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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心理学研究中现象学方法论述评 

冯建军 

南京师范大学教科院博士生  

【内容提要】现象学作为西方心理学的两大方法论之一，对西方心理学的发展有着重大影响。

本文在历史地考察现象学对西方心理学流派影响的基础上，重点剖析了现象学与心理学结合的原

因，从方法论的角度，归纳了现象学在心理学中的内涵，并作了简要的评论。最后指出，心理学研

究的方法论要走出误区，其希望在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论。 

【正 文】 

在西方心理学发展史上，总体上有两大哲学思潮影响着整个西方心理学的发展，即科学主义和

人文主义。科学主义以实证主义为发端，人文主义以现象学为基础。因此，在西方，实证主义和现

象学被称为“现代心理学的两大对比基础”（注：T.H.黎黑著，刘恩久等译：《心理学史》，上海

译文出版社，1990年版，第455页。），国内也有学者把它们作为支撑西方心理学发展的两大方法论

（注：刘翔平：《论西方心理学的两大方法论》，《心理学报》，1991年第3期，第299-305

页。）。其中，对于实证主义，国内有较多的文献分析了它对西方心理学派别的影响和在方法论上

的涵义，但对现象学在西方心理学发展中的作用，分析文献不多，已有的也多偏重于分析现象学对

心理学流派的影响，对心理学为什么选择现象学以及现象学在心理学中的方法论涵义探讨较少。本

文试图在回顾现象学对西方心理学流派影响的基础上，重点对现象学在心理学中的方法论问题作些

探讨。 

一 现象学对西方心理学发展的影响 

心理学与现象学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现象学以“现象”为对象，研究人的意识，研究各种体

验、行为和行为相关项，以现象学还原法为基本方法。按照这种还原法，我们将排除属于每一种自

然研究方式本质的认识障碍，并转变它们固有的片面注意方向，而专注于探究先验的纯粹意识领



域，从而达到我们所说的特殊意义上的现象学领域。因此，现象学是一门关于被先验还原了的现象

的本质科学。胡塞尔的现象学是针对冯特的作为经验的、事实的科学心理学而提出来的，它和研究

意识的意动心理学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胡塞尔又说：“不论现象学必定认为对心理学方法论具

有多大意义，不论它为后者提供的‘基础’多么必不可少，它本身（已经是作为一门观念科学）绝

不是心理学（注：胡塞尔著，李幼蒸译：《纯粹现象学通论》，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43

页。）。胡塞尔在说明现象学与心理学区别之时，也肯定了现象学对心理学的方法论意义。所以，

德国心理学家卡茨(katz,D.1884-1953)提醒人们，了解当代心理学必须了解现象学的方法。 

1.现象学心理学的早期探索 

现象学在二十世纪初由胡塞尔介入心理学而为格式塔心理学所采用的。但是胡塞尔现象学的形

成，又直接得益于布伦塔诺(Brentano,F.1838-1917)的意动心理学。布伦塔诺的意动心理学与冯特

的内容心理学相对立，他反对冯特的心理学研究经验，而主张心理学研究意动。“胡塞尔的现象学

受传于布伦塔诺的意动心理学，以意向性概念和心理现象的分类为基础”（注：高觉敷主编：《西

方心理学史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8页。）。 

真正对内容心理学的动摇，是符茨堡学派。符茨堡学派的代表人物屈尔佩(Kulpe,O.1862-1915)

是冯特的弟子，早年时属于内容心理学派，但是他对思想的实验所得到的相反的结果使他转向布伦

塔诺，而终止于半内容半意动的二重心理学。二重心理学的产生，是对冯特和布伦塔诺的调和，二

者的对立，使之对内容和意动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但二重心理学从根本上说，还是偏重于意动。 

形质说是格式塔学派的前身，其重要代表厄棱费尔(Ehrenfels,C.V.1859-1932)试图反对内容心

理学的元素主义对知觉的解释，用意动心理学常用的经验的方法，探讨空间和时间的形式究竟是一

种新性质或它种性质的集合，他的结论是前说。他认为，对事物整体的知觉，不附于事物已有的元

素中，应该成为一个新元素，即一个形质。形质说是对元素主义的一种批判，但这个批判是不彻底

的，因为它把形质又作为一个新元素看待，而不是提供心理分析的一个新观点。补救这个缺点而于

1912年对元素主义作同样批判的，则为格式塔心理学。 

2.现象学对心理学方法论的第一次变革：格式塔取代构造主义 

心理学从哲学中分离出来后，为了提高自身的科学声誉，以经典物理学为楷模，把实证主义作

为自己的方法论。冯特利用第一代实证主义孔德的实证论，把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归结为经验，提出

