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3 卷第 1 期

V ol
.

23
,

No
.

1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

J
O

Um al of o
st Chi na N0 m 司 Uni ~ ity (创

u
ca ti o n al 冤

e

~

2(X) 5

Mar

年 3 月

以刃5

维尔伯的整合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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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维尔伯是 当代著名 的超个人思想家和理论心理学家
。

他提出了意识语模型和从前个

人
、

个人到超个人的发展阶段论
,

并试图在此模型基础上整合已有的心理学派别
,

同时将世界精

神传统时人及其精神生活的理解和践行方式纳入到当代心理学的体 系中
。

他构建了一种 系统的
、

包含多学科的理论体系
。

这个体系以心理学为基础
,

扩展到人类学
、

社会学
、

知识论
,

最后延伸

到宗教和哲学
。

他的思想 已成为当代超个人心理学的理论基础
,

其声誉和影响也正在超 出心理学

界
。

他的心理学整合视野尤其为人们所称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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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维尔伯其人

肯
·

维尔伯 (Ke
n w i场e r ,

194 9 一
) 是当代美国著名的理论心理学家

。

他的著作涉及很多

学科
,

如心理学
、

哲学
、

社会学
、

人类学以及宗教等广泛的领域
,

并试图用超个人的精神将

这些领域的知识加以整合
。

他特别试图在东方与西方
、

心理学与哲学
、

科学与宗教等通常视

为充满矛盾的领域之间化解隔膜
,

打通障碍
,

达到整合
。

他的思想已成为当代超个人心理学

(
~

pe ~
al Psy

cho fo盯)[
’报 ][s 」恤

‘
卜25) 的理论基础

。

他的声誉和影响也正在超出心理学界
,

并超出英语国家的范围
。

这里重点介绍作为维尔伯的理论基础和出发点的意识理论和发展理

论
,

同时涉及其他主要观点
。

而在这些理论中
,

始终贯穿着整合心理学的主题
。

维尔伯出生于俄克拉荷马城
,

由于父亲在空军工作
,

维尔伯在学龄时代曾居住过许多地

方
。

高中毕业时在内布拉斯加州
,

随后进人杜克大学 (D uk
e u ni ve o ity ) 学习医学

。

他在大

学时代还学习过生物化学
。

然而
,

在大学一年级他就完全失去了将自然科学或医学作为其职

业生涯的兴趣
,

并开始阅读东西方的心理学和哲学
。

他甚至逐渐脱离了学院的圈子
,

潜心研

究他自己感兴趣的课程并著书立说
。

维尔伯写了十几部著作
,

被翻译到 20 多个国家
。

他被

视为超个人心理学的重要代表人物
,

这种心理学在 20 世纪 印 年代从人本心理学中分化出

来
,

以关注精神性 (sP iri tu ali ty ) 为主要特征
。

由于维尔伯的奠基性和先驱性的贡献
,

特别是

收稿 日期
: 2 (X拜 一 ro

作者简介
:
郭永玉 (196 3一 )

,

男
,

湖北随州人
,

博士
,

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系教授
,

博士生导师
,

主要从事人格

心理学和理论心理学研究
。

Sean
高亮



由于他对人的意识的开创性的研究
,

他被称为
“

意识的爱因斯坦
” 。

[’1

他的成名作是 《意识谱》 (Th
e Spe ct

~ of Con sc iou sn es s
) (1977 )

,

这本书为他赢得了原

创思想家的声誉
,

他在这本书中试图将东西方心理学整合起来
,

进而提出了一种广阔而开放

的意识模型
。

随后他将这本书以较通俗和概略的方式改写成一本小册子
,

名为 《并无界限》

(N 。
Bo un da ry ) (197 9)

,

这是他的最为畅销的著作之一
。

他的核心著作 《生命本源计划》

(Th
e A tm a n Proj

e e t) (19 80 ) 和 《走出伊甸园》(Uv fro m E d e n
) (19 8 1) 分别探讨了发展心理学

和文化历史领域
。

维尔伯的大部头著作 《性
、

生态学与精神性》 (Se
x ,

Ec ol ogy
,

Sp irit ua hty )

