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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研究心理学已经二十多年，很想用一个术语来代表自己的研究倾向和理念。
“人本心理学”？
“后人本心理学”(TranspersonalPsychology)？
都不合适。
人本心理学和后人本心理学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两个心理学流派，但它们加起来似乎也难以表尽我对心
理学的感觉。
人本心理学和后人本心理学是我重要的思想来源，但这并不是说我的思想完全可以用现有的人本心理
学和后人本心理学来概括。
暂且采用“全人心理学”罢。
　　“全人心理学”这一汉语提法较好地体现了人本心理学和后人本心理学的精髓，即人的全面发展
和从更广阔的系统来看人。
著名心理学大师肯?威尔伯在2001年出版了新书《整合心理学》（IntegralPsychology）。
“全人心理学”这一术语可以看成是对他的某些心理学思想的回应。
“全人心理学”是以充分开发人的潜能，促进人的不断成长和全面发展为宗旨的心理学。
　　我提出“全人心理学”的概念之后，有了一定影响，得到了一些反馈，也让人产生了一些思考和
疑问。
为了让读者更清晰地了解这一概念，在这里对它的一些核心概念做一些概括：究竟何谓“全人心理学
”？
为什么要提出这一概念？
它有什么用处?　　我采用“全人心理学”这一术语，并不意味着我想创立一种新的心理学流派。
使用这一术语，主要是为了更好地表达我自己对心理学研究和心理学运用的价值取向，是想有一些比
其他“体系化”了的心理学更加基础、更加深入的思考。
　　“全人心理学”有一个核心的价值理念：　　就我自己来说，研究人本心理学、后人本心理学要
多一些，但我对精神分析、行为主义心理学照样有较强烈的兴趣。
我赞成可以在理论上整合心理学上所有重要的思潮，包括行为主义心理学、弗洛伊德心理学、人本心
理学、后人本心理学四种思潮。
　　我们无法学习所有的心理学，但我们可以有一种相对更佳的对待心理学的态度。
其实，“全人心理学”的核心理念也就是这种态度，理解了它，也就解决了许多困惑。
心理学理论，尤其是心理治疗理论，是心理学家研究的结果，同时也是心理状态、价值观的体现。
“全人心理学”体现了我的心理学观。
　　歌德在《浮士德》中讲述了一个寓意非常深刻的故事：魔鬼靡非斯特和浮士德打赌，假如浮士德
说出了“太美了，请停一下吧！
”那么他的灵魂就输给了魔鬼靡非斯特。
歌德借此表达人类有一种永不满足、不断进取的精神。
所谓“请停一下”，就是想背离宇宙的“大精神”（spirit），终止时间与生命的流动，终止创造性。
　　与宇宙的“大精神”保持一致，就是“全人心理学”的核心理念——崇尚创造，避免执著。
应该说，这也是世界常青哲学的精髓之一。
　　有鉴于此，“全人心理学”强调自己只是对待心理学的一种态度、一种价值取向，而并不是心理
学的一种流派。
它尊重任何一种心理学的流派，但并不在意自己是不是一种流派。
它不排斥任何有用的心理学理论和方法，但反对过分夸大任何一种心理学理论和方法的作用。
它不反对心理学可以有自然形成的“主流”，但并不欣赏任何刻意声称自己是主流的心理学理论和方
法。
它具有最大限度的开放性。
很简单，当人们想要夸大某种心理学理论和方法的时候，他就相当于浮士德说“太美了，请停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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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他的灵魂也就输给了魔鬼靡非斯特。
　　那么，“全人心理学”的治疗方法应该是什么呢？
它与各种各样的治疗方法有什么关系？
佛教讲“八万四千法门”，这可以理解为是说方法有八万四千个，不是强调具体数字，而是讲法门是
不可穷尽的，不断发展的。
　　常言道，“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
”全人心理学非常欣赏这句话。
它尊重任何流派的任何方法，乐于从任何流派的任何方法中吸取养料，但不迷信任何一种流派和方法
。
不管有什么背景，不管声称受了什么训练，能“抓老鼠”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还应该注意的是，没有什么猫能够保证自己一辈子都是好猫，因为“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老鼠在变异，老鼠越来越聪明。
今天你抓住了老鼠，如果不进步，再过几个月难保还能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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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有两种基本的生存状态：“独处状态”与“人际交往状态”。
