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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心理学第四思潮——后人本心理学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代表人物肯&#8226;威尔伯被誉为“意
识领域的爱因斯坦”，其影响方兴未艾。
“后人本心理学”主张“身心灵”的大健康，要求通过灵性的开发，也就是人的潜能的深度开发，活
出自己的“真我”。
    本书既是研究“心理学第四思潮”和肯&#8226;威尔伯的专著，又是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与现实生活解
释精神心理学（即超个人心理学）的专著。
简要介绍了肯&#8226;威尔伯最精炼和最精彩的思想，并创造性地提出了“全人心理学”思想，从人的
全面发展和更广阔的系统来看人。
把人的成长扩展到整个生态来考虑，主张超越自我，深度开发潜能；提倡用“通心”的态度面对生活
及自我，认识自我、唤醒自我、开发自我、超越自我，实现“身心灵”的大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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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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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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报刊发表关人本心理学、马斯洛心
理学的论文和介绍文章共计150余篇。
主要著作有《走向人格新大陆》，《活出你的最佳状态》、《人格三要素改变命运》等，译著有《动
机与人格》、《自我实现的人》（译文集）、《马斯洛传》等。
　　目前在学术上主攻心理学的第四思潮——后人本心理学，同时构建自己的心理学体系——全人心
理学。
近年来他把研究的重点从理论转向了应用，开发了以启发式、体验式、互动式为特点的“全人心理学
·心灵成长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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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肯·威尔伯与“后人本心理学”　第一章　什么是“后人本心理学”　第二章　后人本心
理学大师肯·威尔伯　第三章　肯·威尔伯的意识谱理论——意识层次论　第四章　“大精神”——
肯·威尔伯心理学的一个核心概念　第五章　肯·威尔伯的四大象限理论　第六章　肯·威尔伯论“
前”与“超”的谬误　第七章　肯·威尔伯论意识层次与心理治疗第二部分　唤醒大我——“全人心
理学”探索　第一章　什么是“全人心理学”　第二章　什么是“大健康”　第三章　“灵性”与“
灵性健康”　第四章　如何体验到“灵性”　第五章　什么是高峰体验　第六章　“大健康”与“亚
健康”　第七章　灵性亚健康与超越性病态　第八章　“大我”与“大我实现”　第九章　“大我实
现”，一般人也可以达到吗第三部分　从“全人心理学”看现实世界　第一章　悄然兴起的“精神贵
族”　第二章　让“道”发挥作用——两次采访海灵格　第三章　管他三七二十一——德蕾莎修女的
“大我”状态　第四章　“从全人心理学”看“神人二重性”　第五章　奇怪的巨人——从梦境体会
“大我”　第六章　“平常心”与“活在当下”——采访净慧老和尚　第七章　要么最好，要么放弃
——没有爱就没有性　第八章　佛陀如果听柴可夫斯基的第六交响乐　第九章　一位普通农民对“大
我”的感悟第四部分　潜能深度开发的方法　第一章　人人需要心理咨询　第二章　成长的公式　第
三章　成长的限度　第四章　亲近大自然——与大自然、古人、历史通心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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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悄然兴起的“精神贵族”　　最近看见《人才市场报》有一篇报道《悄然兴起的都市孤
独族——真正精神贵族》：　　“在人潮汹涌、纷繁忙碌的都市中，有这样一群白领：他们每天为了
公司业务而拼命打拼，也换来丰厚的回报，但他们的生活状态却简单得出人意料。
除去每周几次去体育场馆健身外，几乎所有私人时间都是在家里度过的：看书、看电视、看碟片、玩
游戏、上网，几乎不与身边朋友保持联系，即便周末也是如此。
⋯⋯都市孤独族，虽生活简单，但个性充分舒展，是真正的精神贵族。
”　　的确，自称是“精神贵族”的人越来越多，其表现不一定和上面一样，而是各有不同。
　　这种情况似乎至少说明：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的潮流并非一统天下。
对于精神价值的追求，也正在形成一种潮流。
但“精神贵族”是一个混乱的、复杂的、容易引起误解的称谓。
“精神贵族”一词在我国曾经是-个贬义的词，一个用来批判知识分子的概念。
它是一种指责知识分子脱离群众的说法，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
有必要对“精神贵族”进行辨析。
　　1.“先物质后精神。
”　　“只有物质生活丰富了，才能够讲精神。
