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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评现代西方心理学发展的三个新动向 

汪凤炎 

【正 文】 

摘 要 现代西方心理学发展中出现对东方心理学思想日益关注，逐步重视心理学理论建设和

对实验心理学进行反思等三个新动向。 

＊ ＊ ＊ 

20世纪即将结束，新的一个世纪将要来临。在这新旧世纪交替的时刻，很多学科的研究者都在

对各自学科的研究进行总结、反思和展望。众所周知，心理学直到1879年才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所以对它进行总结、反思和展望就显得尤为重要。为此，1992年在莫斯科就曾举行过一个主题为

“心理学的历史：过去、现在和未来”（ History ofPsychology: Past, Present,

Future）的国际心理学会议。 

在我国，心理学是一门“引进”的学科，所以，我国心理学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研究方法

上，都受到西方心理学的影响。为了使我国心理学事业更好地发展，有必要探讨西方心理学的过

去、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早就受到我国心理学界研究者的重视，这里仅举两

例。一是潘菽教授于1980年在《百科知识》上发表了《近代心理学剖视》一文，该文要点有四：

“（1 ）近代心理学主要是在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指导下形成起来的，患有严重的先天不足病症。

这也一直阻碍了它的成长。要把现在的心理学推向新的发展，就必须以辩证唯物论为理论基础，祛

除它的先天不足的病根。（2 ）要使心理学跳出唯心论和近代科学之间的夹缝，必须勇敢地走上唯

物论的广阔科学大道，才能使它得到新的富有生命力的健康发展。（3 ）近代心理学有‘意识模

糊’、‘人兽不分’和‘心生混淆’三种严重病症。必须使心理学从这一种严重病症中完全解放出

来。（4 ）要大力加强心理学的基本理论研究，使心理学的主干能得到茁壮的成长。主干硕壮了，

枝叶也会更加繁茂。”[1] 另一是南京师范大学的叶浩生博士所著《西方心理学的现状与发展趋

势》一文，将西方心理学的现状与发展趋势归纳为六个方面：（1）重实证研究、轻理论建设；



（2）重应用研究、轻学术探讨；（3 ）认知研究方兴未艾；（4）人本主义心理学对心理学各个领

域的渗透；（5）学派的对立与学派的交融并存；（6）心理学分裂的加深与心理学统一的呼声高

涨。笔者读过这些文章之后，获益匪浅。但觉得还有些言犹未尽之感，现就管见所及，对现代西方

心理学发展的三个新动向作一简要述评，以期能对西方心理学的发展有一个更加全面的认识。 

一、对东方心理学思想日益关注 

众所周知，在西方心理学界，第一个系统研究东方心理学思想的学者是荣格。荣格在创建分析

心理学的过程中吸收了一些东方心理学思想。二战后，由于东西文化交流的发展，东方很多心理学

思想如儒家心理学思想、道家心理学思想、释家心理学思想、印度心理学思想和瑜珈心理学思想

等，开始在西方心理学界传播。东方心理学思想注重体悟和内心修炼；主张以静制动，无为而治；

讲究天人合一，要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并且在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和实验与测验心理学思想等方