(199 5) 涉及广泛的心理
、

文化与宗教课题
。

这部重要著作也有一个简写本
,

名为 《万物简

卿 (A B五er His to w of E v e 叮山i吧) (19 9 6 )[
, 〕

。

维尔伯在 《整合心理学
:
意识

、

精神
、

心理
、

治疗》 (In te脚一psye ho l娜
: c o n se iou s n e s s , s p ri t

,

p syeho lo留
,

the ra py ) (2以刃 ) 一书中将其心理

学的整合思想进行了全面的阐述
。

二
、

意识谱模型与心理学派的整合

维尔伯说
,

天地万物原本是息息相关
,

浑然一体的
。

身体与心灵
、

理智与本能
、

我与非

我
、

人与 自然
、

主体与客体
、

内在与外在⋯⋯原本是不可分割的
,

万物之间的统一原是一切

众生的本性及生存基础
。

可是人类由于有了意识
,

便习惯于在这些范畴之间划定各种界限
,

使它们成为相互对立的范畴
。

在个人的内心世界
,

各种经验也常常被分割得支离破碎
,

各种

经验之间彼此否定
。

人因而生活在无止境的冲突中
。

现代人生活在与自然
、

与他人
、

与真实

自我的越来越疏远的过程之中
,

因而矛盾
、

冲突
、

焦虑
,

总之是不快乐
,

活着似乎注定是受

苦
。

殊不知痛苦的根源就在于妄设界限
。

种种界限而造成的重重障碍是痛苦的根源
。

界限的形成与 自我意识的发展密切相关
,

也就是与 回答
“

我是谁
”

的问题密切相关
。

当

我面对
“

我是谁
”

的问题时
,

我就会试图去形容
、

解释或体会 自我
,

而这一过程往往就是我

在自己 的经验中划分界限
,

不管我是否意识到
。

界限内的
,

我感到是
“

自我
” ; 界限以外的

,

我便感到那是
“

非我
” 。

换句话说
,

我的自我认识完全根据自己所设的界限
。

回答
“

我是谁
”

的问题
,

也就是描述界限以内的东西
。 “

我是谁 ?
”

也就意味着
“

我的界限在何处 ?
” 。

如果我

感到这界限不分明
,

便产生了所谓的同一性危机
。

维尔伯认为人们对
“

我是谁
”

问题的不同

回答
,

也就体现了不同的划界方式
,

这些不同的划界方式分别处于不同的意识层次上
。

第一层次是无界限的境界
。

在这一境界
,

个人体会到 自己与宇宙本是一体
,

我的 自我不

只是这个有机体
,

而是整个宇宙的造化
。

我们意识的最深处与宇宙的绝对本体或终极本体是

同一的
,

这种本体就是婆罗 门 (Brah ~ )
、

道
、

阿拉 (Al lah )
、

神性 ((知对hea d)
,

它是无限

的
、

也是永恒的
。

维尔伯称这种意识为一体意识
、

宇宙意识
、

人的最高同一性
,

这是心灵水

平 (th e lev el of 而nd ) 的意识
。

第二层次是指个人虽未感到与万物同体
,

但至少能与自己的

有机生命融合为一
,

我的自我意识便由宇宙整体缩小为宇宙的一部分
,

也就是我自己的生命

体
。

这一层次与一体意识有许多类似的地方
,

但二者仍不可等同
。

在一体意识内
,

个人是与

无所不包的绝对整体融合为一
,

而在这个层次上
,

个体虽然未在自己与宇宙万物之间明确划

界
,

但又没有明确地与宇宙万物融为一体
。

维尔伯将这个层次称为超个人束 (th
e

腼
spe r -

so na l b a lld s
)
。

第三层次是将有机生命整体与外部环境区分开来
。

就是以自己的皮肤为界
,

皮

肤之内的
,

就是
“

我
” ,

外面的
,

则是
“

非我
” 。

皮肤外的东西
,

可以成为
“

我的
” ,

却不是
“

我
”

