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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代西方心理学界先后出现了后现代心理学、积极心理学和进化心理学等新的研究取向。这三种取向在

对现代主义心理学反思和批判的基础上构建着各自的理论体系和研究视野 ,并对西方心理学产生了深刻的冲击和

影响。本文综述了这三种取向的核心观点和基本特征 ,论证了它们对当代西方心理学研究的积极影响及存在的问

题 ,主张反思的意义在于超越 ,不同取向的整合应基于宽容与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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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心理学在近二十年里先后出现了后现代心

理学 ( postmodern p sychology)、积极心理学 ( positive

p sychology)和进化心理学 ( evolutionary p sychology)

等新的研究取向。这些新取向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兴

趣和关注 ,愈来愈多的心理学家开始涉足这些研究

领域 ,形成了一大批研究成果 ,对心理学研究的现代

主义范式形成了深刻的影响和冲击 ,以致于演变成

了三种心理学的新运动。本文将沿着批判与重建的

视角 ,对这三种研究取向进行评述 ,并就其影响力及

对心理学整合的可能性提出我们的观点。

1　对现代主义心理学的反思与批判

111　后现代心理学的反思与批判

　　科学心理学建立之后 ,心理学便进入到了现代

主义取向的发展时期。现代主义取向尽管始终处于

派系林立、纷争不断的格局 ,但确存在一些共同特

征 ,即重视科学的价值 ,强调科学的方法、信奉经验

主义以及个体的中心地位。[ 1 ] 而以格根 ( Gergen,

K)、肖特 ( Shotter, J )、伯特 ( Potter, J )为代表的后现

代心理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刻地解构与批判 :

11111　反主客二元论 　现代主义心理学的首要预

设是人生活在主客二元的世界中 ,在主体的经验之

外存在着一个客观世界 ,主体的心理、知识是对客观

世界的反映。后现代心理学认为 ,这种二元世界的

划分只是一种无法“证伪 ”亦无法“证实 ”的预设 ,是

现代主义的一个“宏大叙事 ”,并没有相应的证据予

以支持。因为“一旦我们开始谈论某个对象 ,我们

就已经进入表征世界。”[ 2 ]在表征世界之外的客观

世界不可能进入人的意识领域 ,因此二元世界的划

分是一个武断的、不可靠的预设。

11112　反实在论 　实在论主张任何事物都是有其

自身独特内在规定性的客观实在。基于这种实在论

预设 ,现代主义心理学相信心理是一种客观实在 ,是

人之所以为人的内在规定性 ,心理学的任务就是揭

示或发现它们。后现代心理学则认为心理现象并非

独立存在的实体 ,心理学的概念也不以某种客观存

在的“精神实在 ”作为基础 ,一切心理特征都不过是

一种话语的建构 ,并没有一个精神上对等的实体与

之相对应。心理学并非是人对心灵本质的揭示或发

现 ,而是社会文化的创造或发明。

11113　反科学至上论 　科学主义心理学坚定地主

张科学方法是追求真理的唯一途径。即使是与科学

主义相对的人文主义心理学也并不反对科学的价

值 ,相信科学最终能为揭示人的“内在本质 ”服务。

后现代心理学对此给予了严厉的批判 ,认为“热衷

于实证方法的心理学日益淡忘了一个简单的事实 ,

即科学方法本身就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科学方法

无法科学地证实自身 ,科学方法也同样无法用自己

的方法证实正在使用的方法。一些人反驳说科学的

成功就展示了其正确性。但何为成功 ? 你又如何证

实成功 ?”[ 3 ]后现代心理学者尖锐地指出 ,方法中心

主义使得心理学降格成了一门主要由方法驱动和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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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学科 ,从而使理论探索只具有次要意义。

