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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本心理学是在当代存在主义哲学思想影响下兴起的一个心理学流派
,

也是以心理

学资料论证人的价 值
、

为人的道德观念提供 自然科学基础的一种尝试
。

人木心理学强调心理学应该关心人的尊严和提高
,

应该研究对个人与社 会富有意义

的问题
,

强调个人对未来的选择
、

创造能力和自我实现运动
,

反对近代传统心理学中贬

低 人性的生物还原论和机械决定论
,

现已发展成为西方心理学中的一支新兴力量
。

人本心理学最初兴起于美 国
,

年
,

美国人本心理学会作为美国心理学会第 分会
一

丁式成立
,

并出版期刊
。

七十年代举行过国际邀请会议
,

在英国和 西欧都有 广泛影响

尽管欧美人本卞 义者在观点 七有所不同
。

由于他们的学说涉及人的价值
、

’

心理健康与社

会道德等为公众与社会所普遍关住的问题
,

他们的观点不仅在心理学界内部而且在一般

学术界和社会上都 已引起了广泛的响应
。

美国人才心理学的主要创始人是马斯洛 , ,
共同的发起人还有

戈尔德听坦
、

奥尔波待
、

带洛姆
。 、

霍

尼
。 、

比勒
、

罗杰斯 和梅 等
。

马斯洛于 年逝世
,

近年美国人本心理学的主要发言人是罗杰斯
。

马斯洛是比较心理

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
,

他的理论称为自我实现论
· 。

罗

杰斯是心理病理学家
、

心理治疗专家和教育改革家
,

他的理论称为以人为中心的 理论
 一 。

以下我们首先研究人本心理学与近代传统心理学两大

流派 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学说和行为主义学派的分歧
,

然后试以辩证唯物论观点对人

本主义观点进行初步的分析
。

马斯洛 与弗洛伊德

在西方心理
“之理 沦

一
,

一个长久争论的问题是遗传与环境对人类心理的相对作用问

,

本文对人本心理学观点的介绍 部分大体 与提供 中国心理学会基本理论 年学术会议 的论文

一致
,

但评论部分有所修改
。

关于人本心 理学的兴起背景
、

应并请参看近期 《心理科学通讯 》另文介绍
。

基 本观点及美 国心理学界的 一般评价反

·

这一节关于马斯洛理论的评述主要根据马斯洛的一部专著 《动机与个性 》 和马斯洛
主编俞文

集 《人类价值新知识 》
。

这两部文献是马斯洛生前概括提出人本心理学观点的主要文献
。



题
。

当然今天已没有那一位心理学家采取极端的立场
,

绝对肯定某一方面否定另一方面

的作用
,

但何者为主导的问题仍然存在
。

我们知道
,

弗洛伊键的理论是吸调遗传因素或生物因素的
。

他认为人的 木能本质上

是 自私的
,

是反社会的
,

让会要保持某种表面的秩序就必须对无节制的本能加 以约束
,

所谓人的社会意识不过是人对社会的一种顺应作用
。

弗洛伊德关于术我
、

自我和

超我的人格三分法所描绘的就是这样一种心理社会的冲突模式
,

在这一冲突中
,

由于个

人的弱小 扣社会的强大
,

因而人注定要成为自己内驭力和 才能的牺牲品
,

这是人生悲剧

的根源
。

他认为
“人甚至不是他自己家宅

—
自己心灵的主人

。 ” ”