本身
。

例如
“

我的
”

职业
, “

我的
”

房子
, “

我的
”

家庭
,

但它们不等于
“

我
” ,

至少无

法与我皮肤内的东西相提并论
。

在这个层次
,

个体还能将 自己视为身心统一的整体
,

维尔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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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这个层次的意识为存在的水平 (th
e e五st en ti 滋 le ve l)

。

第四层次是在 自己的生命整体内划

界
,

就是在身心之间划界
。

通常人们说
“

我有一个身体
” ,

或
“

我有手
、

有腿
、

有头脑
”

等

等
,

如同说
“

我有房子 (或其他什么东西 )
”

一样
。

身体好像不是
“

我
” ,

只是
“

我的
” 。

身

体好比是一位
“

可怜的驴子弟兄
” ,

我们驾驭着自己的身体
,

就好像驾驭一匹驴子
。

身体与

心理的分离
,

有心理学的根源
。

一方面
,

身体是快感的来源 ; 另一方面
,

身体又是痛苦
、

疾

病的温床
,

还随时潜藏着违背道德规范的危险
。

所以我们常常不喜欢 自己的身体 (例如
,

《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将身体视为
“

臭皮囊
”

)
。

于是人们常常疏离身体而与心理认同
,

将身

体从自我中分离出去
。

维尔伯称这个层次的意识为自我的水平 (th e e go leve l)
。

第五层次是

在身体从自我中分离出去之后
,

继续在心理自我内部划界
。

个人常常否定某些心理内容或层

面
,

视它们为非我
,

他疏离那些部分
,

或压抑它们
,

或将它们投射出去
。

剩下的被自我认同

的形象就是
“

角色
”

或
“

面具
” 。

当个人只与心理的某些倾向认同时
,

其余的心理活动便被

视为
“

非我
” ,

成为生疏且令人生畏的异域
。

他企图否定他不想要的那一部分
,

将其踢出意

识之外
,

这被踢出的部分叫
“

阴影
”

(
shad ow ) 或

“

坏我
”

(bad me )
。

维尔伯将这一层次上划

界的意识称为角色的水平 (th
。 pe I’so nal le ve l)

。

这些划界的水平
,

也就体现了一个人 自我意识的水平
。

但这些不同的水平之间并无明确

的界限
。

维尔伯借用物理学中的光谱或频谱 (
s pec t

~ ) 概念
,

来说明这些不同水平上的意

识之间的关系
。

不同水平上的意识共同构成意识谱 (th
。 sP ec

~
of c on sio

u sn es s
)

,

好像彩虹

一般
,

五颜六色
,

但不同波长的光波之间并无明确的界限
。

就是说人的意识是多层面多维度

的
,

正如不同波长的电磁波
。

维尔伯将这些不 同水平的意识
,

及其每个水平上所划 出的
“

我
”

与
“

非我
”

的界限
,

用下面的图形表示
。

角角色水平 越匕兰一塑竺——
自自我水平 自我一 \ 肉体

_ ___

存存在水平 , +n 、

~
\ 二二二

(((有机生命整体广一一一一一二二二立止二二二二二二

心心灵层 超个人束 (层)
-

—
二二

(((一体意识 ) 字宙宙

图 1 意识谱图示

不同的层次各有不同的界限
,

这些界限向下延伸
,

直到
“

一体意识
” ,

界限便消失了
,

因为在那终极境界
,

自我与非我 已经变成了一个和谐的整体
。

意识谱显示 出人们对
“

我是

谁
”

的不同认识
,

愈往表层上推移
,

限定愈加狭隘
。

从最底部与宇宙万物融为一体
,

到最上

端则只与心理的某一部分认同
。

层次愈往上推移
,

便有愈多的领域被拒斥于自我之外
。

在存

在的水平上
,

环境被视为非我 ; 在自我层次上
,

不只是环境
,

连自己的身体也成了非我 ; 在

角色层次上
,

不只是环境和身体
,

连心理的某些层面或内容也成了非我
。

因此
,

维尔伯称
“

一体意识
”

