研 究人对生活意义的 自主 选择和人的 创造潜能发

挥或 自我实现 的规律而不 是机械的还原 论
。

( 四 )

马 斯洛在 晚期 进一 步 阐发 和 充实 了 他 的人本主

义基本观 点
。

学会成立 以后 的 十年或他 生命最后 的

十年 间
,

他又 陆续发表了 许多 论文 和 几 本专 著
,

其

中主 要的 有19 6 6年出版的 《 科学之心理 学 》 ( 《 T h e

P s y e h o l o g y o f s e i e n e e 》 ) , 1 96 5年 的 《趋 向

存在心 理 学 》 ( 《T o w a r d a p s v e h o l o g y o f

b e in g 》 )
,

和 他死 后发 表的 《人性 之 所 能 及 》

( 《 T 五e f u
r t h e r r e a e h e s o f 五u m a n n a t u r e , ,

197 1 )
。

在 这些 著作 中
,

马 斯洛进一 步探讨了 人本主

义的 方法论问题 并预测 了人本心 理学的 发 展趋 向
。

马 斯洛表达 了 他对近 代实验心理学方法论的 怀

疑
。

他认为实验心 理学由于对科学方法的 片面 理解

而放弃或损害了 心理学正当主题
—

人类本性甚至

人的生活 本身的 研究
,

他警告科 学 不 要把婴儿和 脏

水一 起倒掉
。

马 斯洛强 调
,

只要涉及 人的 价值和 人

类进步
,

就不 能 仅仅依据 临床资料和 对一 般人的 调

查 统计及 平 均 数字提出 理论
,

而应该着重 研究健康

人 ( 自我实现者 ) 的 选择
、

爱好和 判断作为人 的生

活 的 指 导原理
。

这种研究住往涉及个人较 长 的生 活

经历 ,

只能 以个案研究为基础
,

绝不是实 验室研 究

所能奏效的
。

对于 人本心 理学的未来 发展
,

马 斯洛认为最后

的归宿可 能 是一 种
“

超 个 人的心 理学
”

( t ra “Pe 卜

s o n a l p s y e h o l o g y )
。

他说
: ‘

我应该说
,

我认为

人本主义 的
、

第 三 种力量 心 理 学是过渡的 心理学
,

是为 更
“

高一 级 的 ”

第 四种心 理学所进行 的 准 备
。

第四 种心 理 学 是 超个人的 ( t r a n s p e r s o n a l )
,

超人 的 ( t r a o s h u m a n )
,

以宇宙为 中 心 而 不 是

以人的 需要 和 兴趣 为中心
,

超 出人道
、

自我实现等

等的 范围
。

⋯ ⋯ 我们 需要某 种 “

大于 我们的 ” 东西

作为我们敬畏 和 献身的对 象⋯ ⋯
。

马 斯洛的 学说在美国 已 引起广泛 的反 响
。

他 的

动机论 已成 为组织 管理心 理学和 教育 心理学的 重 要

组 成部分
,

并 在西方和 日本 企 业 界应 用 推广
。

据 一

般估计
,

在美 国大学中
, 现 在约有三分之 一的 学 院

心 理学人士 赞成 人本心 理学 的 基本观 点
,

而实验心

理学则 批评马 斯洛的 概 念模糊
,

理 论 体 系 不 够严

密 , 方 法欠科 学
。

但在社会 上
,

马斯洛的 著作则 受

到普遍 的欢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