马斯洛在遗传与环境的相对作用问题上并不反时弗洛伊 德的观点
,

宁可 说
,

他左这

个问题上要比弗洛伊德看得更深一些
。

马斯洛不是一般地强调人的遗传因素
,

而是强 调

这种遗传因素的内在价值石 在人类遗传因素中
,

马斯洛看到的是人类的希望而不 是弗洛

伊德所说的 “人类悲剧的根源
” 。

生物特性的延续有赖于遗传
,

人类 也不例外
。

但马斯洛强调人类遗传因素的进化差

异
,

强惆人类特育的内在价值
,

或人类特育的一些类似本能的潜能或基本需要
。

正如健

壮的人喜欢运用他们的肌肉
,

有爱的能力 也就有爱的冲劝和爱的需要
,

有智力则必然趋

向运用智力或进行创造活功
。

马斯洛概括这一基木事实的说法是
“能力要求被运 用

,

只有发挥出来才会停止吵嚷
。 ” ‘

但是
,

马斯洛的潜能论遇到一个难题
。

因为学术界已普遍接受一种说法
,

即某些才能

在生物系谱电随等级的 上升而渐趋削弱并因学习
、

交往等能力的提高而为适应能力所取

代
。

马斯洛承认上述事实
, 但池同时指出

,

当沿系谱上升时
,

也可以发现还有另一些新

的冲动出现
。

这于类冲动在人类或某些近似 人类的动物中是相当明显的
。

他并举出克劳

福德
、

耶基斯 不犷一他自己 勺实验资料说明
,

在黑猩猩中就有明

显的友爱
、

合作
、

甚至利他行为的证据
。

其他这一类在人类中表现较为强烈的冲 动或需

要还有对信 息理解和美 或对称
、

秩序
、

完美 的需要
。

马斯洛说
,

人类历史 已经证

明
,

这些新的冲动或需要是向顶峰发展而不是逐渐衰退
,

人是一 叨动物中最科学
、

最哲

学
、

最富于幻想
、

也最富 手艺术性的动物
。

这些冲功或需要虽然不同于低等动物
‘补阴本

能
,

但它们是在生物进化中先天决定 的 这 一 氛则 与 本 能 的 性 质 相 同 , 它 们 是

一些潜能
,

不是经 由后天学习才获得 的
,

虽 然 有 赖 于 学 习 才 能 得 到 充 分 的 发

展
。

丁是
, ‘

乍马斯洛的人类价 液休系中就有了两类需要 一类 是沿月物系潜 卜升方间逐

渐变弱的本能或冲功
,

称为低级需要或生理需要
, 一 类是随生物进化而逐渐 显现的

,

彗能

或需要
·,

称为高级需要或心理需要
。 』

苛级需要包括爱或亲密关系
、

尊 雍或名望和自我实

现或创造自由等
,

这些也称之为社会需要
。

这就否定了弗洛伊德的人只有一类本能即动

物木能的说法
。

马斯洛认为
,

低级需要或琦能是人和动物所共有 高级需要只有一部 分

近似人
」

类的功物才和人所共有
,

如爱只见于猿猴和 人类
,

而自由创造的 需要或
‘

勺我实

现
,

则仅为人类所独有
。

越是高级需要越带有人性特征
。



马斯洛并以金字塔的涕级形式丧达低级需要与高级需

要的关系
。

金字塔的底部是主理需要
,

逐级向上 是安
气

全龙爱
、

尊重等
,

顶部即 造自由或自
·

我实现
。

自我

实现马斯洛又称之为顶峰经俭
。

高汲需要为发展育

顿于陈级需要沟消足
,

但只有高级需要的满 是才

脂六生更令 人满意的主观效果
,

即更深刘的幸

福感和内部电活的丰富愈
。

因比
,

高级需嚼

租履吸需要两昔都得到过满足的人化注汰
‘

与高汲需要比低吸需要有 更
一

大的价值
。

次 徉峋人全为高级需要的满 足做出更多

灼栖性
,

并能更育准备地忍受低吸需

自我

实现或
、

创造自由

尊重与名望

爱情与亲密关 系

安全需要包活经济保障

低级生理需要
要的剥夺

。

仁
‘

一 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 一
“提出人笼具有陈汲与高汲或生哩 与让会两类需要沟沦点