最好的“独处状态”是“存在性独处”。
最好的“人际交往状态”是“通心” 。
用这两个最基本的概念来描述大多数人的生存状态，便于理解和进行心理调整、治疗。
本书表达了关于心理咨询、心理辅导、心理教练、心理治疗的新观念：“通心”。
    这是一个有震撼力的观念。
运用这种新观念，可以简化心理咨询的方法，提高心理咨询的效率。
它既是一种新颖的心理治疗理论，又是一种深刻的人际交往哲学。
    本书是作者研究心理学20多年的力作。
新颖、独创、实用性强、可读性强，有相当的理论深度。
适合所有对心理学、心理咨询、自身修养感兴趣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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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许金声，中国最早的人本心理学、马斯洛心理学、健康人格理论研究学者之一。
中国最早的心理咨询倡导者和实践者之一。
现为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应用心理学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社会学所研究员、院学术委员会委员。
 1985年起在《心理学报》、《心理学动态》、《光明日报》等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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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独处　　二、独处与孤独感　　独处往往伴随着孤独感，但独处并不一定就有孤独感。
当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他也可以过得充实、投入而自在，完全没有孤独感，甚至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自
己是一个人。
所以对于一个人独处的情况，还需要仔细分析。
独处可以分为有孤独感的独处和没有孤独感的独处。
　　独处时的感觉并不是只有一种，而是有很多种。
　　孤独感常常伴随着多种负面情绪。
人处于这种状态中时，有一种强烈的自我意识，感觉到自己孤身一人，没有人理解自己，没有人关心
自己，没有人安慰自己，没有人帮助自己。
在这种独处状态中，人们常常觉得焦虑、抑郁、烦躁、悲哀、无助、无奈等。
　　独处时也可以是没有负面情绪的，而是积极的、健康的、充实的。
例如，当处于存在性独处状态中时，其感觉就会与一般的孤独感不一样，它已经消除了一般的孤独状
态中的强烈的匮乏感觉，它无需顾盼周围的环境，但又与周围的环境有一种融合、恰当的关系。
　　长期以来，社会舆论对“孤独”甚至“独处”的评价一直都很低。
“独处”常常被简单地认为是不好的事情，是需要避免的。
如果一个人喜欢独处，人们常常会认为他性格孤僻或者是古怪。
这是把“独处”与“孤独”混为一谈了。
　　人们的这种价值观，与人类的需要满足水平以及生活状态有关。
从马斯洛需要层次论的角度看，长期以来，支配人们活动的需要主要都是匮乏性需要，包括生理需要
、安全需要、归属需要，最高不过自尊需要。
对于匮乏性需要满足的追求，主宰着人类，占据了人类的大多数时间。
人类的普遍人格是匮乏性人格。
在这种情况下，绝大多数个体的独处都是匮乏性独处。
与此相应，人们的个体性、独立性、创造性发展不充分，还很少体验到其他的独处或者说孤独状态。
人们对于独处的评价受着需要满足水平的制约，我们说，在社会发展的今天，需要重新来认识独处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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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人有两种基本的生存状态：“独处状态”与“人际交往状态”。
最好的“独处状态”是“存在性独处”。
最好的“人际交往状态”是“通心”。
“通心”的交往结果，应该是“双赢”，甚至“三赢”。
“通心是道”。
可以上升到一种人生哲学的高度。
“通心”可以贯彻在人际交往的一切方面。
“通心”，甚至可以推广到现在已经不在世上的人，推广到人类以外。
“全人”就是最终学会了存在性独处和“通心”的人。
本书是作者研究心理学20多年的力作，表达了关于心理咨询、心理辅导、心理教练、心理治疗的新观
念：“通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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