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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拓扑心理学原理》（1936）① 

 

勒温（Kurt Lewin 1890～1947）

 

 

 

【本书精要】：本书是勒温利用拓扑学概念，系统研究人格等心理学问题的结果。该书体现了勒温的整体性、完

形性和场论等思想，富有独创性，奠定了勒温心理学体系的基础，使勒温成为拓扑心理学的创始人。勒温的拓扑心

理学特点鲜明，对于行为的动力研究，对于动力场的向量分析，对于心理空间的拓扑陈述等，都有新颖的见解和成

果。美国心理学史家墨菲(G..Murphy)这样评价道：“勒温的工作一直保持着突出的地位。这种情况一方面可以归

因于他以明快的方式根据适合研究有限（和无限）领域内运动问题的动力学概念讨论生活空间问题，一方面则由于

它充分运用一种半几何学的方式观察那些能够运用线、面、障碍因素、向量等来代表的问题；他利用了被称为拓扑

学的数学学科……他的影响现在仍然很强大，因为受到他启发的男男女女在研究工作中和在传达他的生动启示中一

直是非常多产的。……他的许多术语（抱负水平、生活空间、障碍因素、向量，等等）已变成心理学语言的一部

分”。② 

 

【作者介绍】

 

勒温（Kurt Lewin，1890～1947），德国心理学家，场论创始人，也是社会心理学的先驱。勒温出生于位于莫吉

尔诺的小村庄，当时是德国的波森省,现属于波兰.他的父母拥有并经营一家小杂货店。勒温的家住在镇上，家里在

镇的外面还有一小块农场.他在家里的四个孩子中排第二。在勒温15岁时，他的全家移居到了柏林。勒温在大学生

涯的最初阶段学习的是医学和生物学。1910年，他开始在柏林大学攻读哲学和心理学的博士学位，并于四年后，在

著名心理学家卡尔·斯顿夫的指导下获得博士学位。值得一提的是，格式塔的三位创始人：惠特海默、考夫卡、苛

勒也是斯顿夫的学生。不久他入伍参军步兵师，在一战中服役了四年，直到他受伤才退役。1921年，勒温在柏林大

学心理研究所被任命教授哲学和心理学。勒温在1929年参加了在耶鲁举办的国际心理学家大会，这是他在美国的第

一个大事件。他展示了一个有关障碍与场力的录影带，说的是孩子学习坐在石头上的例子。1932年赴美任斯坦福大

学客座教授，1933年因反对纳粹迫害而移居美国，在康奈尔大学家庭经济学院开始了为期两年的执教生活。在这

里，勒温的两部重要的著作《人格动力理论》和《拓扑心理学原理》出版了。1935年，他又来到依阿华大学的儿童

福利研究中心工作，一直到1944年。1945到麻省理工学院任团体动力学研究中心主任，兼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莱分

校和哈佛大学客座教授，1947年去世。 

勒温的心理学研究活动可分为三个时期：（1）柏林期间（1921～1932）：着重研究和分析学习和知觉的认知过

程、个体动机和情绪的动力学等，根据有关成人与儿童的实验，提出动机理论。（2）爱荷华大学时期（1935～

1944）：理论兴趣和研究重点集中在奖惩、冲突和社会影响等人际交往的过程，并对一些团体现象进行研究，如领



导、社会气氛、团体标准和价值观念等。（3）麻省理工学院团体动力学研究中心时期（1945～1947）：考察技

术、经济、法律和政治对团体的社会约束，研究工业组织中的冲突和团体间的偏见与敌对行为等方面的问题。 

勒温虽然被看作是格式塔学派的成员之一，其理论体系在倾向上属于格式塔学派，但他又未局限于格式塔心理学的

研究内容，而在他富有创造性的工作中则永远地超过了正统格式塔心理学的框架。勒温几乎完全接受和使用了当时

物理学中流行的场论术语和概念，并创造性运用在他的心理学研究中。他的心理学并不侧重于格式塔学派传统研究

的知觉，而侧重在整个物理和社会的关系中来研究人类行为，并在心理学中应用一种特殊的“拓扑学”的概念和方

法来加以陈述，建立了自己的新颖的体系，所以勒温的心理学总的也可称为“拓扑心理学”。③ 

勒温的主要著作有：《人格的动力理论》（1935）、《拓扑心理学原理》（1936）、《心理动力的概念表述和测

量》（1938）、《解决社会冲突》（1948）、《社会科学中的场论》（1951）等。 

 