”　　“物质、精神都要丰富。
”　　以上是一些非常普遍的说法。
这些说法表现了物质主义、消费主义文化的影响。
最后一种说法尽管说的是“物质、精神都要丰富”，但实际上仍然没有给精神应该有的位置。
　　什么是物质生活丰富？
物质生活怎样才算丰富？
这具有很大的模糊性。
我们似乎很难给出一个衡量的标准。
　　其实，一般说来，人们的物质生活所需要的物质并不多。
一个人能够吃多少？
吃多好？
能够穿多少？
穿多好？
能够住多少？
住多好？
很多时候，人们对物质生活的要求，包括名车、豪宅，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虚荣心，而不是实际的需
要。
　　2.尽管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可以并行不悖，但是选择仍然是必要的。
　　物质生活的丰富有时候有助于精神生活的丰富，但有时候也会阻碍对精神生活的追求。
“玩物丧志”就是这个意思。
　　3.真正的健康是“身、心、灵”三方面的健康。
“身、心”的健康已经被公认了，但是“灵”的健康还没有。
“精神贵族”强调了灵性的价值，但似乎其强调有点矫枉过正。
真正看重精神的人，不会忽略“身、心”的健康。
　　4.“精神贵族”看来有一些“犬儒主义”的嫌疑，而现代人什么都想要、什么都不放弃的心态是
不是也有点完美主义？
　　5.“精神贵族”有正面和负面两种含义。
它的正面含义是它强调追求精神和超越的价值。
价值意味着选择。
所谓“精神贵族”就是以精神为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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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就是孟子的意思：鱼与熊掌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也。
它的负面含义是它有可能被停留在自尊型人格阶段的人津津乐道，作为自卑情结的一种防御。
　　6.“精神贵族”与物质需要和基本需要的满足没有必然的联系。
物质需要和基本需要满足后两种情况都可能发生：有的人很容易向自我实现发展，有的人则不容易。
“精神贵族”当然属于容易向自我实现发展的一类。
　　7.马斯洛说得好：高级需要的满足能引起更合意的主观效果，即更深刻的幸福感、宁静感，以及
内心生活的丰富感。
低级需要和安全需要的满足最多只产生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无论如何它们不能产生像爱的满足所导致的那种高峰体验、极度幸福、令人心醉的爱，或是宁静、理
解、高尚等感受。
我们需要高扬精神的价值，精神的价值是长远的价值；精神的价值是能够使人类持续发展的价值。
　　8.精神的价值是整个生态的价值。
越强调精神，意味着越淡化对物质的追求，减少对自然界的索取，减少对生态的破坏。
这样，也就越有利于生态的平衡。
　　“精神贵族”这一称谓，有点愤世嫉俗的意味。
它对现实世界的过分物质化感到不满。
　　它强调精神，以对抗浮躁的物质世界；它强调精神的价值，以淡化狂热的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
　　9.“精神贵族”为社会增加了色彩。
人是需要一点精神的。
如果没有“精神贵族”，所有人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社会会是什么样子呢？
　　10.“精神贵族”与“贵族精神”的含义并不是一致的。
后者是指历史上的一个特殊阶层所具有的意识形态。
“贵族精神”不一定是指对于精神生活的注重。
　　11.“精神贵族”与“宗教信徒”的含义也并不一致。
尽管后者大多都重视精神生活，但并不是所有的宗教信徒都这样。
“精神贵族”强调人要有信仰，但并不是一定要信宗教。
　　12.与“精神贵族”这一概念很亲近的，是心理学的第四思潮——“后人本心理学”。
后人本心理学强调“全人”的概念，强调人性的丰富与发展，承认人的灵性（神性）的存在。
但是，后人本心理学并不否认人的任何-个层次需要的满足。
　　13.在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关系上，“精神贵族”就像马斯洛描述的自我实现的人。
“精神贵族”也看重物质生活，但有时候似乎有一点不拘小节。
由于他们的精力常常高度集中于精神的创造上，有时候也会显得有一些大大咧咧。
如果说他们是“蓬头垢面，不掩国色”，这当然是一种夸张，但透过他们平凡的外貌，你就会发现他
们的精神在闪光。
　　14.“精神贵族”的含义应该是“看重精神价值”的一族。
他们把终极关切看得非常重要，其需要的满足毫不犹豫指向创造与超越。
　　他们不是不需要物质，而是没有占有欲望。
他们不是不愿意享受物质生活，而是认为精神生活更加重要。
他们关于物质需要满足的价值取向，是需要的适度满足。
在物质需要的满足上，他们不贪婪。
但对于精神上的创造，他们愿意不懈追求。
　　当物质享受与精神追求相矛盾的时候，他们毫不犹豫地追求精神价值。
　　15.“精神贵族”和马斯洛描述的自我实现的人有什么关系？
应该说，马斯洛描述的自我实现的人都可以被称为“精神贵族”，但有的可以称为“精神贵族”的人
却不一定符合马斯洛的自我实现的标准，例如凡·高、卡夫卡、尼采。
　　16.“精神贵族”的心理素质。
三种人格力平衡而且强大，必然重视精神，都应该是精神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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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精神贵族的三种人格力不一定都是强大的。