为唯一真实的意识状态
,

其他层面本质上都是幻觉
。

有界限
,

就会有矛盾
。

如同在军事上
,

界限往往是战争的导火线
。

界限内外的双方往往

相互敌视
。

在意识谱的不同水平上会形成不同的冲突
,

因不同的冲突而引发不同的心理疾

5 3



病
。

然而当一个人需要借助心理治疗解决这些冲突的时候
,

他却面对众多的学派
,

这些学派

之间往往相互攻击
。

那么
,

如何解决这一难题?[
6〕

维尔伯认为
,

不同的心理学派实际是从事于意识谱上不同水平的冲突的解决
。

因此这些

不同的学派之间并不是互相对立的
,

而是互相补充的
,

每个学派都部分正确
,

因为在它们各

自对应的意识谱上都是有效的
。

精神分析是为了愈合意识与潜意识的过度分裂
,

特别是企图

整合角色与阴影
,

化解角色与阴影之间的界限与障碍
。

人本主义治疗则主要是为了愈合自我

与身体的分裂
,

协调心理与身体的关系
,

使当事人恢复有机生命整体
,

并且使生命潜能得以

实现
。

当一个人从身心分裂与冲突中解脱出来
,

成为一个有机生命整体时
,

才能感受到丰沛

的生命潜力和自我实现的需要
。

荣格心理学
、

阿萨鸿里 (Ro be rto As崛oli
,

1888
一

19 7 4) 的心

理综合 (psyc ho syn th es is)
、

瑜咖等方法
,

是为了弥合有机生命整体与环境的疏离
,

以达到
“

集体性 的
”

或超个人的意识水平
。

通过这一层次的治疗
,

个体不再感到与他人或自然疏远
,

而有一种融合的倾向
,

尽管还未真正获得一体意识
。

吠陀哲学
、

佛教 (包括禅宗 )
、

道家
、

伊斯兰神秘学 (S山
s m ) 等

,

则能使个人有机体与宇宙融合
,

获得一体意识
,

达到与宇宙万

物的合一
。

因此不同的治疗学派在意识谱上都能找到对应的层次
。

但这是一 种简化的模型
,

实际上各层次之间
、

各种心理学派之间的区分不是径渭分明的
,

而是互相重叠互相渗透的
。

从总体上讲
,

对应于较深层次的学派能吸收或包含对应于较浅层次的学派
,

但对应于较浅层

次的学派则不能包容对应于较深层次的学派
,

如人本心理学能吸收或包含精神分析
,

超个人

心理学能吸收或包含精神分析和人本心理学
,

但精神分析则不能包含人本心理学和超个人心

理学
。

[6 〕

三
、

发展理论

维尔伯在他的 《生命本源计划》 (19 80) 一书中
,

将注意力转向发展心理学
。

在这本书

中
,

他探讨了从生命初期到成年的发展历程
,

比较和综合了西方心理学中几种主要的发展理

论
,

并且进一步探讨了由主要的非西方传统的学说所揭示的更高水平 (超个人水平 ) 上的发

展
,

从而提出了一种从生命初期到 开悟 (
e
nli gh t

~
ni ) 的包括人的整个成长谱 (th e

ful l

s pec trU m o f h

uman
9 1训汕) 的发展模型

。

[ 4〕

由于传统的西方心理学理论将个人的水平 (pe rs o n al lev el ) 视为人的发展的顶点
,

所以

人们常常将超个人水平的经验病理化
。

确实
,

某些超个人体验
,

如 自我界限 (ego bou nd
-

ari
e s
) 的化解

,

与某些病理状态具有表面的相似之处
,

以至于人们将它们等同
。

如弗洛伊德

就将合一的体验视为神经症的表现
,

他的根据是这种体验的本质与其他神经症症状一样
,

是

向童年状态的退行
,

因此神秘体验就被解释为倒退到婴儿
,

从而回到母亲怀抱的倾向
。

与大

自然结为一体被理解为与母亲的乳房结为一体
。

类似的将超个人体验解释为病态现象的还包

括
:
将狂喜状态视为自恋性神经症

,

将开悟解释为退行到子宫
,

将静修 (m 司itat ion ) 视为自

我诱导的紧张症
。

为此
,

维尔伯在前个人 (pre pe ~
al ) 意识状态与超个人意识状态之间进

行了区分
。

他认为幼儿还没有自我意识
,

这种前个人状态不同于超个人状态
,

后者是自我意

识充分发展并达到超越境界
。

某些心理疾病可以被解释为人格向童年状态的退化
,

这种人还

没有形成成熟的自我 (
e go )