【作品内容概述】

 

勒温的《拓扑心理学原理》，出版于1936年。在该书出版的时候，他用写给苛勒的一封信作为代序。其中提到，所

有做教师的都会有用粉笔在黑板上画些图形来帮助说明问题的经验，但是，也有可能将这些图形，作为真实的科学

科学概念。这是他产生拓扑心理学的最初思路。他这样对苛勒说，心理学的发展，不但要接受科学理论中的时间概

念，而且最终还要接受科学理论中空间概念。他指出：“我感到数学中新兴的分支拓扑学，也许有助于心理学作为

一门真正科学的发展。因此，我就开始研究拓扑学，并且使用拓扑学的概念，不久便觉得这些概念，非常适用于处

理心理学的特殊问题。”④因此，在本书中，勒温应用“拓扑学”的概念和方法进行心理学研究，侧重在整个物理

和社会的关系中来研究人类行为，建立自己的新颖的拓扑心理学的理论体系。 

一、拓扑心理学的现状与基础

 

（一）心理学的发展现状

 

在勒温看来，心理学从目前的发展看来（1936），在感知觉方面已经取得了相当稳定的成绩，但对意志、需求和人

格的研究却比较欠缺。一般认为，意志需求和人格具有一些特殊的性质，不宜用科学实验的方法进行研究。对于这

些问题的研究，只有弗洛伊德做过较为深入地探索。然而，心理学的许多分支已经到达了一个需要综合的时期，需

要一种更具包容性的理论体系，以适合于整个心理学全域的概念。关于意志、需求和人格尚未有一种健全的心理

学，心理学的各分支似乎没有综合的希望。但是，对于心理学的中心区域发展的可能，也不用悲观，虽然一般学者

怀疑这些基本问题及弗洛伊德的心理学中的问题能否实验，但是通过实验解决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已经有很多研究

为证。在感觉心理学领域，以人的整体为研究对象，个人的理想、野心、社会关系等都是不太重要的。但是，关于

需求、动作或情绪的实验，便不能不涉及一个人的特性、当时的状况及其心理学的环境。因此，心理学现在所需要

的概念，必须要满足以上提到的方面：概念的体系涵盖面宽，既可以解释原始的行为，也可以解释情绪、思维过

程、价值，以及社会关系等。而且，还要为某个人在某一情境之内的具体行为，而不是为单独而孤立的事实，阐明

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特别重要的是，这些概念应该能够综合，能够包括人和环境、定律和个案。 

勒温把拓扑心理学的特征归纳如下：（1）它是为建构性地表述和推论心理过程建立的一种框架，这种框架具有逻

辑的一致性，并且能适用于“心理生活空间”的特殊性质；（2）它包括环境和人的性质；（3）不作不必要的假

设；（4）它采用一种连续的渐进方法。 

勒温还指出，这本书所使用的一些概念都是“操作性”的，因为要在概念和观察的资料之间保持一致的联系。虽

然，这些概念常可以从现象的层次扩展至因果关系的层次，但在牛顿之“不作假设”的意义上仍属“描述性”的。

也就是说，其目的要以表述某种关系的性质为限，不作那种足以阻碍心理学发展的思辨性解释。 

（二）生活空间理论

 

勒温认为，在心理学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亚里士多德式的科学观和伽利略式的科学观。而勒温所信仰的是伽利略



的科学观，就是要使科学研究的焦点从内部本质的探讨转到内外结合的综合因果关系的探讨，应用在心理学中，即

在个体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去寻找行为产生的原因。这样一来，就要把个体及其环境看做是一种相互依存因素的集

合。换句话说，行为的研究必须考虑到个体和环境两者的状态，用共同的术语把个体和环境描述为统一情景的组

分。为此，勒温创造了一个“生活空间”概念，用来表示某一时刻影响行为的各种事实的总体。 

心理学对整体事件的描述可区分为人（P）及其环境（E），LS表示生活空间，那么，B=f(PE)=f(LS),行为随人及其

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行为随生活空间的变化而变化。这表明不同的人在同一环境中可能产生不同的行为，同一人在