,

马斯洛便有力地反驳了弗

洛尹惠为心理 与恤会冲突漠式
。

马所洛人为
,

扰 仪类两类需要的 发展方 向而论
,

人的心

哩并不是反仕会沟
,

而宁可说是让会性的
。

沈某 仲意义说
,

需要的等级越高
,

必然也越

少自私
,

越 具育比会价直
。

满足生理霭要
一

是满足 自己 但追求爱和尊重则涉及别人
,

并

涉受 友灼满尼
,

宝更顷向于发屁忠诚
、

友爱扣公德等品贡
,

使人成为 好的 父母
、

夫

妻
、

教哺阳公仆卒拳
。

因此
,

友与注会片无本质上沟冲突
。

人类的前景充满 希望
,

是非

常乐观沟
。

久不仅是自己心灵 匀 注书
,

范 且必热
一

奏胡造出祈的文化
。

结论是
。 “

社会文

呢的主
一

男职能不在于住初和统治人
‘

知均权能冲劝
,

乍为替代的健全文化及 其各种机构的

主安功能 应该是促进普遍的自我实现
” 。

罗杰斯
承

与斯金纳

在遗 传与环境的相对作用问题 卜
,

人朴已理学家实际是强调内因的作用
,

这从乌斯

洛的观点 已经可以看得比较清楚
。

罗杰斯的个人中心论在这方面同马斯洛的看法完全一

致
。

但罗杰斯理论的特征是强 周人的 自我指 导能力
,

这在近年来已同行为主义当代发言

人斯金纳的行为住制理沦形成尖 锐对立
口

我们知道
,

早期行为主 义者通过功物实验所取得的戍染以简 单的刺激反应模式解释

人的行为 叹在已不能 使人信服
。

当代行为主 义者 则运用设计精巧的实验阐明复杂的操作

条件作用 以 及有机体所处环境变化与行为变化之问的函数关系
,

但得出的结论和
一

早期的

行为主义结论 件没有 什么木质的不同
,

人的
一

切行为都依赖于现在或过去的环境和刺激
。

号杰斯则支持戈尔德斯坦的机体论和马斯洛的 自我实现论或整体一动力论
,

反对行

为主又的综合一原子沦
,

强调  “都有
一 种在有助于保持和增强机体的方式中发展他

这一节关于罗杰斯理论的 评述主要根据罗杰斯的专著 代患者中心 疗法 》 和 霍尔德 与罗杰

斯的专文《个人中心 论 》 ,



或她沟一切能力的内在顷向
” ,

还具有一种内在的 ‘躯体智慧
”