面，都有许多独到论述。相对于西方心理学的科学主义传统来讲，所有这些思想都是一种全新的思

路，从而引起了西方心理学家的浓厚兴趣，导致对东方心理学思想的关注，成为现代西方心理学发

展的新动向之一。这使得一些西方心理学研究者开始注意东方心理学思想研究的近况，甚至有些西

方心理学家在其研究中，注意吸收东方的心理学思想。以例为证：一是有些西方心理学者积极关注

中国心理学史研究的新进展。高觉敷教授主编的《中国心理学史》于1985年出版后，美国著名心理

学史家布罗莱克教授就高度评价该书“在世界文献中还没有先例”，并且希望翻译成英文问世[2]。

二是中国道家心理学思想对马斯洛和罗杰斯的影响。 人本主义创始人马斯洛在如何对待人的本性

问题上吸收了中国道家“无为而治”和“任其自然”的思想。马斯洛在《人性能达到的境界》一书

中写道：“‘道家的’意味着提问而不是告诉，它意味着不打扰、不控制，它强调非干预的观察而

不是控制的操纵，它是承受和被动的，而不是主动和强制的，它好像在说，假如你想了解鸭子，你

最好是向鸭子提问，而不是告诉鸭子什么。对于人类儿童也是同理。”[3] 罗杰斯也曾坦诚地讲

过，他的患者中心疗法是受到老子“无为而治”思想的启发。三是东方心理学思想对超个人心理学

家也有一定的影响。有些心理学家称超个人心理学是综合了西方科学和东方智慧的东西文化相结合

的产物。 

可以预见，在西方心理学的未来发展中，这一新动向——对东方心理学思想的日益关注将会继

续保持下去。换言之，西方心理学者将会继续关注东方心理学思想。原因有三：一是东方心理学思

想中有一些内容能弥补西方心理学研究的不足。在西方心理学研究中曾经存在一些“老大难”问

题，如身心关系问题、遗传与环境问题、知行问题和人与动物的关系问题等等，这些在西方心理学

界一直是争论不休的问题；甚至直到现在仍在争论。如查普林和克拉威克在其《心理学的体系与理

论》一书的末尾提出了当前心理学理论研究中悬而未决的两大基本问题和四个争论焦点。这就是心

理学研究的对象与方法和身心关系、遗传与环境、分析与综合、主观性与客观性的争论。这一概括

反映了西方心理学理论研究的一部分现状[4]。但是这些问题， 在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中则得到了



较好的解决。如中国古代有“人贵论”传统，较之西方的“人兽不分”则更为合理；又如中国古代

的形神论、性习论和知行论，则分别对身心关系、遗传与环境和知与行等问题作出了较为满意的解

释[5]。 二是东方一些国家（如中国）正在开展对本国传统心理学思想的研究，有可能获得一些新

的研究成果，西方心理学家正在“拭目以待”。三是随着东西文化交流的发展，在心理学领域出现

的跨文化研究也方兴未艾。为了使这些跨文化研究取得一些更有价值的成果，西方心理学家也意识

到要加强对东方心理学思想的研究。 

二、逐步重视心理学理论建设 

大家知道，近代心理学是以实验为基础才摆脱思辨哲学的束缚而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科学的。在

心理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短暂历史上，曾形成一种强调实验的传统。到20世纪中期，随着各个分

支领域实验研究的蓬勃发展，其中一大部分是应用的研究，在心理学研究者中便出现了偏重实验研

究而轻视理论建设的倾向。导致西方心理学出现“枝盛干衰”的局面，即心理学分支研究“繁

荣”，基本理论研究薄弱，从而束缚了心理学的发展。 

为了改变这一局面，弥补西方心理学研究中的缺陷，在西方心理学界出现了一个新动向，即逐

步重视心理学理论建设。这导致有些西方心理学家开始重视心理学的理论研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

学者是查普林和克拉威克两人，他们的研究成果主要反映在《心理学的体系和理论》一书中。该书

在内容安排上很有特色。我国已故著名心理学家潘菽教授在该书的中译本前言中评价说：“查普林

和克拉威克这部著作的特点是围绕心理过程的传统题目或分支领域对于各学派体系和各种理论模式

进行比较研究和评价。这就避免了一般理论研究以学派为中心进行笼统论述难以在专题上深入探讨

的缺点。我们知道，近代心理学发展中有过一个各学派争鸣的阶段，到30年代，学派之争逐渐减

退，但理论演化仍在继续，形成各个分支领域中众多小型体系或理论模式，大都仍然是由各学派的

学说衍变而来。分别按心理过程和分支领域进行论述，也便看出各个小型体系或理论模式与各学派

之间的联系。此外，还应提及的是本书在论述心理学体系各理论的发展中，非常重视对当前趋向的

分析研究。这可以从本书各次修订的内容变化明显地反映出来。”[6] 

这部著作初版于1960年，已成为美国大学心理学专业高年级学生和研究生适用的心理学理论性

教科书。此书自初版以来，每隔五六年即修订再版，至1970年就出到第四版。可见该书影响之大。 

可以预见，这一新动向将会持续到西方心理学的未来发展中。这意味着将来西方心理学界，将

会有更多的人从事心理学理论研究。这是因为：第一，“科学的发展，就科学本身来说，是理论与

实验的辩证运动，理论与实验缺一不可”。因此，西方心理学要想在未来获得新的发展，就必须在

加强实验研究的同时，重视心理学理论的建设[7]。第二，“从心理学当前发展的趋向看，系统的理

论研究已显得越来越重要了。如果说本世纪中期有强调理论研究的必要，今天，在心理学各个分支



领域的实验研究不断取得新成果的基础上，系统的理论研究就更需要紧紧跟上才行。理论不仅有概

括和阐释研究成果的作用，而且有超越已知事实的预见功能。理论上的突破可以推动研究工作的更

快发展。这已经成为现代科学的一个显著特征。以心理科学力图效法的先驱科学——物理学和生物

学当前的情况而论，都可以看出理论研究正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物理学从牛顿提出万有引力的统