不同的环境中也会产生不同的行为，甚至同一人在不同的时间对同一环境也会产生不同的行为。可见，行为受到生

活空间的调节，行为是心理空间的函数。 

生活空间存在着不同的事实，这些事实有正确的、歪曲的，有真实的、想像的，有机体外部的、机体内部的等等。

只要被个体觉察到，就成为生活空间的一个部分，对行为产生影响。这些事实可以界定为三个方面：准物理事实、

准社会事实、准概念事实。“准”表示程度上虽然不够，但可以作为某种事物看待。相对于客观事实，被个体觉察

到的那些事实可能与真实的事实并不一致，因此只能被称为“准事实”。(1)准物理事实：准物理事实与物理事实

有差距的。对同一个物理环境来说，不同的人所观察到的可能极为不同，因而形成不同的心理环境。（2）准社会

事实：准社会事实是社会学所认为的客观的社会事实，和说明一种生活空间需要处理的社会心理事实。类似于物理

事实和准物理事实的区分。（3）准概念事实：概念有它的客观含义，但是掌握概念的水平随个体知识水平的不同

而不同。概念的实际含义与个体的理解存有差距。 

需要说明的是，在准物理、准社会、准概念三项事实之间并没有严格的区别，我们要讨论的是一个统一的心理生活

空间，而且这三类事实仅仅代表大致可区分的三类事实。陈述一个人的生活空间需要指出某些区域之内所有人及物

体的位置；要说明准物理、准社会和准概念的移动；各区域的相邻关系；各区域的疆界、前进和后退、扩大和紧

缩；最后还有某种方向的运动和势力。不管生活空间是什么，不管其中的心理事实是什么，不管人和环境所包含的

区域是什么，生活空间种各部分最重要的关系，就是它们是并列而存在的，我们既要讨论并存的多重性，又要证明

这些关系的空间性，然而问题在于它们是否是真正的空间关系。这就必须要回到数学的空间概念上。现代数学的观

点是数学空间中物的性质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关系及其活动的可能性。因此可以用空间概念描述心理事实。

（三）心理动力理论

 

拓扑学的概念在陈述生活空间有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的组织性并不是无限性的，而是有一定程度的限制。阐

述生活空间时必须注意这个事实，不能假定其附属部分比实际存在者要小。因此，对心理生活空间的研究要以此为

界，无论从动力学的观点来看还是从数学的观点来看，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心理学中，运用数学的拓扑空间概

念，就要从一开始以心理动力学为基础。生活空间的结构取决于心理动力学本身，从而表明动力学概念的重要性。

这些概念，如：变化的原因、趋势、抵抗力、稳固性、平衡、势力和紧张等。人们需使用哪些概念来描述某门科学

动力学，或者依据什么标准选择概念？勒温的观点如下： 

1．如果要在概念上推知实际的心理事件，那么必须试图用数学方式，不仅描述空间关系，而且描述动力学关系。

 

2.不应假设，所有的科学都应该使用基本的概念来描述动力学。特别不应该假设，心理学中必须使用物理学中同样

的动力概念。只有对心理动力学本身的研究，才能确定哪些概念适合于心理动力学。 

3.就目前所知而言，心理学必须使用一些动力概念，他们在某些方面显示同物理学概念形式上的类似性，但它们与

物理学概念是完全不同的。 

4.尽管缺乏完全的对应，但仍然选择物理学也使用的术语来表示心理动力概念。两种概念使用相同的术语，与其说

在形式数学意义上完全相同，不如说在物理学和心理学中动力系统之内的功能等价。同时，除非概念至少在形式上

类似，尽量避免使用相同的术语。 

根据动力学的观点，每一个个体的生活空间是一个整体，和物理世界的整体相似。与之不同的事，物理空间在动力

上为一个关闭的系统，心理空间在动力上为许多开放的系统，受到外在影响。换言之，即使在心理学内承认严格的

决定论，而且对于其以往的情境及一切心理规律有充分的认识，也不能根据心理生活空间的动力关系推测其将来的



变化。这些变化只能视为“心理域外”对于心理生活空间的影响。 

认知和外来因素的关系也值得我们注意。认知对于内在的动力关系并不是十分重要，但人们一般认为认知是心理生

活的一个特点。这也许是由于心理世界是开放的，直觉和认知常常影响生活空间，从而使心理的某些组织和某些客

观组织有高相关。 

值得一提的事，我们不能只根据心理空间的开放性，就认为无需讨论心理的或心理生活的因果关系。动力心理理论

的任务就是要根据特定时间内心理生活空间内的所有事实，去推测一个特殊个体的行为。 

● 二、拓扑心理学的基本概念和主要内容 

 