11114　反个体中心论 　现代主义心理学聚焦于个

体的心灵与理性 ,将个体心灵视作意义、行为发生和

解释的中心。认为人之所以为人 ,在于其对现实的

反映能力以及以此为基础选择和控制自身行为的能

力 ,这种能力存在于个体心灵之中。因此 ,心理学的

任务就是凭借心理学家的理性探索、揭示人类个体

心灵对现实的反映、适应和改造的过程、本质与规

律 ,寻求促进个体反映能力和适应能力的提升。后

现代心理学将这种个体中心主义预设斥之为盲目

“自大 ”和“自恋”的心理学。在后现代心理学看来 ,

祛除了他人、它物的“个体心灵 ”是虚妄的 ,是无法

独立存在的。

112　积极心理学的反思与批判

　　积极心理学认为 ,科学心理学主要面临三项主

要使命 : ①治疗人的精神或心理疾病 ; ②帮助普通人

生活得更充实幸福 ; ③发现并培养具有非凡才能的

人。而实际上 ,二战以后的西方心理学把自己的研

究重心放在了心理问题的研究上 ,如心理障碍、婚姻

危机、毒品滥用和性犯罪等等 ,心理学正在变成为一

门类似于病理学性质的学科 ,积极心理学称之为病

理性心理学或消极心理学 ( pathology p sychology)。

赛里格曼 ( Seligman, M )认为 ,消极心理学背离了心

理学存在的本意 ,因为它导致了“很多心理学家几

乎不知道正常人怎么样在良好的条件下能获得自己

应有的幸福。”[ 4 ]

　　赛里格曼认为 ,消极心理学的确对人类和人类

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譬如今天的心理学

家们已经能对至少 14种 50年前还无能为力的心理

疾病进行有效的治疗 ,这显然是消极心理学的一个

重要贡献。但另一个事实却是尽管今天的人们比过

去拥有更充分的自由和物质享受、更优良的教育和

娱乐 ,而心理疾患者的人口比率却也在成倍增长。

其原因就是消极心理学只看到人的心理问题以及外

部世界的不良事件和恶劣环境 ,把心理学的目的定

位于消解这些心理与社会问题 ,期望通过问题的消

解便自然而然地为人类和人类社会带来繁荣。

　　实际上 ,消极心理学的盛行是由西方主流心理

学的悲观主义人性观所决定的。精神分析、行为主

义等 20世纪西方心理学的主流学派 ,对于人性存在

一个相似的隐喻 ,即否认人性的独特性 ,将人喻为机

器或动物。认为人心理与行为的基本属性是被动

的、消极的 :人要么由本能驱使 ,要么由环境决定 ,渲

染一种悲观人性论和消极心理论。其研究视野指向

于人心理的消极层面 ,强调对心理疾病的预防和治

疗 ,追求心理与行为的预测和控制。积极心理学反

对人的机器或动物隐喻 ;反对心理的本能决定论或

环境决定论以及由此带来的悲观主义人性观和消极

心理学 ;认为消极心理学的这种研究取向背离了心

理学研究的本意 ,因而也将难以实现心理学研究的

应有价值和社会使命。心理学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

去掉人心理或行为上的问题 ,而是要帮助人形成良

好的心理或行为模式。没有问题的人并不意味着一

定是个健康、幸福的人 ,同样祛除心理或行为上的问

题也并不意味着人就能自然形成一种良好的心理或

行为模式。

　　可见 ,同后现代心理学对现代主义心理学的彻

底反动不同 ,积极心理学主要对二战以后西方心理

学中悲观的、消极的研究取向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而

在其理论建构和研究实践中仍然承继了人文主义和

科学主义心理学的诸多合理成分。

113　进化心理学的反思与批判

　　西方主流心理学的心理起源观主要有两种倾

向 ,即内源决定论与外源决定论 ,进化心理学者对二

者都持批评态度。首先 ,进化心理学反对内源决定

论 ,主张尽管心理机制是社会行为的前提 ,但并不是

如某些内源决定论者所言 ———受某种盲目的本能或

内驱力驱使 ,而是心理机制和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

其次 ,相对于内源决定论 ,进化心理学更反对外源决

定论。外源决定论对于心理机制的基本预设是人生

来是一个“白板 ”,后天社会、文化环境是人的心理

和行为产生和发展的决定因素。进化心理学称之为

“标准的社会科学模式 ”。这一模式认为 ,只有文化

才能解释人类行为、思想等方面的群体间差异和内

群体相似性。其理由是 : ( 1)儿童与成人心理结构

的复杂性不同 ; (2)跨群体心理与行为在儿童期表

现出相似性而到了成人期才表现出差异性。进化心

理学认为 ,仅由此就得出人的心理源于社会文化或

社会学习的结论乃是一种荒谬的推理 ,这就如同认

定成年女性乳房的发育是本地群体其他成员的行为

和公众表征影响的结果一样可笑。事实上 ,人类的

许多心理和生理机制并不都是与人类的出现而一同

出现的 ,而是在人类发展的某个时期出现的 ,是进化

的结果。

　　进化心理学把自己界定为认知科学阵营中的一

个门类 ,但却并不认同认知心理学关于心理、意识内

在机制的预设。在认知心理学那里 ,人从被看成

“白板 ”到被看成具有普遍适应性的“计算机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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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心理学在吸取了认知心理学的信息加工原则的同

