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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简要介绍了整合心理学的基本理论框架和相关的咨询和生活实践

脉络。整合心理学本质上是一个看待个人身心健康和整个世界的结构性框架，

用身心一体的眼光看待人的本质，从身体、情绪、认知，一直到灵性，因而也

与聚焦于灵性的超个人心理学实践密不可分。本文也讨论了在临床咨询和生活

实践中，利用整合心理学的视角，把一些原本聚焦各个不同面向的临床咨询实

践领域的方法进行一些有机综合的尝试，以及从中国传统文化视角对于整合心

理学实践的一些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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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整合和超个人尝试的源起：西方启蒙之后的割
裂之殇

纵观人类整个历史，现代性对人类社会的改变是前所未有的状况：在最近

200 年中人类所创造的物质繁荣远远超过了此前人类社会的总和。17-18 世纪，

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揭开了现代生活的序幕，之后地球上大部分国家和人口都

迅速步入了“现代生活”：绝大多数地区都采用了现代的民族国家作为组织形

式，以宗教和神权为核心的教会价值体系逐渐让位于以现代社会的意识形态

（Ideology）为核心的世俗党派价值体系［1］、传统的家族宗亲血缘纽带逐渐让

位于基于独立个体的社会契约和互惠关系［2］［3］。数学、物理学、经济学

代替了逻辑、语法和修辞，成为当今社会的主要思维模式。现代文明的进程塑

造了当代西方社会每个人都视为理所当然的“独立个体自我”概念，人们对日

常生活和自身的情绪感受的重视程度急剧增加，形成了现代性的自我意识［3］

［4］。继而考察每个自我“眼球之后”的心理学也就成为人们解读自身和他人

行为的主要模式。几百年之间，西方社会引发的人类社会现代性转向波及了整

个世界，多数国家和民族都进入了以个体为身份认同基础、理性经济行为为手段、

科学技术知识为基本工具、个人发展和成就为目标，以及以意识形态为价值观

基础［1］的现代性生活。

表 1  启蒙前后对于“人的生活”各个面向的比较

Table 1  The “paradigm shift” of life perspective after the “enlightenment movement”

启蒙之前的西方神权—封建社会 现代性政治—民族国家社会

对身体的看
法

在一定程度上认为身体跟自然界其他
事物一样具有一定的神秘性，用较为
朴素和动态平衡的有机观点看待身体、
健康、疾病和死亡

用机械和功能性的眼光看待身体，采
用科学方式对组成部分、功能进行研
究，并且试图对于各种“功能失调”
进行修复。“健康”意味着功能正常

对情绪的看
法

给予很高的合法性地位，并且认为情
绪具有很大程度的公共性，公开表达
和创造渲染情绪，并且受到情绪力量
的支配［4］

对情感的合法地位予以压制。认为情
感是私人的、较为低级的功能，并且
在成人化过程中予以收敛和抑制。“非
情绪化”成为成年人的重要标志

对认知的看
法

普通大众较少运用自由意志进行理性
的行为约束。较多冲动和即刻享乐。
灵属职业人士采用与平信徒的生活方
式区别很大

赋予理性最高地位［5］，强大的社会
化过程要求人们在社会和个人生活中
更多采用理性思维方式和手段，并且
以科学知识作为认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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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之前的西方神权—封建社会 现代性政治—民族国家社会

对灵性或者
精神生活的

看法

个人的日常生活处于从属地位，对灵
性追求高度重视。由强大的宗教体系
定义世界观价值观。宗教实践和宗教
意义的追求是生活的重点

对日常生活高度重视，宗教成为个人
选择并且处于从属地位［6］。信仰和
价值观很大程度上由意识形态决定。
灵性追求成为个人事务并且有丰富的
市场化和消费化选择

对自我的看
法

“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属于从属地位，
面对神袛属于从属地位，身份认同更
多来自家族、社会地位，和职业。“自
我”及其相关概念的发展并非人生的
主要目标