,

不能与在成熟自我基础上进一步超越的水平相提并论
。

维尔伯

将这种把超越与退化混为一谈的错误称为
“

退化与超越的谬误
”

(Pre/
t
二

5
fal lac y)

。

在 《意识的转换》 (1986 ) 中
,

维尔伯进一步完善了他的发展阶段理论并将此模型与特

殊的病理和理疗相对应
,

从而形成了一套有关发展理论
、

病理学和心理治疗的理论
。

在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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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模型中所隐含的一个理念是
,

每一个发展阶段都有一定的发展任务向个人提出挑战
,

要

求个人发展出新的能力和新的适应水平
,

而这些发展任务与个人的心理组织发展到一个更复

杂的水平是相适应 的
。

每一个发展水平又包含并超过前一个发展阶段
。

如果发展任务与相应

的发展阶段不相适应
,

就会出现固结或退化
,

或者妨碍与下一阶段的整合
。

维尔伯提出三个基本阶段
:

前个人 (p l℃pe 。朋al)
、

个人 (pe rs on al)
、

超个人 (tran spe rso
n -

al)
。

三个阶段中的每一个又包含三个亚阶段
。

关于这些阶段的意识水平
,

维尔伯主要是将

其与皮亚杰的认知发展模型和长青哲学的层次理论结合起来说明
。

川

前个人阶段
: (l) 感觉身体 (sen s

ori p hvsi ca l) 水平
,

对应于皮亚杰的感觉运动水平 ;

(2 ) 幻想一情绪 (户an ta s n u c 一e ln o tion al ) 水平
,

对应于情绪一性欲水平 ; (3) 具象的心智

(re p
一

m ind ) 水平
,

对应于具象的心智 (re p re sen tat ion al m ind ) 或皮亚杰的前运算思维水平
。

个

月价段
:

(4 ) 规则 / 角色心智 (川】
e八D le mi nd ) 水平

,

对应于皮亚杰的具体运算思维水平 ;

(5) 形式一反映 (肠
lm 公

一

re fle 石ve ) 水平
,

对应于皮亚杰的形式运算思维水平 ; (6) 视觉一逻

辑 (vis ion
一

losi
c
) 水平

,

对应于布鲁纳和 A血ti 的超皮亚杰假设水平 (BI’tm
e : an d 胡eti

, , hy
-

po 此si ze d ste p be yo nd Pi age t)
。

超个人阶段
:

(7 ) 心灵 (Ps yc hi 。
) 水平

,

对应于长青哲学

(pe re耐al 户ilo soP hy
,

是指关注终极本体的往往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哲学传统
,

这种哲学传

统通常将人依次区分为 h 月y
、

而nd
、

so ul
、

sP irit 即身
、

心
、

魂
、

灵四个水平
,

也将存在或宇

宙划分为 te

rres
t五a l

、

in te n lle d ia ,e
、 C el e s tial

、

i浦
n ite 即陆地

、

中间
、

天空
、

无限四个层面 ) 的

心的水平或中间层面 ; (8 ) 精微 (
su btle) 水平

,

对应于长青哲学的运动的水平或天空层面 ;

(9) 终极 (
Cau sal ) 水平

,

对应于长青哲学的灵的水平或无限层面
。

维尔伯的意识谱模型
、

发展理论以及相应的病理学和治疗理论
,

体现了维尔伯的一个基

本的心理学观点
,

就是意识的发展是逐步从较浅较窄向更深更广的方向运动
,

从更为分裂的

状态向更为完整的状态的运动
,

最终进人精神领域
。

这是一种优雅而又合乎逻辑的心理学理

论
。

〔7 ]