时 ,舍弃了有关所有的心理过程都是按照同样的信

息加工原则进行反映的预设。从这个意义上说 ,进

化心理学不仅反对所谓标准的社会科学模式 ,其实

也包含对认知心理学的扬弃和批判。

　　进化心理学认为 ,现代心理学取向常常采取二

分法 ,把遗传与环境、先天与后天、生理与文化、本能

与推理等对立起来 ,从而强调某种因素而否定另一

种因素的作用。这显然是一种武断的、与实际情况

不符的思维模式。有机体的任何表现都是基因和环

境共同作用的产物 ,任何群体间差异和内群体相似

性都是基因和为基因提供输入的环境两者相互作用

的结果。他们还进一步指出 ,环境和基因一样也是

进化的产物 ;有机体的遗传素质是环境因素起作用

的前提。

2　三种研究取向的基本特征

211　后现代心理学的特征

　　后现代心理学包含许多不同的理论体系 ,如社

会建构论心理学、话语心理学、叙事心理学、女性主

义心理学、多元文化心理学等等 ,其中 ,社会建构论

心理学处于中心地位。这些理论观点以对西方现代

主义心理学的解构和重构为特征将它们维系在一

起 ,共同构成了西方心理学中的后现代主义取向。

21111　主张心理的社会建构性 　后现代心理学认

为主客二元的世界划分只是一种不证自明的预设 ,

心理不是先在于主观世界的“本质实在 ”并对客观

世界的反映或“摹写 ”,同所有所谓科学知识一样 ,

心理学知识也非主体之于现实的中立的“发现 ”。

知识、心理、意义都只不过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

“发明 ”,是社会的建构。“在后现代主义和社会建

构论看来 ,由于所有的知识都是通过语词而社会建

构的结果 ,语词的意义又随着群体和时间的不同而

不同 ,即语词的意义依赖于社会过程 ,因而我们不可

能达到对世界的客观理解。知识只不过是以语言形

式表述的社会一致意见。”[ 3 ]

21112　强调互动的源泉作用 　“建构 ”是一种社会

现象 ,它需要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来实现 ,单个个

体无法建构。换言之 ,认知、情感、自我意识、人格等

一切心理现象或特征都是在个体与社会的互动中产

生的 ,互动是心理的源泉。在后现代心理学者看来 ,

且不论情感、自我、人格等复杂心理的建构性和互动

性 ,即便是“感觉 ”这种最基本的心理现象也不是

“外部世界”的信息通过神经系统向“内部世界 ”的

输入 ,而是特定共同体的社会互动的结果。用格根

的话说 ,“眼睛不仅仅是神经的一部分 ,它同时也是

传统的一部分 ”,“令人愉快的味道是社会传统的

产物。”[ 5 ]

21113　关注话语的建构中介意义 　话语是通过社

会互动而建构心理的媒体或中介。后现代心理学主

张 ,话语是先在于个人的存在 ,因此人们并非是通过

话语表达自身的心理活动 ,而是在社会互动历程中

借助话语建构心理。社会建构论者肖特指出 :

“⋯⋯意识是通过发生于社会生活和话语实践的语

言交往而创造出来的 ,是联合行动的结果。⋯⋯被

心理学家当作现存的认知实体 ———意向、记忆、动

机、知觉、情绪等等并非客观的和最后的形式 ,而是

处在不断建构的过程中 ,这种建构过程又依赖于各

种话语环境中同他人的相互关系。”[ 6 ]这就是说 ,情

感、意志、认知、人格等并非精神的实在或实体 ,而是

一些话语范畴。换言之 ,心理是话语的建构和产物。

当然 ,话语本身也存在着建构和重构的历程 ,“我们

用以理解这个世界和我们自己的术语和形式都是一

些人为的社会产品 ,是置根于历史和文化的人际交

流的产物。”[ 7 ]