勒温指出，阐述心理情景有2类基本的概念，这2类概念彼此相关，形成了拓扑心理学的整体框架：一是形式的数学

概念，如疆界、区域、联系和向量；另一是心理内容的概念，如疆界的稳定性、客体的流动性和心理势力的强度。

形式的数学概念可以用于对心理事件的描述，只有把这些概念与可观察的最终的心理过程做到正确的配合，才可以

在心理学中应用这些概念。 

所有心理学的基本工作是对拓扑关系的研究，用图形来描述心理生活空间，从而在任何特定时刻，都能表明个体的

一切可能有的目标和达到这些目标的所有路径。联系的变化是心理环境和自我结构中最重要的变化；同时，拓扑关

系对于我们研究中的数学问题也是至关重要的。拓扑学是关于空间关系的一门科学，它用非参数向量方式所表示的

空间关系来研究空间变化。这种空间概念只涉及各种空间关系的次序，而同它们的方向、大小、形态、距离等无

关。 

● （一）心理区域的移动和交通 

 

心理区域的定义为：生活空间的每一组分等同于各个区域。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指生活空间的一个物体例如一个个

体，在区域内有其位置，它在区域内运动，它通过区域进行位移；二是指我们在区域内能够区分若干位置或组分，

或者该区域是一个范围更大的整体的组分。这个定义意味着个体本身必须被描述为生活空间内的一个区域，而且，

整体生活空间也是一个区域。心理区域的可逆性定义也成立。在描述情景时，作为一个区域的每一件事物必须是生

活空间的一部分。 

位移的定义：在数学上，一条道路可同等于每一心理位移。人们把道路理解为约当曲线即本身不相交的曲线的一部

分。另一方面，至少在某种意义上，心理位移能够两次经过同一地点。在这种情况下，位移必须被描述成为本身相

交的一条曲线。要指出的是，位移的概念不仅只是准物理的而且也指准社会的或准概念的位移。 

一个移动，常可配以一条路线，或两点之间的联系。在心理学上，我们可以说一种移动就是从一起点到一终点的过

程。这个终点常是一个人努力要达到的目标。尽管可以把一个目标描述成一个点，但如果细加考察，便知一个心理

目的便是一个区域。 

（二）心理区域的边界

 

对于区域的一些点而言，不存在完全位于该区于内的围绕，我们把这些点称之为心理区域的边界。按照所考虑的情

况的性质，人们能够用不同的方法来确定心理生活的空间内某一边界的存在和位置。人们把不离开区域就“不能超

过”的那些点确定为边界点，这看来也许最为简单，然而却不正确。若把心理区域中人们不离开区域就不能围绕的

那些点成为边界点，异议就会少些。在位移的进行中，越过边界的经历常常是清楚的，然而，在一些情况下，人们

能够确信位移从一个区域到另一个区域，虽然位移越过边界没有成为特殊事件。 

心理边界具有动力性特征，可以障碍为代表。对于心理位移有所抵抗的边界便可成为“障碍”，由于抵抗的程度不

同，障碍有不同的强度。我们可以把个人看作一个社会区域。一个人易于接近，说明边界的势力较弱；反之，若难

于接近，其边界的势力较强。就障碍的某种坚实性或摩擦性而言，认知因素也非常重要，边界地带的知识或认知组



织有变化，边界地带便可发生若干变化。如果关于边界地带有更精确的知识，就可以使人找到一种不寻常方式的移

动，从而跨越这个地带，不会遇到强大的抵抗。 

（三）心理区域的相对位置的组织变化

 

一个最初同质的区域能够变为连接的若干个组分区域。这种分化是最常见、最重要的心理过程。几乎在每个心理学

的问题中，分化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产生。 

这些分化能够密切联系于认知过程，如经验或顿悟。分化也有其他的原因。从婴儿期到成人期生活空间的发展，在

很大程度上，能够被描述为一个分化过程。但是，我们还发现，周围区域的一些变化，不能认为这种变化是分化和

综合，整体的组分区域数目仍然相同，虽然相对位置上发生了变化，这种情况下，称之为“重建”。 

区域的结构变化通常具有不同于位移的属性，然而，这两个过程紧密联系。在拓扑学上，个体P从区域A到区域B的

位移，总是意味着全域的重建，位移的结果是相当于个体P的区域成为一个不同的区域组分。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一种情境越是流动，则这种情境中产生一定变化所需要的力就越小。这种流动性对于紧