四
、

意识与发展理论的延伸

维尔伯接着将他的发展模型运用于人类学以探讨人的进化
。

在 《走出伊甸园》 (19 81 )

中
,

维尔伯从原始人类直到当代文明
,

历史地探索了人类意识
、

同一性
、

文化和宗教的进

化
,

以及他们之间动态的相互作用
,

指出
,

不同的进化阶段具有不同状态的居支配地位的意

识和同一性
,

从而形成不同的文化和宗教
。

人类历史的总体趋势是朝前发展的
,

人的意识也

越来越 自由
,

一开始从单一的身体获得认同
,

发展到从不同的思想获得认同
。

进化的过程是

一个经过物理的 (phvsi
c al )

、

生物的 (bi ol ogi
c al )

、

心智的 (me
n
以 ) 和精神的 (sP iri tu 欲) 阶

段而逐步前进的过程
。

维尔伯试图将意识的进化问题与当代心理学和人类学结合起来研究
。

维尔伯认为有两种不同的意识进化线索
,

一种是平均的或集体的意识
,

另一种是领先于集体

并给予集体以启迪的先驱者的意识
。

这些先驱者包括萨满 (sh

一
)

、

瑜咖修行者和圣贤高

人
,

他们是进化的引导者
,

是他们的不断探索使人类逐步达到人性的更深处和更高处
。

维尔伯还试图建立一种超越性的社会学 (
~

cen den 以 soc io lo留 )
。

他运用其发展心理学

的理论来评估社会交互作用
。

他认为流行的社会学的分析方法缺乏区分社会相互作用水平的

标准
,

为此他提供了一种避免将一切社会相互作用归结到某一水平上的方法学
,

如弗洛伊德

将一切行为都归结为性
,

艺术
、

哲学
、

宗教及其他一切高级的活动都被归结为性的压抑与升

华
。

为此
,

维尔伯把宗教区分为前理性的 (p re rat ion al )
、

理性的 (rati on al ) 和超理性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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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
sla tion al

,

即超个人的)
。

处于不同发展水平的人
,

具有不同病理状况的人
,

宗教的意义

也不同
。

宗教对有些人是有益的
,

对另一些人可能会带来问题甚至危险
。

维尔伯认为有三种不同来源的知识
,

分别是来自感官的知识
、

来自理智或象征的知识和

来自沉思的 (c on te mP la tive
,

一译默观的 ) 知识
。

每一种知识都有特殊的事实根据
,

而这三

种知识之间只有部分的重叠
。

混淆这些不同的领域
,

例如相信沉思的知识可以还原为理智的

知识
,

就会导致范畴错误
,

并丢失各自知识领域的特有信息
。

同时
,

每个领域都有评价本领

域知识有效性 (v山di ty
,

效度 ) 的方法
。

传统的科学方法最适合于研究物理现象
。

解释学的

方法最适合研究象征的领域
,

如莎士 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就适合用解释学的方法研究
,

而不

适合用科学的方法
。

同样
,

沉思的知识最好由精通这一领域的人用主体间的测验 (in te rs ub
-

je ct ive te st in g ) 来评估
。

每一种方法只在它 自己的领域有效
。

因为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

所以

在科学家
、

哲学家和神学家之间导致了巨大的混乱和冲突
。

〔4]