一规律以来，曾经历长时期由合而分的阶段，分为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两大领域；现在则已进入由

分而合的新时期；探索宇宙极早期‘大爆炸’初始条件与探索深层物质结构开始合流。如果以理论

与实验大范围的辩证运动说明这一发展过程，则可以大致概括为由前期的理论—实验（或综合—分

析）阶段发展到当前的实验—理论（或分析—综合）时期”[8]。 通过实验获得的一些研究资料，

需要从理论上加以总结，才能发挥其更大的作用，为此就要加强心理学理论的研究。第三，西方心

理学的一些“老大难”问题，要想尽快得到较为满意的解决，较为可行的办法，就是要加强对心理

学的理论研究。 

三、对实验心理学进行反思 

自心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之日起，实验心理学一直处于主流位置，这一局面持续至今。从

心理学发展历史看，尽管曾经有精神分析学派和人本主义学派对实验心理学的主流地位进行过挑

战，但很少有人对实验心理学进行较为深刻而全面的反思。随着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出现，在西方心

理学界又出现了一个新动向，即有些西方心理学者开始对实验心理学进行全面、深刻的反思，其中

最著名的学者是英国的保罗·凯林。保罗·凯林在其《心理学大曝光——皇帝的新装》一书中，对

实验心理学进行了较为全面而深刻的反思。该书的内容主要包括两大方面：一是对实验心理学进行

了全面检讨；二是提出了改进心理学的方法。 

对于实验心理学的看法，保罗·凯林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点：1.实验心理学研究琐碎问题，这

些问题与大多数人认为在他们生活中的主要问题无关。2.这主要依赖于对实验心理学“科学方法”

的信任。3.我们已表明这种方法在心理学中是人为构想出来的，它不适用于心理学中的大多数问

题。4.尽管实验心理学所产生的结果是不成功的，但其科学方法与实验心理学是牢牢结合在一起

的。5.对于实验心理学和被称为“真正的”心理学之间的明显的差别，暂且不论，可能会出现这种

情况，即实验心理学已经发现了重要的事情。6.对心理学的不同课题的考察表明：很不幸，并没有

出现上述所说的那种情况。7.的确，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实验心理学与其说是科学的，倒不如说更

像是卖弄学问。8.所以，本书的副标题：“皇帝的新装”，特指实验心理学的所有大厦。对于朴实

的观察者来说，实验心理学看起来完全是没有价值的，剥去这层科学和学术的装饰，就不难看出它

究竟是些什么。[9] 

在对实验心理学检讨之后，保罗·凯林“指出了一些促使心理学进步的方法，使其能解决一些

在人类生活中真正重要的问题以及能使它变成它所应该具有的那样，成为一门真正有价值的学科”



[10]。这些方法包括知觉遗传学和作为一种防御测量的DMT的效度等等； 作者还“建议在心理学家

的教育和培养方面进行变革，使人性和科学达到一种很好的结合，从而能使这个学科充满新的活

力”[11]。 

关于写此书的目的，保罗·凯林在前言中说得很清楚。他说：“在作为经院心理学家的25年生

涯中，我犯了许多我在本书中所叙的错误。因此，本书的写作就像是一部忏悔录，对于作者来说，

这既是痛苦的，又是欣慰的。它减轻了因理智的过失而带来的负担。但也由于所有这些忏悔，这部

书激怒了那些虽承认有同样追求的过失但却尚未准备忏悔的人。因此本书的目的只在于使奥古斯丁

时代的缺陷减少到底——请上帝还我纯洁吧！但还不可能——因为我知道除非经院心理学能迅速有

所改变，否则这个学科将被抛进装有诸如颅相学、巫术和色情文学知识的垃圾箱里，并将永远消

失。”[12] 

可以预见，在西方心理学的未来发展中，将会继续对实验心理学进行反思。这是实验心理学自

身发展的需要。目前实验心理学自身还存在一些像保罗·凯林所讲的不足之处，需要进一步完善。

而要完善实验心理学，就必须先找出其目前的症结所在，才好“对症下药”，为此需要对现有的实

验心理学进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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