“独立自主的自我”和自我的权利成
为身份认同的核心。“眼球之后”的
自我感觉成为生活的关注中心。强调
个体的自由和选择权利。“自我”及
其相关概念的发展成为主要任务。“自
我实现”甚至成为最高追求

这种短时间之内巨大的变化对于让人类的日常生活方式有了根本性的转变，

一切今天现代社会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根本信念也都是“在之前的一瞬间刚刚转

变形成的”［7］。所有巨大转变都会有各方面的后果，而对于身心健康而言，

现代社会主流健康观对于理性心智和身体生理功能的强调以及对于其他各个面

向的忽视造成了人们生活方式和健康状态的失衡。可以说整合心理学的兴起正

是对这种不平衡的一个矫正的尝试。而超个人心理学是对于宗教“退居二线”

之后造成的意义真空和信仰体验削弱的一个补救的努力。

整合和超个人心理学是针对现代性生活和文化框架产生的问题所做出的改

善，于是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即便是在今天，在某些“现代性”成分较少或者

现代性只是出于工具性地位的文化传统中，这种“整合”或者“超个人”的尝

试和努力之中某些部分的必要性就会大大减弱。本文将在后续部分对这一问题

以中国文化传统为例作一讨论。

2  整合和超个人尝试的框架：四象限地图和九层
级的演进

2.1  全观的视野：整合心理学的框架

2.1.1  对威尔伯整合框架的解读

肯·威尔伯（Ken Wilber）毋庸置疑是整合心理学（Integral Psychology）领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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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理论贡献最大的主要奠基人［8］。在其对整合心理学框架进行详细描述的巨

著《性、生态、灵性》［9］中，威尔伯采用了一个“四象限，九层级”的框架

结构来梳理整个人类的知识体系，他称其为一个“认知的地图”（见图 1）。与

此同时，威尔伯还提出了在这个地图中发展移动的过程的描述——“全子（Holon）

理论”，生态系统中的位置、结构，和与其他层次中结构之间的关系，以及全子“演

化”的原则。［10］。可以说威尔伯提出的整合心理学理论是一种用古老传统

智慧框架重新梳理现代性概念的精彩尝试。

1 1

1 1

2 2

2 2

3 3

3 3

4 4

4 4

5 5

5 5

6 6

6 6

7 7

7 7

8 8

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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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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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肯·威尔伯的整合心理学四象限框架［11］

Figure 1  The four-quadrant layered framework of Ken Wilber’s Holon Theory

简言之威尔伯的整合心理学框架采用“内部—外部”和“个体—群体”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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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维度构成的四象限来解读整个世界。“内部”意味着“眼球之后”，也可以