井认为这是一切育机沐遗传构成的一部分
。

他并认为人

可
、

渗
·

的
有的体

就凭借躯体感受分辨好坏
,

如

使人

物机食
。

对的

分辨能力是机体的而不是

以复杂的反馈系统为基础义

能区分有利于和不利于实现潜能的 经验
。

婴儿

择
、

睡眠总量
、

活动的需要等等
。

这种选择或

评价不是一个低级的过程
,

而是由内部指导并

种以复杂内部动机系统为依据的人性形态是同行为主义贬

低人性的外因决定论机械形态直接对立的
。

罗杰斯强调
,

人的行为不能认为是由环 境和

过去听注定
。

个人所处的物质
、

社会和文化环境只能促进或限制人的潜能在或大或小的

范围内害砚
。

除遗传与环境的因素以外
,

人的 自伐实现以及由自我实现听激发的 人的 创

造力是决定人的行为的关键因素
。

萝杰斯对于社会对个人的影响也进行了探讨
。

他认为在个人生命期内
,

不仅有由遗

传所支配的生物演变阶段获如神经元发网均完成
,

肌肉的成熟等等
,

而且有 由社会制约

白外介段
,

如开始入学
,

进入职业环境等
。

儿童成长 以后
,

其经验活动开始超出躯体感
。

通过
·

自我机体的体验 局别人泊勺复杂相互作用
,

自我概念逐渐形成
,

而一当 自我 概念

形成
,

一种从他人得到积极关注的需要石例如对爱和尊重的需要便发展起来
。

由于这种

需要只能从他人得到满足
,

自我概念也不断在他人 的影响下分化
。

这是因为来自他人的
·

积极关注可能是无条件的
,

也可能是有条件的
,

而有条件的积极关注一般地说总是生活
的常规

,

这就不 能尔影响一个人的自我概念和价值概念
。

在这里
,

罗杰斯论途了一个马斯洛虽已涉及但未展开讨论的问题
,

即自我的异化
。

马

斯洛曾提及健康概念与适应概念的区别
,

认为健康的人或自我实现的人应该为自身人格

的完整性而抵制社会邪恶势力
,

并认为
“那些对社会邪恶势力积极逢迎的人

,

即
‘

善于
适应

,

的人可能氏罪犯和精神病患者更不健康
, , ,

因为前者的精神脊梁骨己经析断
。

罗杰斯则从心理发生的角度提 出一个更广泛的自我异化理论
。

他认为在同别人交往巾当

条件考虑取代机休评价时
,

个人便同机休潜能失去接触
,

自我异化现象也随之产生
。

于

是
,

自我概念变得越来越不准确
,

不真实
,

并越来越僵化
。

为了得到别人的赞许
,

个人

开始歪曲某些经验到的价值观念并仅仅依据这些观念对别人的价值去理解这些观念
。

当

这种经验与自我之间的分裂过大时
,

焦虑或紊乱行为便随之发生
。

那么
,

升么样的条 件才有助工自我与经验之间的协调呢 重要的是要在人与人之间

建立某些能够使人感受到无条件积极关怀与尊重的关系
,

使人觉得是依据 自己的存在而

不是依据另一个少
、的存在而受到承认

。

罗杰斯 的信念是 “在完全成为你 自己时
,

你会

同别人更接近而不是更疏远
。 ” “

这便涉及对理想社会的看法问题
。

这方面
,

罗杰斯与斯金纳 也是尖锐对立的
。

、‘

斯金纳在 《超越 自由与尊严 》一书才,系统闸述了他的理想社会方案
。

他承认时富与

繁荣
、

技术进步等未能解决社会问题
,

但他的解决方案是强
一

漪对环境和行为 的控制
,

主

张设计一种以环境选择作用为基础塑造合理行为的新文化
。

他的理想是建立一种可以 在

力量和准确性方而同物理学与生物学相媲美的行为技术
。 ‘。

罗杰斯则强调理想社会应依赖人类内部动机系统的自我指导原理
。

他左近几年曾针

对斯金纳的方案反复阐述人本主义的社会理想
。

池说 “我们
‘

的文化
,

愈益依赖 于对自

脚肉征服和 讨人的控制
,

正处于衰落中
·

在废虚上涌现的将是新人
,

高度觉醒的
,

自衣



指导的
,

一位对内部空间或许 比对外部空间更为注意的探索者
,

蔑视对习俗惯例和权威

教条的遵奉
。

他不相信可以在行为上被塑造或塑造别 人的行为
。

他肯定无疑是人本主义

而不是工 艺技术的
。 ” ‘ ’

“这一涌现着的新人最终将培育出一种文化
,

它在 一切人与人的关系中趋向无防范

的开放
,

加强咬作为一种身心统一体的 自我的探素
,

更珍视他或她作为一个入的本来面

目
。 ” ‘“

人 本心理学与马克思 主 义
铃

对于人性和 人类社会
,

弗洛伊德持悲观态度 斯金纳虽然抱有一种理想
,

但他的行

为控制论是一种没有出路的循环论证
,

因为控制者的行为 由谁来榨制的问题无从解决
。

夕木心理学则不同
,

他们提出人性与社会一致的内在价值论
,

对 人类社会的前景满怀信

心
,

这似乎很符合马克思关于人类发展的乐观看法
。

人木心理学家自己也这样认为
。

例如
,

人本心理学的主要发言人之一弗洛姆曾为马

克思 《 年经济学—
哲学手稿 》英译本在美国出版写过一篇评论文章

,

题目是 《马

克思关干人的概念 》
,

强调了人本心理学与马克思主义对 人性理解的一致性
。

他并明确

表示 “就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的存在主 义而言
,

我没有什么不同的看法
。 ” ‘”