他们有的可能是不平衡的，甚至是畸形的。
例如凡·高、卡夫卡、尼采。
有的“精神贵族”的人格力甚至有严重的畸形。
　　17.顾城算不算“精神贵族”？
他写过那么多文学作品，那些作品不无对精神的追求。
也许他有的时候算，有的时候不算。
但他举起斧头，砍向妻子的时候，他的兽性已经压倒了一切。
最后他上吊自尽，为他自己盖棺定论：一个偏执的心理病人。
　　18.拒绝“假精神贵族”。
假精神贵族是附庸风雅。
区别在于：精神贵族是出于终极关切，附庸风雅是出于虚荣心。
　　19.有不少的人在发财后没有更高的追求，而是吃喝嫖赌。
这其实是他们的“低俗化”防御机制的表现。
还有不少的人根本就没有发财的欲望，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成长之上。
凡注重追求成长的人都是精神贵族。
　　20.“精神贵族”这一说法有它的积极意义。
当前，在中国，有很多对西方文化中的物质主义、消费主义感到不满的人。
他们追求精神的成长。
“精神贵族”这一说法使他们有一种自豪感，使他们可以用精神的价值去抵御世俗的追求。
　　提到生活中的精神贵族，我想起在北京有一个“天地生人沙龙”。
参加者以从事自然科学和工科的教授、研究员和其他工作者居多。
他们就是重视精神价值的人。
他们衣着简朴，喜欢讨论。
他们滔滔不绝地谈老子、宇宙、相对论，不亦乐乎。
　　21.“精神贵族”的价值取向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有某些关系。
中国传统文化反对“纵欲”，主张和强调“节欲”。
我国的先贤、圣人大多都是“精神贵族”。
孔子是最典型的“精神贵族”。
他赞扬弟子颜回：“贤哉，回也！
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也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贫乏的物质生活中也可以有精神的富足。
　　22.中国有“精神贵族”的传统。
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我们可以看见诗人们表达的终极关切。
例如：　　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独I仓然而涕下。
”　　白居易：“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
”　　苏轼：“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
”　　1986年，我曾经对中国人的人格发展发表过这样的看法：中国人的人格正在发生转化，转化的
趋势是普遍人格从“归属型”转向“自尊型”。
光阴似箭，一转眼近三十年。
应该说，中国人的普遍人格从归属型转向自尊型的过程仍然在进行，但就像经济发展一样，人格发展
也是不平衡的。
当历史进入21世纪的时候，中国人的人格又出现了一种新动向。
这种新动向就是对于更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以及对“大健康”的追求。
在我国，已经出现了自称是“乐活族”的人。
　　2006年3月，三联书店出版了肯·威尔伯的《超越死亡：恩宠与勇气》一书的简体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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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出版后，反响很不错，很快就第二次印刷。
我也收到了不少读者的来信，他们对这本书所谈到的后人本心理学以及静修等问题表示了强烈的兴趣
。
走上互联网，你会发现，不经意之间出现了很多以“心灵成长”为主题的网站。
当然也包括我主持的“全人心理学网”。
一位网友来信：“到过你的网站，觉得你的理论起点和定位很高，很适合人格已经有一定成熟度，已
经有一定水平和阅历的人士。
他们需要通过一些方式去进一步提升自我、完善自我。
”说得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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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没有人是完全无缺的人，人是终身成长的，认识自我、唤醒自我、开发自我、超越自我，实现“
身心灵”的大健康。
　　所谓“灵性健康”，简单说就是人在追求自我超越需要、大我实现需要过程中，体现出来的能量
畅通的健康状况。
这个“大我”，必须在极其真诚的情况下才能够体验到。
真诚，是体验“大我”的关键。
对于“社会”这个概念，不能够只机械地理解为人类社会。
在人类社会之外，还有整个地球，乃至整个宇宙。
“社会上适应良好”，应该包括对人类的命运有一种关心，对人生的意义，对人类与地球，乃至宇宙
的关系有一种关心。
这也可以称为“终极关切”。
如果把“旧造物”理解为只体现了物性、兽性和人性的人的话，“新造物”就是进一步把神性也开发
出来了的“全人”。
人类存在的最根本的意义也就是向“全人”的方向发展，也就是向“新造物”、“新存在”、“新人
类”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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