了内容心理学。受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第二代实证主义的影响，铁钦纳(Titchener,E.B.1867-1927)提

出了比内容心理学更趋极端的构造主义心理学，“可以把构造主义共同遵循的学科模型假设概述

为：心灵主义、感觉主义、元素主义、联结主义、（反对解释的）描述主义”（注：T.H.黎黑著，

刘恩久等译：《心理学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年版，第272页。）。就心理学发展的进程来



说，实证主义方法论倡导摒弃一切形而上学的东西，开展实证研究，这对于心理学摆脱思辩哲学的

束缚，提高科学地位，成为一门自然科学，有着积极的作用。但是它们极为推崇的带有浓厚经验论

色彩的元素分析和经验实证的观点，又使刚刚起步的心理学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以至于在冯特和铁

钦纳那里，心理学被牢牢拴在实证经验的木桩上。 

纠正实证主义方法论给心理学带来上述之缺陷的是格式塔心理学。格式塔心理学与现象学有着

密切的关系。格式塔心理学的三个创始人，惠特海默、苛勒和考夫卡从理论上都接受现象学的传

统。格式塔心理学的真正诞生就源于“似动现象”的实验，从此以后，这三位创造人便自觉地结合

在一起，“为拯救心理学避免元素主义、感觉主义和联想主义，并避免无意义的‘相加而成的关

系’而引向现象和整体的自由研究”（注：E.G.波林著，高觉敷译：《实验心理学史》，商务印书

馆，1981年版，第679页。）。 

兹将格式塔所主张的观点和它所反对的德国十九世纪心理学的内容比较如下。表中左边是格式

塔心理学所主张的东西，右边是为格式塔心理学所反对的活动和概念： 

现象学的描述 对 元素的分析 

整体中形式的突现 对 联想的集合 

意义和物体 对 感觉的内容 

总之，现象学作为格式塔心理学的方法论，它反对实证主义，主张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不再是感

觉要素，而是现象经验，经验不附有任何前提，是不偏不倚、毫无约束的中立经验。现象学的中止

判断（即加括号的办法）被认为是达到这一点的手段。现象学的本质直观的方法和先验还原的方

法，是格式塔理解事物整体意义的基本方法——内省法。现象学的内省法，不排斥对象的意义的价

值，是对即刻、当前经验的如实、直接的描述，其内省的经验是一个整体。 

3.现象学对心理学方法论的第二次变革：人本主义取代行为主义 

格式塔心理学并没有将实证主义方法论摧垮，相反，在格式塔心理学兴起时期，作为对铁钦纳

构造主义的改造，行为主义更加盛行，以至于本世纪20年代以后的一个时期内，美国的心理学家都

自觉或不自觉地称自己是行为主义者。行为主义不仅批判吸收了构造主义中的马赫主义传统，而且

先后引进了孔德的实证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以及操作主义。行为主义强调研究的绝对客观性，因

此，它只把可观察的外显行为作为研究对象，认为一切心理活动都可归结为刺激与反应之间的联

结，由刺激推测可能出现的反应或者由反应回溯到刺激。 

本世纪50年代，在美国心理学界已经听到了人本主义心理学对行为主义的不满之声。人本主义



者认为，行为主义仅仅研究人的外显行为，会使人失掉人性，并把人降为“一只较大的白鼠或一架

较慢的计算机”（注：社·舒尔茨著，沈德灿等译：《现代心理学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