21114　问题中心主义的多元方法论 　后现代心理

学普遍反对方法中心主义的研究取向 ,认为由于人

们所处的时代背景、文化氛围和生活环境各不相同 ,

只采用定量分析的方式无法对人心理生活的丰富

性、多样性、复杂性做出恰如其分地理解和阐释。主

张心理学研究应以问题为中心 ,强调问题中心主义

的多元方法论。后现代心理学认为 ,由于心理是个

体与社会互动历程中形成的话语的建构和产物 ,话

语同行动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具有操作特性 ,所以

心理学家对于行为的研究不在于寻找行为背后的个

人内心世界的原因 ,而在于对建构行为的话语进行

分析 ,分析是哪些话语通过其操作特点而导致行为

产生的。因此 ,话语分析理应成为心理学研究的基

本方法。

212　积极心理学的主要特征

　　赛里格曼、卡里曼 ( Kahneman, D )等积极心理

学者主张心理学要以人固有的、潜在的建设性力量

以及美德和善端为出发点 ,用一种积极的心态解读

人的心理现象 ,激发人内在的积极力量和优秀品质 ,

以帮助人最大限度地挖掘自己的潜力并获得美好的

生活。

21211　积极的价值观取向 　积极心理学主张 ,人

的生命系统是一个开放的、自我决定的系统 ,他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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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在的自我冲突 ,也有自我完善的内在能力 ,个体一