张系统的解除以及拓扑心理学的组织变化都有一定的影响。情境的流动性随不同的影响而不同；所以对于移动的反

抗，可看作流动性的特殊的一种。所以，一个情境的流动性的程度在一切程度都占有重要的地位，这是一种基本的

动力特征。环境的流动性和人之状态有密切关系，疲劳似乎已足够可以使人及其心理环境产生不稳定性。 

弹性的定义为，通过弹性，我们理解一个变化过的区域返回其初始状态的趋势。显然，弹性程度在同样流动性的区

域有时会是不同的。 

弹性和流动性都与“可塑性”有关。通过可塑性，人们应该理解一个区域的结构能够产生相对持续和稳定的变化之

容易度。太低或太高程度的弹性，有时也会不利于它的可塑性。 

● 三、个体拓扑学 

 

把个体描述为生活空间的一个联通的、未分化的区域或点，实际上，个体不是完全同质的统一体，而是高度分化的

物体。心理学必须在描述个体的区域内区分组分，指出两个事实就能在数学上证明这点。我们知道，行为依赖于环

境状态和个体状态：B=f(PE)。在这个等式中，P和E不是独立的变量。环境的结构和环境内的力丛随着愿望和需

要，或一般来说，随个体的状态而变化。根据某一需要的状态（例如，需要得到充分满足的程度），有可能详细确

定环境内某些事实的从属（例如，域力的减小、化合价的变化）。因此，某一需要的变化，例如这种需要的充分满

足，显然不会在同样程度和同样的方向上，改变所有的需要。这就必须在个体之内区分众多不同的区域，它们的状

态变化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互独立的。从动力的观点来说，若人的整体可以移动于其内，或者可以接近或避开的一切

区域都可看作是环境。 

描述心理个体所用的数学概念同描述环境所用的数学概念是一样的。然而，确定个体结构和确定环境结构，两者的

性质不同。因为从心理学上看，一般不能把个体自身考虑为介体，而在这个介体内，物体从一个组分区域到另一个

组分区域进行位移。为了确定各体内组分区域之间的关系，也就是一个区域对另一个区域的“动力从属程度”。人

的内部组织的陈述，因为以动的关系为依据，所以用相当于最高程度的动的统一性区域作为推论的元素。这些区域

的部分密切相关，每一部分的变化都可以引起其他部分的变化。因而，个体内部的区域的拓扑学及动力学的决定因

素，比环境组织的决定更为间接和抽象；这或许是因为人的拓扑学不是以移动，而是以动力的交互依存为要点的。

如果要讨论人的部分位置，便要谈及区域；若要谈及这些区域的状态，便可谈及系统，尤其在讨论张力状态的时

候。张力是一种状态。严格来说，人们只能够确定张力的差异；张力的一种差异，趋向于张力的平衡而产生张力的

变化。张力因此是一个区域的一种状态相对于另一个区域的状态，它涉及区域边界处的某些势力。很多各种类型的

实验均已表明，环境的某些属性，尤其是目标的存在或位移的趋势，和个体的张力相关。进行了一种位移，或者达

到一种目标，张力便可解除。实验也进一步证明，虽然这种变化有时涉及整个个体，但各种需求的满足或不被满

足，或多或少有其独立性。 



人的内部区域可以区分为中心层（C）和边缘层（P）。一个心理过程是属于中心层还是边缘层，具有重要的意义。

登博（T. Dembo）对于愤怒的实验研究表明了这种因素对于情绪的重要性。如果只是个体的边缘层受到影响，愤怒

的表现易于发生，那么愤怒的爆发较为表面。如果中心层受到影响，情感的公开爆发则较少的发生。当边缘层的事

件受到影响时，表情通常较快发生，个体只是在特殊情况下才讲到自己的心事。然而，个体内部区域的边缘层或中

心层，以及其可以接触的程度和表示的难易，都没有完全固定的关系。这个关系由个体当时的状态和情境而定。 

就个体的分化程度，儿童和成人最重要的动力差异便是儿童分化为组分区域的程度较低。心理环境的成长和儿童个

体的成长，不意味着大小的数量的增加，同时这种成长本质上是分化过程，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综合过程。假如把邻