版，第404页。）。由刺激—反应所提供的关于人的印象，最好也只不过是不完全地呈现了人的本

性，而最坏则可能是完全不正确的。人本主义者争辩说，人比机器要复杂得多，不能使它客观化、

数量化，并还原为刺激—反应单元。1963年，在美国的Rtce大学以“行为主义和现象学：现代心理

学两个对立的基础”为题，召开了一个研讨会，这个研讨会挑起了行为主义及其发言人斯金纳与现

象学及其发言人罗杰斯之间的争斗。这次会议已经听到了“象征着行为主义的临终呻吟”，60年代

后期，实证主义已经悄悄地销声匿迹了，其标志是1969年出版的《逻辑实证主义的遗产》的论文

集，因而行为主义哲学基础也随之消失了。 

人本主义心理学采用现象学的方法，把行为主义研究的客体的人变为主体的人，全面地研究整

体的人，人的本性、潜能、价值和人生的意义，正如人本主义心理学会第一届主席布根塔尔

(Bugental,J.)所言，人本主义心理学的最终目标是，对一个活着的人所特有的情况进行全面的描

述。人本主义心理学会还发表了声明，具体阐述了人本主义的四点目标：（注：杜·舒尔茨著，沈

德灿等译：《现代心理学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406页。杨清著：《现代西方心理学

主要派别》，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34-435页。） 

第一，把注意的中心放在经验着的人身上，因此在研究人时也要把注意力集中在作为主要现象

的经验上。相对于经验本身及其对于人的意义来说，各种理论解释和外显行为都被认为是第二位

的。 

第二，把重点放在人类特有的一些特性上，如选择性、创造性、价值观、自我实现，反对根据

机械论的和还原论的观点来思考人类的问题。 

第三，根据意义来选择研究问题和研究步骤，反对以丧失意义为代价去单纯强调客观性。 

第四，要最终关心和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而且要对每一个内在潜能的发生发展感兴趣。 

二 心理学对现象学方法论选择的必然性 

心理学和现象学的影响是相互的。现象学大师胡塞尔的思想源于意动心理学家布伦塔诺，这足

以说明现象学在形成时期，心理学对它的促进作用。但以后，现象学作为方法论对心理学的影响更

为巨大。西方心理学在为什么会放弃实证主义而选择现象学作为方法论呢？ 

1.纠偏性的需要 

从上面的历史回顾可以看出，在心理学百年历史中，现象学和实证主义之间一直进行着拉锯式



的斗争。现象学对心理学的两次变革，都出现在实证主义之后，并取代了实证主义。这正说明，现

象学方法论在心理学中的出现是对实证主义方法论偏差的纠正。 

实证主义的心理学方法论本质上是一种机械论的世界观，它本身忽视人的地位和意义，以至于

陷入还原主义、机械主义的泥潭，产生了心理学的危机。而唯一看到实证主义的弱点并试图打破这

种传统的就是现象学。现象学针对实证主义排斥意识，漠视人，漠视人的主体性之偏差，指出心理

学要以整体的人为对象，不仅研究人的经验，而且要研究更能触及人性的领域。因此，美国学者指

出，“胡塞尔对心理学的最大贡献在于开发了新的可能性，使摆脱极端的科学教条和研究内部经验

的心理学成为可能”（注：柯林斯主编：《心理学百科全书》（英文版），1984年版，第13

页。）。 

2.时代精神的体现 

时代精神的两个方面，似乎都有助于现象学方法在心理学中的运用，一个方面来自于一般的社

会文化，另一个方面来自于物理学。 

第一，对丧失人性的社会文化的反思。20世纪由于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而带来的环境污染、人

口剧增，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的灾难，使人们逐渐认识到现代科学的危机是科学丧失了

它的活生生的人的意义，是科学对人的存在或人的生活的遗忘。西方文化，特别是美国文化，已经

使人丧失了人性，失去了人格和个性。人不再被看作人了，而看成是巨大社会机器的一个无限小的

部分。有人认为，作为西方主流心理学的行为主义强化了当代社会的这种失去人性的影响。“现代

心理学所投射出来的人的形象，既是无意义的，又是简单化的”（注：社·舒尔茨著，沈德灿等

译：《现代心理学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408页。）。反对现代社会中这种丧失人性

的文化，导致了60年代后期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产生。 

第二，对物理学新观念的映照。心理学处处以物理学为榜样。早期的牛顿经典物理学所倡导的

实证主义和原子观念在心理学开始成为一门科学时，曾被当作楷模。20世纪初叶，物理学中由于

“场”的概念的发展和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创立，已经改变了经典物理学的机械论和原子主义的