般都能自我决定其最终发展状态。心理学应把自己

的工作重心放在研究和培养人固有的积极潜力上 ,

通过培养或发掘人的这种积极力量而使之成为真正

健康并生活幸福的人。基于这种积极的价值观取

向 ,积极心理学者致力于对常人的积极情绪与体验、

积极认知过程、积极的人格特质、创造力与人才培养

等问题的研究 ,同时也不回避对人的精神疾病和心

理健康的研究。不同的是 ,积极心理学强调从正面

界定和研究心理健康 ,关注积极心理品质的培养 ,认

为心理问题本身尽管不能为人增添力量或优秀品

质 ,但问题的出现却为人提供了一个展现自己优秀

品质和潜力的机会 ,人积极心理的发展过程同时也

是应对和消解心理疾患的过程。积极心理学者强调

保障心理健康的关键在于对心理疾病的积极预防 ,

而预防的关键则来自于对人内部积极潜力的塑造或

唤醒。一句话 ,积极心理学的核心任务就是要建构

一门有关人类力量的科学 ,其使命就在于探明如何

在人身上培养或发掘这些力量和品质。

21212　个体与社会层面兼顾的研究视野 　积极心

理学在研究视野上摆脱了主流心理学过分偏重个体

层面研究的缺陷 ,在关注个体心理研究的同时 ,强调

对群体和社会心理的探讨。另外 ,在对心理现象和

心理活动动因的认知及其理论假设的建构上 ,积极

心理学强调人的内在积极力量与群体、社会文化等

外部环境的共同影响和交互作用。尽管一些积极心

理学者强调心理、人格的积极性和内在性 ,但即便是

对于个体层面的研究 ,他们也十分重视社会文化环

境 (如人种、政治、经济、教育、家庭等等 )之于个体

情绪、人格、心理健康、创造力和心理治疗的影响乃

至决定作用。积极心理学主张人的意识和经验在环

境中得到体现 ,也在很大程度上受环境影响。从最

广阔的环境 ———进化来讲 ,进化的环境塑造着人类

积极的经验。因而群体和社会层面在积极心理学的

研究中占据着重要地位。

21213　以实证研究为主的方法论倾向 　积极心理

学在研究方法上依然承继了西方现代主流心理学的

实证主义方法论取向 ,其具体研究方法主要有实验

法、量表法、问卷法和访谈法等。目前有关积极情

绪、主观幸福感、积极人格特质的研究大都采用的是

访谈、调查、量表等研究方法 ;而在有关积极情绪及

其与身心健康的关系研究以及有关创造性思维的脑

机制研究等则经常采用实验法或实验法与访谈、量

表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但已有一些学者主张积极心

理学也应当借鉴人文心理学的研究方法 ,学习和继

承质化研究的一些优势与长处 ,以更好地促进积极

心理学的繁荣和发展。

213　进化心理学的主要特征

　　进化心理学主要是探索人心理机制的形成及其

影响的一种研究取向。它在批判心理机制的传统理

论和观点的同时 ,又继承了传统心理学的主要研究

内容、概念和方法 ,试图用进化、适应和自然选择来

解释人类信息加工机制的形成与发展过程。

21311　心理机制是进化的产物 　进化心理学认

为 ,要充分理解人的心理现象就必须了解这些心理

现象的起源和适应功能 ,即心理机制的产生及其作

用。在人类进化过程中 ,过去不仅在人类行为、身体

和生存策略方面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同样也在人的

心理和相互作用策略方面留下印记。因为外在环境

输入是通过认知过程来产生外显行为的 ,所以进化

与行为间偶然的联系也是通过心理机制来完成的。

换言之 ,自然选择不仅发生在身体、器官和行为层

面 ,而且也发生在认知层面 ,信息加工过程为了解决

现实的问题而不断的进化。考斯麦茨 (Cosm ides, L )

认为 ,过去在对有关人类行为的进化过程的研究中 ,

心理机制是被丢失的环节 ,心理学最主要的研究内

容在于探索进化的心理机制是如何在行为与进化之

间起中介作用的。[ 8 ]

21312　心理进化源自压力与适应 　考斯麦茨、布

斯 (Buss, D) [ 9 ]等进化心理学者认为 ,心理机制是在

人对压力的适应与选择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进化

的压力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 ( 1 )生存的压力。早期

人科为了搜寻食物可能就已经拥有了某些基本的心

智功能以适应对食物的搜寻 ,而自打人类祖先从丛

林转移到草原 ,就将面临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 :狩

猎 —采集。狩猎、采集与自保迫使人类学会直立行

走、使用和制造工具 ,同时对更加完善的知觉能力系

统、记忆系统、逻辑思维系统的要求也迫使人的各种

生理器官不断进化、选择和适应 ,与之相依托的心理

机能也随之得到进化和发展。 ( 2 )群体生活的压

力。稳定的社会群体的出现为早期人类带来了强大

的选择压力 ,并直接导致自我意识的进化和发展。

群体生活为人类带来了合作与竞争的压力。一方

面 ,个体因为具备对于合作的出色认知与适宜的个

性品质从而得以获得食物、配偶以及免于捕食者的

伤害等 ,进而具有了再生产的优势 ;反之则可能被淘

汰。另一方面 ,成功的竞争可能增强群体繁衍后代、

保卫领土资源、提高子孙后代达到再生产的成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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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机会。 (3)繁衍的压力。从进化的角度看 ,生存