说是笛卡尔的“我思”，也就是我们的思维、心理、观念、想法；“外部”意

味着“眼球之外”物理的存在，物质、运动、行为。“个体”是我们每个人作

为心理单元，而“群体”就是多于一个人组成的群体。两者构成的四象限分别

对应我们的生理—物理（个体—外部，象限 I）；心理—情感（个体—内部，象

限 II）；文化—信仰（群体—内部，象限 III）；社会—制度（群体—外部，象

限 IV）。每个象限之内都有着不同的发展层次，象限内的各个层次之间符合“包

含并超越”的原则：上层具有下层的所有内容，并且具有自己层面更深刻复杂

的内容。随着层级的升高，复杂度也逐渐增加。每个“全子”的各个象限层级

如果匹配，就是健康的并且可以向更高的层次超越。反之，如果各个象限不适配，

就会出现问题。

采用这个框架，我们可以把各种学科、话语体系进行方便的归类；譬如物理、

化学、生物等自然科学属于第 I 象限，心理学和灵性修行属于第 II 象限，文化、

历史、语言等话题属于第 III 象限，而社会科学属于第四象限。当然这只是一个

粗略的对照，因为学科体系只是人类为了认识世界而强行进行的划分，各个“学

科”并非真实存在的物体，而是人为的在演进变化的概念。而整个世界是浑然

一体的，所有的存在都是“全子（Holon）”，而全子的各个层面都可以从这四

个象限来进行考察。这个参考框架会提醒我们用整合的思维方式考量每一件事，

不能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在思考和行动的时候不忽视任何一个面向。举例而言，

每当我们试图提出一项规则或者制度（象限 IV）的时候，也需要考虑其他面向

是否匹配：跟当前的文化或者规范是否符合（象限 III）、某个具体个体的动机

情感等心理因素（象限 II），以及是否需要改变相应的物质环境或者提供资源（象

限 I）。从心理学治疗 / 咨询的角度而言，当我们面临一个心理问题的时候，也

需要考察对方的环境、所处社会文化的巨大影响。

用这个四象限的层级“地图”，我们可以考察每一个“全子”的发展动态：

处于哪一个状态、各个象限是否平衡、正在向哪个方向发展。譬如，一个人的

行为是否与其内心的状态相匹配，跟其所处的文化层面相一致，并且符合当前

的规范和制度。当一个人的生理进入了更高层次（譬如从童年进入青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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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心理的同步发展是否会有问题（譬如某种退行的防御机制），能否满足文化

规范和社会制度对其的要求（或者需要治疗、矫正）。在各个领域日趋专业化

并且各自为政向前发展的现代社会，采用这个地图可以更好地看到事情的全貌，

或者构建自己的“综合解决方案”。通过发现各个象限之间的状态是否均衡，

走向是否正确（朝向更高层次“超越”），我们就可以更好地解读“全子”的

状态。“全子”的概念不仅仅适用于人，动物、生态系统、组织机构，都可以

被视为处于不同发展状态和复杂度的全子。从威尔伯的体系看世界，万物皆全子。

2.1.2  对威尔伯整合框架的质疑

作为学富五车的学者和藏传佛教的修行者，威尔伯在整合心理学领域的巨

擘地位无可置疑，在《万物简史》和《性、生态、灵性》两部著作中所表述的

框架宏大清晰、条理分明，被很多人当作整合心理学实践的基础。但是与此同时，

这个框架也有一些值得商榷之处。布莱恩·寇特莱特对他的框架提出了如下两

个重要的批评：（1）削足适履，为了将其他心理治疗流派放进这个框架体系而

对其他流派的观点和内容进行了一些扭曲和增删；（2）因为他自身的信仰而过

度重视印度吠檀多不二哲学，忽视了其他历史悠久的伟大信仰传统。与此同时，

我们也从他的著作中看到他的知识体系实际上具有很浓厚的“现代科学”意味，

在历史的厚度方面有所不足，而且始终只采用了“个体”的视角（这一视角在

1500 年之前的世界中即便存在也不重要）。譬如在讨论各种信念、情绪的发展

演进过程的时候，忽视了这些信念、情绪，甚至躯体感受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和

文化性，在之前的社会中即便并非完全不存在，其内容也是大相径庭。

2.2  “自我”的扩展：超个人心理学对灵性追求的回答

现代社会的“个体自我”概念不仅仅把自我从关系中割裂了出来，而且把

我们的目光聚焦在了此时此刻自我的日常生活上［2］。自相矛盾的是，正是因

为自我的这种选择性的聚焦，让自我有了“超越”的需求。佛罗里达大学的超

个人心理学家哈里斯·弗里德曼（Harris Friedman）在他 1983 年发表的文章中

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自我“超越”图示（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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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包含了自我扩展的各个层面的自我概念图示［12］

Figure 2  A cartography of self-conception，including self-expansiveness

从这个视角来看，自我的超越发生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是自我意识

在这两个维度上的认识和体验的扩展。这种“超越”也是因为现代社会的主流

文化将自我意识聚焦于个体自身的空间，和生活现状的时间范围内所产生的后

果。几乎在同一时刻，思想家克里斯托弗·拉什（Christopher Lasch）把美国当

时的社会文化状况命名为“自恋主义文化”［13］，而这一状况到今天不仅没

有停滞反而在互联网的发展下愈演愈烈［14］。而超个人心理学也在几乎同一

时代逐渐兴起，不能不说是人们对这种状况的一种回应。

简言之，各种寻求超个人体验（Transpersonal Experiences）的流派都可以被

归纳入超个人心理学的范畴。超个人心理学与其说是一个流派或者领域，不如

说是一个社群或者联盟。各种努力对于什么是超个人体验、如何达到超个人体

验，和超个人体验在生活中的位置和价值并未形成一致意见。同时很多流派或

者学派除了超个人体验之外也有着各自其他的追求。《超个人心理学》作者，

加州整合学院的临床教授布兰特·寇特莱特（Brant Cortright）在其著作中对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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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超个人心理学进行了非常成体系的梳理和洞见深刻的点评［15］。总而言之，