五
、

贯穿始终的整合主题

不难看出
,

维尔伯的所有理论都始终贯穿着整合的主题
。

维尔伯认为现实 (re ali 汀) 是

多层次的
,

存在是多水平的
,

包括物质
、

身体
、

心理和精神
,

好比一条巨大的存在之链
,

一

环套一环
。

处于不 同发展水平上的人认同于存在之链上的不同水平
。

人一开始认同于身体
,

然后认同于 自我一心智 (
e g o ~

mi nd )
,

其后
,

如果致力于灵修实践
,

他会认同于精微的心灵领

域
,

最终达到认同纯粹意识本身
。

发展和进化意味着沿着这个层次逐步上升
,

意识变得越来

越优雅
、

精练
、

纯净广阔和 自由
。

不同的意识水平对应于不同的世界观
,

对应于不同派别的

心理学
、

哲学和宗教
,

对应于不同的心理病理学及其相应的治疗方法
。

维尔伯认为
,

真正具有整合性的心理学
,

应当包容来 自前现代
、

现代和后现代的所有深

邃洞见
。

前现代容纳了过去和当前的所有精神文明
,

勾画了人类潜能实现的基本轮廓即从物

质到身体
,

到心智
,

再到精神的发展链条
,

但是它却没有充分地区分人在各个发展水平上的

价值认同
。

因此
,

对意识谱的科学探索受到阻碍
。

现代始于 17 世纪
,

西方人将宗教
、

科学
、

艺术区分开来
,

却也使它们变得互相孤立
。

由于片面强调人的理性
,

科学物质主义处于
“

霸

权地位
” ,

人类存在的完整性被瓦解
。

后现代则关注主观性和主体间性
,

向客观理性提出挑

战
。

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 (c

~
tiv

e 即s助od e m ) 更具有包容性
,

它打破主流理性主义的霸

权
,

尊重多样性
,

使那些被强大的现代力量所忽略的声音和观点免于边缘化
,

并且在相互孤

立的宗教
、

科学
、

艺术之间建立联系
。

来自前现代
、

现代
、

后现代的不同观念便可以由对立

转换为融合
,

共同被纳人整合心理学的框架
。

在构建整合的心理学过程中
,

维尔伯首先从前现代的长青哲学中找到 了描绘人类存在的

各种水平的一般轮廓
,

即从物质到身体
,

到心智
,

再到精神的发展链条
。

维尔伯用基本水平

(bas iC le ve ls )
、

基本结构 (bas iC s

tru ct ure s
)

、

或者基本波形 (bas iC wa ve ) 等不同的术语来描述

这一链条
,

但意义各有偏重
: “

水平
”

表示不同的水平之间存在质的区别 ; “

结构
”

强调意识

和府在具有持久的整体模式
, “

波形
”

则表示不同的水平之间并不是严格的分离和孤立的
,

而是像雨后的彩虹一样
,

互相渗透
。

阁如果把人类存在的物质
、

身体
、

心智
、

精神这一结构

看作是绵延的长河
,

那么其间则包含着众多相对独立的发展线路 (de ve lo p m e n tal hne s
)

,

如道

德
、

情感
、

自我认同
、

世界观
,

等等
。

它们各自以自己特有的速度和节奏发展
。

在不同的发

展水平和线路之间
,

自我发挥着关键作用
。

它操纵着个体被赋予的所有能力
,

整合不同的元

(下转第麟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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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

充当了发展旅程中的导航员
。

可以看出维尔伯将 自己的意识谱理论在整合心理学框架下

进一步丰富
,

勾画出了相对完整的人的形象
。

维尔伯的几乎每一个重要观点都引起争论
,

这一方面说明他的理论的局限性
,

另一方面

也说明他的巨大影响力
。

他构建了一种系统的
、

包括多学科的
、

富于想象力又不失学者风范

的理论体系
。

这个体系以心理学为基础
,

扩展到哲学
、

人类学和社会学
,

最后延伸到宗教和

神秘主义
。

他所综合的范围可能是空前的
。

他将一些相互矛盾的学派置于其体系的不同地

位
,

他还善于吸收东方的传统智慧
,

并长期致力于禅修实践
,

他对于长青哲学的解释使当代

人得以理解传统智慧及其灵修的精髓
。

维尔伯的理论显示出人的内在世界的广阔范畴
,

从而

扩展了心理学 的研究领域
,

为超个人心理学整合现有心理学和世界精神传统的努力奠定 了理

论基础
。

维尔伯虽 已著述等身
,

但他仍处于著述的高峰期
,

并且他是一位极具原创性的理论

家
,

他的每一部新作问世都引起广泛的关注
,

因此他在未来的成就和影响我们将拭 目以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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