只是一个前提 ,繁殖比生存更重要。要成功地繁殖

后代 ,就必须解决同性竞争、配偶选择、怀孕、配偶保

持、亲本投入、额外的亲本投入等问题。早期人类在

面临和适应这种繁衍压力的过程中 ,历经大浪淘沙、

自然选择 ,使得那些生殖能力突出、体能体魄强健、

才智出众、个性适宜的个体或族群得以延续和壮大 ,

从而也使相对优越的心理机能随之得到遗传性或获

得性进化。

21313　心理机制是“达尔文模块 ”构成的“瑞士军

刀 ”结构 　进化心理学主张心理机制是大量特殊但

功能上整合设计的处理机体面临的某种适应问题的

机制 ———“达尔文模块 ”构成的“瑞士军刀 ”结构。

该结构是由“一簇特殊化的机制 ———即具有领域特

殊的程序 ,对领域特殊的表征进行操作 ,或同时这两

者 ———所构成的。”[ 10 ]“我们的认知构架类似于成

百上千个具有专门功能的计算机 (常称为模块 )的

联盟 ,被设计来解决对我们狩猎 —采集的祖先来说

是特有的适应问题。每一个这样的装置都有其特定

的程序 ,并对这个世界的不同部分施加自己特有的

组织。存在着为语法归纳、面孔识别、船位推算、解

释物体以及从面部来识别情绪的特化系统。存在着

探测生命体、眼睛注视方向和欺骗的机制。存在着

‘心理理论 ’模块 , ⋯⋯多种多样的社会参照模

块。”[ 11 ]每一个领域特殊的达尔文模块都致力于解

决在我们祖先得以进化的环境中的信息处理问题。

考斯麦茨形象地把各种心理模块间的关系比喻为

“瑞士军刀”,即人的心理也是由一些认知工具 (即

模块 )装配而成的 ,每种心理模块都有特定的功能。

支配人类认知结构的许多达尔文模块都是选择的产

物 ,是在人类进化历程中由自然选择而发明的类型 ,

是人类面临和解决各种问题和压力状态下适应与进

化的结果。

21314　行为是心理机制和环境互动的结果 　进化

心理学者反对外源决定论 ,但他们并不认为自己属

于内源决定论或遗传决定论者。他们主张人的行为

是心理机制和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 :心理机制是社

会行为的前提 ,它对于来自社会环境的影响高度敏

感 ;社会环境则影响心理机制的表现方式、强度以及

频率。二者的互动性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理解 :

(1)从历史的角度看 ,心理机制进化的动力之一就

是人类所面临的社会环境的压力。自然选择以及人

对于这种压力的适当反应所带来的遗传性或获得性

进化本身就充分显示出心理机制的环境制约性 ;

(2)从现实的角度看 ,环境因素对心理机制的表现

也会产生一定影响 :首先 ,文化背景影响心理机制表

现的阈值。其次 ,个体的发展经历使其采取不同的

行为策略。第三 ,情境输入影响心理机制的激活。

3　启示与评价

311　反思的意义在于超越

　　科学心理学建立以来 ,心理学从未停止过自我

反思和自我否定。从某种意义上说 ,这种反思和否

定是心理学得以发展壮大的内在动力。然而经历了

百年发展之后 ,人们发现冯特以来的自然科学的研

究模式有使心理学走向衰微的危险 ,内源 —外源论

“两极摇摆 ”之势使心理学面临无休止的分裂与对

抗 ,学科的过度分化使心理学失去了研究核心 ,浩如

烟海的心理学研究成果却难以帮助人们有效解决现

实问题。面对心理学所处的尴尬局面 ,以格根、赛里

格曼、考斯麦茨等人为代表的一批西方当代心理学

家再一次举起了自我反思和自我否定的大旗。力图

以批判为先导 ,重新建构心理学“大厦 ”。

　　积极心理学是对消极心理学的反思 ,进化心理

学是对内源 —外源论的反思 ,后现代心理学则是对

整个现代主义心理学取向的反动。尽管这三种研究

取向在反思和批判的层面上存在的差异 ,但却表现

出一定的相似性 :首先 ,在人性观层面 ,这三种研究

取向大都反对人的“机器 ”预设或“动物 ”预设 ,强调

人之为人的独特性 ———“人性 ”:后现代心理学将人

性理解为人的社会建构性与互动性 ;积极心理学则

把人性理解为人固有的、潜在的建设性和积极力量 ;

进化心理学则把人性理解为人类对生态学与社会压

力的适应与选择。其次 ,在心理观层面 ,最为激进的

批判来自后现代心理学 ,他们彻底抛弃了实在论、主

客二元论等现代主义心理学取向赖以生存的心理观

基础 ,积极心理学和进化心理学相对于后现代心理

学的彻底反动和无情解构而言 ,似乎更多是对传统

心理观的调和与修补。第三 ,在方法论层面 ,西方主

流心理学实证霸权倾向受到了来自不同方面的激烈

批评 ,质化研究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重视 ,总体表现为

强调不同研究方法的对话与融合。其中后现代心理

学和积极心理学在研究方法上正沿着两个不同的方

向走向融合 :前者从偏重质化研究逐步走向对量化

研究的关注 ,后者则从偏重量化研究逐步走向对质

化研究的重视。第四 ,这三种研究取向都希望通过

以不同于以往的视角 ,重新审视心理学的理论与研

究 ,从元理论高度整合已有的研究成果 ,超越现代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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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心理学取向两种文化的长期分裂与对峙。