但是
,

外表的近似并不等于木质的相同
。

对两者的不 同进行分辨将有助于看出人本

心理学体 系的缺陷和马克思主 义关于人的概念的真意
,

也将有助干进一步探讨价值论问

题
。

的确
,

马克思也提到人的两类基本需要一一生存需要和社会需要
,

但他是把需要与

生产联 系起来进行研究
,

把人的异化与私有制联系起来进行研究
,

而不是孤立地研究两

类需要之间的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

因此
,

他的结论和人本心理学的自我实现金字

塔根本不同
。

马克思认为
,

人首先是以生产来满足他的生存需要
,

这时
,

需要是生产的

尺度 , 当他的生产超过了他自己能够直接消费的程度时才有 同他人交换 产品的 需要
,

才发生 人与 人的社会关系
,

但这时
,

这种剩余产品并没有超出自利的需要
,

或者说
,

这

时产品的占有是衡量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使需要得到满足的尺度
。

这种社会关系或
花人与人

在生产产品 仁的相互补充
,

从一 开始就只能是生存需要的延伸
,

只能是一种以相互掠夺

为基础的假象
。

所以
,

马克思 甄
“当然

,

我们彼此同对方产品的观念 的关系
一

是我们

彼此的需要
。

但是
, 于嚷实的

、

实际的
、

真正的
,

在丰实  实现的关 系
,

只是彼此排斤月

方对自己产品的 占有
。 ” ,

这就是说
,

从现
‘

实巾人性发展的过程看
,

人卞心理学关于 人为需要由低级 丙
一

高级的

理想发展从一开始就是不真实的
。

人的自然木质是一回事
,

现实让会的发展运动又是一

卿事
。

现实的发展恰恰相反
,

不是 由生存到界和尊重
,

而是由生存到占有
,

到私有制
。

·
这一节有关马克思 主义关于人的概念的 阐述依据马克思的三篇著述 《作姆斯

‘

政 治

经济学原理 一书摘要 》”
,

长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和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
。



在今夭
,

人性的发展 也并不 象人本心哩学家所 没想的那样 只有一条发展路线 在生理需

要满足以后
,

自然趋向爱和尊重的追求
。

应该着到
,

生活享受
、

金钱
、

权力与野心的钦

望 也是无 七魔的
,

很多人在这方面的追求住住胜过
“
自我实现

” 的追求
。

这 种状况马斯

洛 自己也不能不承认 “我们仍然面对着一个可悲的事实
,

只有极少数人达到了 自我

实现的 目标
。

,, ‘吕 。 “
今天我们在世界上同过去一样有那么多的流氓

,
而且育或许 比

过去任 何时候都更多的神经病患者
。 ” ‘。

当然
,

马克思并不认为这就是人类终 汲价值的表现
,

而是
一

从为这是人的本质在现实

运动中不可避免的异化
,

但他对 人类终极价直的哩解宁可说 早一 冲发展的理解
,

一种实
践活动的理解

,

而不是直观的理解
。

因此
,

马克思镜
代

一

“
共产

、义是私有财产
,

即人的

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
,

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
一

水质的真正占有 , 因此
,

它

是人 向自身
、

向社会的 即人的 人的复归
,

这种复归是宪乞的
、

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

住发展的全部财富的
” 。 “ ,

他指出
“
不把感性理解为实浅法 !

,

至多也只能做到对

“
市民社 会

” 的单个人的直观
,

’

‘ “ ‘

并强凋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

的人类
。

也就是说新人的出现是现实运劝的结果
,

是人类社会化的结果
。

罗杰斯强调人的自我指导能力
,

也的新人的特点是着重对 ’勾部空间 妙 的探索 , 马

克思则不 同
,

他清楚地看出
,

人的价值的完成或人类 、勺社会化首先是一个现实的运动过

程
,

思想上的认识仅仅是这个艰巨过程的开始
。

因此
,

马克 思强调
,

自我异化的扬弃即

私有财产的杨弃
,

而为了消灭现实的私有财产
,

则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的行动
。 “历

史会带来这种共产主义的行动
,

而我们在思想 中已经认识到的那个正在进行自我扬弃的

运动
,

则实际 上将经历一个极其艰巨而漫长的过程
” 。 ““

可见
,

马克思卞义对于人类发展的乐观和 人木心理学的乐观也是迥然不同的
。

人本

心理半的乐观宁可说脱离社会发展实际状况的
,

因而是不现实的
,

马克思卞义的乐观则

是以对现实的深刻理解为某础并有充分思想准备的乐观
。

最后
,

作为在西方哲学影响下兴起的一个心理学学派
,

人本心理学在理论体系 卜尽

普有上述一些缺陷
,

但他们 日心理学资料论证人的价值所做出的积极责献则是不容忽视

的
,

特别早他们对近代茜方传统心理学中贬低 人性倾向的批评应该说是击中要害的
,

这

方而对于我们以辩证唯物论观点建立真正的科学心钾学则有件多值得借鉴和世一步探讨

的地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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