观念。“场”概念的出现，使物理学正开始考虑用有机整体这一术语，这是和新的格式塔心理学相

一致的概念。“相对论”的创立，表明了人对客观世界的研究，已经从物理世界的旁观者，转变为

参与者，已考虑到研究者的主体意识，这完全否定了客观的像机器一样的研究对象以及允许主观性

进入科学。这同人本主义心理学反对把人想像为一架机器以及允许主观经验（意识）作为心理学研

究对象的合法部分的呼吁是一致的。 

三 现象学在心理学中的方法论涵义 

现象学首先是一种哲学思潮，心理学中的现象学与哲学中的现象学是有一定差别的，现象学对



心理学只具有方法论上的意义，可以说，现代西方心理学的现象学方法论是现代现象学哲学思潮在

心理学领域的特殊表现。这种特殊表现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1.以直接经验为对象 

与实证主义的科学观不同，胡塞尔不是把可以观察的事实而是把直接经验作为其研究对象。格

式塔和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都同意这一观点，他们反对实证主义对心理的肢解和只研究可观察的外显

行为，强调心理学要抓住统摄经验的有意义的结构，将直接经验包括意向、理解、体验、目的、价

值、需要等，与实证主义心理学研究对象的客观性形成对比，强调研究对象的主观性和主动性。 

2.不以任何假设为前提进行描述 

现象学方法的一个“特色”，被认为是不以任何假设为前提，达到必真的真理的一种方法。现

象学的中止判断是保证做到这点的一种手段。中止判断常用“加括号”这个概念来表示，主要限于

对给予的东西是否存在的问题暂时不表态，把间接的知识放在一边，首先集中注意直接的知识。胡

塞尔以此还区分了自然的态度和现象的态度。自然的态度是以所思和所爱憎的世界为现实的，予以

承认或否定。但现象的态度，则不考虑这些有关的意见或研究的结果，而要把这些东西置于“括号

之内”。所以，波林(Boring,E.G.1886-1968)在谈到现象学对心理学方法论的意义时，指出它的意

义是对直接经验的描述，尽可能排除科学的成见。当代西方的存在主义心理学也继承胡塞尔的现象

学方法，主张在认识事物时，应排除所有的成见、理论或臆想，仅以现象本身加以观察和体验。罗

洛·梅(May,Rollo)说：“现象学告诉我们如何接受事物的直接现象，如何排除一切以往的理论与假

设，面对病人时，又如何叫我们不要用任何固定的理论或成见。现象学促使我们站在事物之前，毫

不保留地去经验它，接受它。换言之，现象学叫人们必须放弃一切先人为主的成见或观念，然后系

统地对眼前的资料加以直接观察和整理”（注：罗洛·梅：《存在主义心理学》（英文版），1972

年版，第20-21页。）。 

3.整体观 

实证主义对于心理学的研究采取元素分析的方法，现象学则主张对完整的行为和心理活动进行

研究而无需进行还原论的分析，坚持根据“现象”一词的最初含义即外表或表象把行为或心理事件

作为自然呈现的那样来研究或描述。胡塞尔反对冯特把整体的心理活动分解还原为低级感觉因素的

思想，认为冯特把意识经验简化为感觉元素，这是接受了没有经过仔细考察的化学的前提（因为化

学主张把复合物分解为元素），这不是他所追求的对现象的描述。现象学认为，经验只应按所呈现

的加以描述，绝不应该分析。因此，现象学把整体作为分析单位与实证主义的元素相对立。现象学

的整体观深深影响了格式塔心理学。“格式塔”这一词本身就是整体的意思，它们针对元素主义倡

导一种整体心理学。整体观成为格式塔心理学的核心。惠特海墨说：“格式塔理论就是这样一种信



念，即存在着整体，整体的行为不取决于它的个别元素的行为，倒是部分的过程取决于整体的内在

性质”（注：T.H.黎黑著，刘恩久等译：《心理学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年版，第273