312　影响与问题并存

　　这三种新的研究取向对西方心理学的冲击是不

言而喻的 ,而其中最大的冲击当属后现代心理学。

在后现代心理学的视野中根本就不存在一个脱离话

语而独立存在的“心理实体 ”,心理现象是人与社会

的互动中形成的话语建构。心理学研究不再是有关

心理本质的事实和规律的探讨 ,而是对特定文化历

史条件下的话语进行分析。这种论点显然是对传统

心理学的彻底颠覆。后现代心理学主张放弃经验主

义的科学观和方法论 ,强调知识依赖于群体的互动 ,

科学活动因而也受制于群体的规则和规范。这对于

克服经验主义的弊端 ,推动心理学的发展必然会产

生积极影响。另外 ,后现代心理学强调心理、知识产

生的建构性、互动性 ,这种观点启示我们以更广的视

角审视主体的认知过程在知识获得中的作用 ,促使

我们更为深入地认识主体自身因素对知识的影响 ,

对于克服机械反映论的观点和个体主义倾向都有明

显的积极作用。

　　积极心理学致力于研究和探索人的积极品质 ,

这既是对人性的尊重和颂扬 ,更是对人类社会的一

种理性反思。积极心理学通过对传统心理学的人的

“机器 ”、“动物 ”隐喻的反动 ,高扬人性的积极性、建

设性 ,从某种意义上是对人性的理性复归。积极心

理学既吸收了科学主义心理学实证主义研究方法 ,

又继承和发展了人文主义心理学的人性观与心理观

取向。尽管它对传统心理学存在批判 ,但不同于后

现代心理学的无情颠覆 :其批判主要集中于研究对

象、内容和价值观层面 ,相对于批判 ,积极心理学的

倡导者似乎更倾向于对消极心理学的反思和纠偏 ,

强调汲取现代主义心理学两种对立文化取向中各自

的精华。积极心理学的这些突出特点是其一经产生

便受到广泛关注和迅速传播的根本原因。

　　进化心理学所带来的最大冲击是其对心理实质

的界定。进化心理学主张心理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

演进中 ,面对生态学和社会压力 ,经由自然选择、适

应和进化而来的一种机能 ;这种机能是由“达尔文

模块 ”构成的“瑞士军刀 ”结构。该主张有别于西方

传统心理学有关心理的已有的认识和界定 :既不同

于以行为主义为代表的外源决定论 ,也不同于各种

内源决定论。尽管进化心理学者称自己的理论隶属

于认知科学范畴 ,但同认知心理学在对心理实质的

理解以及研究的内容、视角、方式、方法等方面都存

在本质的不同。另外进化心理学从生命科学的视

角 ,将心理定位于人类进化的结果 ,这无疑拓展了心

理学的研究领域 ,代表了一种新的研究思路和视野。

且不论其观点是否正确 ,这种元理论层面的探索本

身就是有益的 ,也是具有建设性的。

　　当然 ,作为心理学研究的新取向 ,后现代心理

学、积极心理学和进化心理学都各自面临诸多问题

和批评。后现代心理学由于观点的激进从而招致的

批评最多 :后现代心理学对于知识、真理、心理的相

对主义观点 ,很容易使其陷入虚无主义和怀疑论的

泥潭。该取向 (尤指伯特等人的“话语心理学 ”)认

为心理现象仅存在于人际之间 ,所谓的心理现象只

不过是话语建构的产物也容易使人从中看到激进的

行为主义的阴影 ,“一些批评者认为后现代心理学

只不过是‘新瓶子装旧酒 ’,是打着后现代旗号的激

进行为主义。”[ 1 ]积极心理学现存的问题也很多 ,有

待发展的研究领域也不少 ,诸如文化霸权问题、成人

化研究取向问题、理论体系的构建问题、研究方法的

整合问题、如何正确评价和面对心理学已有研究成

就问题等 ,都是该研究取向面临批评和亟待解决的

重要课题。进化心理学也存在许多问题和缺陷 ,其

中受到批评最多的是方法论问题 :虽然进化心理学

者坚持认为自己是认知科学阵营中的一个门类 ,采

用的是发展了的认知科学的方法 ,但许多学者认为

所谓进化心理学方法实质不过是一种进化史的研

究。进化心理学主张心理机制是古人类对于压力的

适应与选择 ,相反的研究则认为对生物体目前的生

存与繁衍发挥特定功能作用的机制并不都是自然选

择的结果。另外 ,自然选择的机制不能解释现代文

化的新颖性和多样性 :即使承认心理机制的进化假

设 ,进化心理学单纯强调源于生存和繁衍在适应和

进化中的作用而忽视文化的影响 ,将无法很好地解

释文化差异以及现代文明高速演进的事实。

313　整合基于宽容与对话

　　后现代心理学、积极心理学和进化心理学都试

图从元理论高度克服心理学面临的各种问题与困

境 ,整合心理学内部的分裂与对峙 ,重构心理学的理

论基础和研究视野。但事实上 ,尽管它们展示出来

的活力和生机不可小视 ,但存在的问题和矛盾并不

比其它研究取向少 ,况且这三种研究取向本身就很

难走向统一和融合。从另一个角度看 ,尽管现代主

义心理学取向饱受指责和批判 ,但并不会因此而退

出心理学研究的历史舞台 ,相反如果能够及时对其

存在的偏差做适当调整 ,随着神经生理学、脑科学、

乃至基因生物学、数学和物理学的进展 ,现代主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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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取向将再次找到新的理论增长点 ,焕发出新的

活力。从这个意义上说 ,这三种新研究取向的出现

不大可能带来西方心理学的整合或统一 ,相反可能

会进一步强化已有的分裂与对峙局面。

　　我们认为 ,作为一门新兴边缘科学的心理学受

制于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水平及其交互