获得超个人体验有很多不同的路径，一些流派承袭了原初文化的萨满传统，采

用集体仪式和各种药物（草药、LSD）来获得超个人体验；一些流派通过各种呼

吸方法或者内观冥想的方式来获得这种体验；另外一些流派利用其他古老的文

化传统和仪式或者其他活动获得超个人体验。也可以说，多数超个人心理学流

派把追求超个人体验作为个人成长的核心人物，认为超个人体验有可能会给生

活带来巨大转变。

当然，能够给人类带来超越体验的绝不仅仅是换气、毒蘑菇和致幻剂。还有

一些流派和会直接追求其他超越性的目标，认为超个人体验实际上是一种自我超

越和意义追寻过程中的副产品（譬如，某些存在主义的心理治疗流派）［16］［17］。

3  临床治疗和咨询中的整合尝试

从整合心理学的框架而言，似乎超个人心理学各个流派主要聚焦与灵性层

面（注：为讨论方便，本文把整合心理学框架中的层次简化为身体—情绪—认

知—灵性，四个层面）。而整合心理学视角下需要整体讨论和关照一个人各个

层面的需求，因为人作为一个整体存在，健康是一种均衡的状态。肯·威尔伯

提出了“全科心理治疗”的比喻，也就是说我们需要从身体—情绪—认知—灵

性四个层面综合考虑面对的每一个心理问题。从这个框架来看，“整合心理学”

似乎是一个更加开放的概念框架而非一个具体的心理治疗流派，我们可以依然

使用自己熟悉的技术，同时更多的用整合的视角、框架和地图来更全面地考察

个体的状况。本着这个思路，整合的心理咨询实践也可以吸收新近发展的其他

领域的知识、视角和实践方法。因而，“整合”也可以是一种方法论、一种手段、

一种态度，而非单一的技术体系。

3.1  生活就像练习：用整合的框架对待咨询过程和日常生活

整合心理学认为每个人都是一个全子：需要四象限的均衡发展和各个层面

的平衡关照。并且“整合”的视角和态度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心理治疗 / 咨询，而

需要扩展到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采用“整合”的生活方式［18］。对每个人而言，



·334·
全观视野和自我超越：整合心理学理论和实践综述 2020 年 6 月

第 2 卷第 6 期

https://doi.org/10.35534/tppc.0206025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tppc