页。）。人本主义心理学家也把重心放在整体的人身上，反对根据机械论和还原论的观点来研究人

的心理。 

4.研究方法的主观性 

与实证主义相比，由于现象学的研究对象发生了变化，导致其研究方法也相应改变。实证主义

对心理学的研究采取的是客观性和定量化的研究，这种研究多是在实验中进行的，但现象学面对直

接的经验，它采用的是主观意识经验的整体体验和描述，主观性构成了其研究的基础。现象学研究

的主观性，并不排斥现象学研究也采用实验，不过，与经典实验不同的是，首先现象学的实验是决

定性的实验，即某些概括性的有说服力的单一论证。其次，现象学的实验强调质的分析，主张质的

分析先于量的分析。质的分析实质上是强调提出好问题。这就是下面要谈到的，现象学是以问题为

中心，而不是以方法为中心。 

5.问题中心 

实证主义的心理学强调方法中心。所谓方法中心，马斯洛认为，它是指科学的实质依赖于工

具、技术、步骤、设备及其科学的方法，而与科学的问题、疑难、功能或目的无关的倾向。这里的

方法当然是指实证主义方法。因为要满足实证方法的需要，构造主义、行为主义就把意识等不能实

证的内容，排挤出心理学。马斯洛多方分析了方法中心的危害，尤其指出“一味强调雅致、完善，

强调技术和设备，往往造成这样的后果：减弱一个问题和一般创造性的意义、生命力以及重要性”

（注：马斯洛著，许金声等译：《动机与人格》，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4页。）。他认为，

应该区分科学中的目的和方法，只有科学的目的才能使方法显示出重要性和合法性。尤其是现象学

心理学直接研究人的经验，它的对象和研究者的兴趣、动机、追求有密切关系，而仅仅依靠科学方

法是不行的。因此，反对实证主义，就要反对方法中心，而主张问题中心，即将心理问题，特别是

与人的价值和意义有关的问题放在中心地位，以问题决定方法，使方法服从问题，“如果忘记这

个，就成了……那种整天擦眼镜，但却不用眼镜的人”（注：马斯洛著，许金声等译：《动机与人

格》，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5页。）。 

四 心理学的现象学方法论之简评 

现象学方法论对西方心理学的发展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它针对实证主义的机械论和还原

论，提出研究整体的人，强调人的主体经验，关心人的价值、人的存在和尊严，打开了被行为主义

关闭了许久的探索内在心灵的门户，开辟了人文取向的心理学的研究道路，从此使西方心理学呈现

两种文化，即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运用现象学方法研究心理学，反对将人视作机器，视作物，重



视人的主观心理活动，即现象；反对用研究自然的方法来研究人的精神世界，主张从人的现实存在

出发，用现象学还原的方法来研究。一定意义上说，这种研究比实证主义的研究更接受人的真实心

理，这是其优点之表现。 

心理学中现象学的方法论，是针对实证主义的方法而进行的纠偏，但两者都走向了极端，现象

学方法论的缺点也正是实证主义方法论的优点。它坚持以直接经验为对象，把人当作人，而不是当

作物，这是积极的。但是它的直接经验是一种纯粹意识，这又否定了心理的客观性，歪曲了心理的

实质；它运用加括号的办法将任何的科学前见悬置起来，只依靠个体人的主观体验和理解，这就把

心理学限制在“纯粹意识领域”，从而又把它唯心化；它强调对人的心理的整体把握，但是从研究

的角度讲，综合离不开分析，整体也是由要素的相互作用组成的，不深入分析各个要素，也不利于

对复杂心理现象的深刻了解；它坚持研究的主观性，把质的分析放在量的分析之前，甚至反对量的

分析，这割裂了心理的质与量的统一，同时，又降低了心理学的科学地位；它坚持问题中心，解决

问题作为科学研究的目的，有助于正确认识目的和方法的关系，但是它所谓的问题是一些抽去具体

的、经验的纯粹意识，这又决定了其方法只能是主观的，这又回到了上一个问题上。 

我们认为，评价现象学方法论的关键是分析其根本特征，其根本特征就是现象学还原，它经过

先验的还原和本质直观，最终把本质还原到纯粹的自我意识上去。正是这种现象学的还原方法论，

决定了心理学的对象、方法和对实证主义的批判。然而，这种方法体系本身是属于主观唯心主义范

畴的，这是致使现象学方法论出现不足的关键所在。从根本上克服这种缺陷，其希望不在于实证主

义和现象学的机械整合，而在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观。 

摘自《南京师大学报》 社科版 199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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