近区域中动力隔离程度相等的区域看作基本的单元，那么整个个体的动力统一程度便可视为分化程度的一个标准。

研究一个全区域的动力统一如何依赖于它的组织，是格式塔心理学的一个既困难又重要的工作。下面的话似含有一

个基本原则：一个全区域的统一的程度不仅有赖于它的部分的交互的关系，而且有赖于全区域对于它的环境的关

系。个体的结构在长时期中通常相对不变。然而，巨大的环境变化，恋爱、“皈依”，或一些重大事件，能够带来

结构的重要变化，这种变化可能是暂时的，也可能是持久的。人格组织问题对于发展心理学有着特殊的影响，因为

在任何特定时间内，人格组织结构都是个体发展的产物。整个个体的分化，各部分区域的联系，相对的分化及机

能，都在个体发展期中经历着特殊的变化。 

 

 

 

【简要评介】

 

在《20世纪心理学通览丛书》中，《拓扑心理学原理》由竺培梁先生译成中文，由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本书是勒

温的代表作，1936年由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海德尔夫妇翻译成英文，对美国心理学及西方心理学产生了深刻的影

响。（1）以实验的方法探求行为的动力问题。在心理学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大部分心理学家要么以静止的观点探

讨意识与行为的构造和成分，要么试图发现心理的某种本质特征，然后以这种所谓的内在本质解释行为，而对行为

的动力问题却给予了极少的注意。勒温的拓扑心理学试图以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理解行为的动力，以需求所导致的

紧张系统作为行为的动力源泉，并以实验验证了自己的理论假设，说明了拓扑心理学的观点。由于勒温的拓扑心理

学开创了行为动力的研究模式，从而对其他心理学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2）拓扑心理学理论中的认知倾向。由

德国移居美国之后，勒温的拓扑心理学所面对的是行为主义的强大影响，行为主义几乎成为心理学研究的“范

式”，不符合行为主义原则的理论和方法皆被看成是对科学心理学的背叛。在这种条件下，勒温发扬格式塔心理学

的传统，把具有认知色彩的“心理生活空间”、“紧张系统”和“准需求”等概念融入他的理论中，并对行为主义

的简单化倾向作出了批评。勒温理论中的认知概念扩大了心理学中认知倾向的影响，为后来的认知革命的兴起奠定

了一定的基础。（3）拓扑心理学所表现出来的面向生活、面向社会的务实倾向。勒温十分重视心理学的理论探

讨。他指出：“事实的纯粹堆积只能导致一种混乱的、没有结果的情境。事实的简单收集在科学的某些阶段是必不

可少的；它是对哲学的、思辨的创立理论的有力反应。但是，对于事件的原因和条件的问题，它不能作出满意的回

答。只有在理论的帮助下，人们才能确定因果关系。没有理论的科学是盲目的”。事实上，勒温一直认为好的理论

最实际，因为理论只有能解决现实生活问题才能称得上好理论。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勒温在创建理论的过程中，

时时刻刻注意面向生活，从生活中发现问题，用理论指导解决现实生活问题。因此，“勒温为心理学尤其是社会心

理学提供了理论与应用、研究与实践相结合的范例。他的团体动力学是融理论、研究与应用为一体。用理论指导研

究，研究的结果应用于实践，反过来，研究和应用又进一步丰富了理论，这正是心理学的发展的正确方向”。⑤美

国心理学史家墨菲(G..Murphy)这样评价道：“勒温的工作一直保持着突出的地位。这种情况一方面可以归因于他

以明快的方式根据适合研究有限（和无限）领域内运动问题的动力学概念讨论生活空间问题，一方面则由于它充分

运用一种半几何学的方式观察那些能够运用线、面、障碍因素、向量等来代表的问题；他利用了被称为拓扑学的数

学学科……他的影响现在仍然很强大，因为受到他启发的男男女女在研究工作中和在传达他的生动启示中一直是非

常多产的。……他的许多术语（抱负水平、生活空间、障碍因素、向量，等等）已变成心理学语言的一部分”。 

新行为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认知心理学的奠基人托尔曼（E. C. Tolman）曾把勒温和弗洛伊德相提并论，他说：



“弗洛伊德，这位临床学家；勒温，这位实验学家——两位人物的盛名在我们心理学领域的历史中将比任何人都更

为突出。因为正是这两位人物的对比强烈，但却互补的思想第一次使得心理学可以应用于真实的任何真实的社会科

学。” 

 

 

①勒温：《拓扑心理学原理》，竺培梁译，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②墨菲等：《近代心理学历史导引》，林方等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67页。

 

③叶浩生：《西方心理学的历史与体系》，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52页。

 

④申荷永：《充满张力的生命空间——勒温的动力心理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8页。

 

⑤ 叶浩生：《西方心理学的历史与体系》，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7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