影响。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进展还远未达到

对真理的完全把握 ,加上研究者的视界差异 ,心理学

不同文化阵营的出现及其冲突是学科发展的必然走

向。分裂与对立使心理学走向多元 ,也使学界对心

理问题的研究走向深入。人们不必奢望出现一位划

时代的“英雄 ”,高举“真理 ”的大旗 ,使心理学走向

一元和统一。不同的研究者阵营应以理性、宽容、合

作的视界看待不同的人性观、研究取向、方法论和理

论构建之间的冲突和对立 ,使心理学沿着建构、解

构、重构的螺旋式上升的道路不断向前发展。事实

上 ,不同的研究取向间的对话和合作已经有了一定

程度的表现。如格根就认为 ,通过吸收实验方法 ,后

现代心理学可以在方法论层面上获得极大的收益。

持科学主义观点的心理学家弗雷德曼 ( Friedman,

H)尽管批评格根激进的相对主义观点 ,但是也承认

“科学心理学已经受益于后现代主义 ,承认这一点

是很重要的。后现代主义促进了文化意识 ,特别是

对权力和地位差异的关注。”[ 12 ]他因此认为后现代

主义取向存在有益的一面 ,值得科学主义取向反思

和借鉴。再如在有关“自我 ”的研究领域 ,许多实验

心理学家开始吸收后现代心理学的某些观点 ,建构

新型自我观和人格观 ,提出了“情境化的 ”自我观、

人格观 ,并以经验实证方法证实了儿童在不同的社

会情境中 ,对自我的描述不同 ,亦即具有不同的自我

概念和人格表现。还如积极心理学尽管极力批判传

统心理学的悲观主义研究取向 ,但也在相当程度上

汲取了主流心理学的精华。再如一些进化心理学者

(如布斯 [ 13 ] )还注意从进化的视角研究人的积极心

理的成因与机制问题并取得了许多有影响的研究成

果。而构成进化心理学理论基础之一的生物科学、

神经科学和基因科学的研究成果同时也为现代主义

心理学所重视和利用。凡此种种都说明 ,虽然在短

期内不同研究取向实现完全融合的可能性不大 ,但

只要本着理性、宽容的态度 ,不同取向间的对话和合

作完全可行。实际上 ,也只有通过相互借鉴 ,不同取

向方可实现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并最终实现心理学

的整合与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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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ostmodern p sychology, positive p sychology and evolutionary p sychology are three new research app roaches emerged

in western p sychology in recent year. A ll of the three research app roaches based on criticizing modernism of western

p sychology, and try to rebuild p sychological concep t and system. This paper reviewed their essential viewpoints and main

characteristics, and discussed their positive influences to western p sychology and their own lim itations. In the author’s

op inion, by criticizing modernism p sychology, the purports of the three new research app roaches are trying to search a way

beyond confrontation and conflicts between the exogenic perspective and endogenic perspective, which have existed in

modernism p sychology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W undt ’s experimental p sychology. But it is impossible to rep lace

modernism p sychology with any one of the three research app roaches at least in the near future. Since each of them has its

own lim itations and shortcom ings, the attitude of the tolerance, co2operation and dialogue are beneficial to the purpose of

the integration of p sychology.

Key words　western p sychology, modernism, postmodern p sychology, positive p sychology, evolutionary p sycholog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