采用持久的健康生活方式是整合生活实践的根本。因而，整合心理学的咨询不

仅仅出现在咨询面谈中，而是试图帮助对方学会使用整合的框架来全面考察自

己的生活——全象限全层次（AQAL）的生活［19］，每天都试图关照自己的各

个层面，并且考察所有的象限是否能够匹配。

举例而言，对于被情绪困扰的客户，在咨询过程中不仅需要针对情绪问题

进行探讨，同时也需要关注是否有相应的躯体体验或者反应，在认知层面的领

悟和信念，以及在灵性层面的状况，并且从更为全面的视野来观察这几个层面

之间的关系（AL）。如果能让对方逐渐学会这种思维，就可以更全面地思考整

个生活本身，而不是纠缠某个具体的事件、场景、症状或者状况。同时，在试

图做出某些改善的时候，也能够去考察各个象限的匹配程度（AQ），譬如是否

有足够的时间和经济资源、是否做好了心理准备来面对或者坚持、是否有足够

的社会支持等。身心的健康不仅需要清醒的头脑和稳定的情绪，也需要足够的

睡眠、适当的营养、适量的运动，以及灵性追求的满足。这种把生活和周遭世

界各个层面融为一体的视角，能够提供更深远更持久的改变，并且更加切实可行。

整合心理学的 AQAL 框架不仅是整合心理学取向的咨询师的利器，也可以被其

他流派的咨询师吸收和利用。

3.2  正念革命：对于当下心智状态、内容、感受的觉察

另一个最近数十年内急剧兴起并且现在被广泛吸收运用的领域就是正念

（Mindfulness）。正如同减肥兴起是对于现代人进食过量热量供给过度的一个

回应一样，正念的流行实际上也是现代生活方式弊病的一个写照和回应。一

方面我们的大脑具有高度抽象的计算能力，而且默认情况下就会四处“飘荡

（Wondering）”，而面对当今社会高节奏、高刺激而纷乱的消费主义和竞争导

向的世界，我们的大脑面对大量的线索和刺激应接不暇，经常处于杂念或者心

不在焉的状态。这种状况往往是不良情绪或者焦虑抑郁的来源［20］。

正念的努力源自古老的东方智慧传统，其核心恰恰是觉察自己思维的纷乱

和无稽，并且像锻炼肌肉那样逐渐锻炼自己觉察和专注的能力，让自己更容易

心无旁骛地沉浸于当前任务的状态之中。这种状态不仅带来内心的宁静和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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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平稳，同样也带来注意力的提升和效率的提高［21］。与此同时，很多与正

念相关的实践都反复强调，正念本身并非一种状态而是一种通过持续练习获得

的能力，因而不仅仅给出了体验的方法，更多是练习的路径［22］。当前正念

的相关观念、技术和课程已经被很多治疗和咨询流派广泛吸收，并且在现代社

会流行起来。研究正念的科研文献也呈指数型增加的模式。

3.3  身体感觉：躯体体验疗法、多元迷走神经理论和心率变

异率的研究和实践

除了传统的整合心理学框架以及相关流派之外，还有另外一些既有价值的

体系也可以融入整合的视角并且对临床咨询起到很大的作用。其中之一就是美

国学者和资深咨询专家彼得·列文（Peter Levin）在 20 世纪 60 ～ 70 年代提出

的躯体体验（Somatic Experiencing）疗法［23］［24］［25］。这个疗法的基本

假设是人在面对危险处境处于应激状态的时候，除了战逃反应之外，还有可能

出现“强直静止（Tonic Immobility）”的状态，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僵直（Freezing）

状态。在应激状态下，身体瞬时积累了很多能量以便付诸行动，无论是战斗还

是逃跑都能够释放这种能量，而僵直状态下，这种能量被禁锢在体内得不到释

放。如果应激之后没有机会把这种能量释放出去，其在体内的聚集就会引发一

系列的身心问题，直到这股能量有机会被引导释放出去为止。在自然界，很多

动物在面临生命威胁的时候都有可能出现僵直反应，并且在恢复正常过程中都

会出现颤栗、抖动等行为来释放聚集的能量，重新恢复健康的生理状态。如果

这个过程被打断，就会出现某种程度的“后遗症”。人类的情况与之相似并且

更加复杂。而躯体体验疗法正式根据这一假设所发展而来的一种通过对躯体感

受的深入了解、觉察、体验，乃至引导来释放聚集的不健康能量，恢复平衡状

态的疗法。躯体体验疗法要求咨询师掌握针对躯体体验探索使用的一套“语言”，

并且通过各种练习来逐渐掌握探究躯体感受的各种方式，继而帮助来访者对自

己体内禁锢的创伤能量进行觉察、引导和释放。根据情况，咨询师会采用谈话、

动作模仿乃至身体接触等方式帮助对方体察和疏导能量。在躯体体验治疗的过

程中，咨询师会非常关注对方是否处于应激（Activation）的状态，并且帮助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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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觉察这种应激，学习提升自己调节（Regulation）的能力，通过对于自身能量

淤积不畅状态的觉察和疏导，让自己处于能量更为流畅、更为平静稳定的状态。

从整合心理学的角度而言，躯体体验疗法对于底层（躯体—感受）状况的处理

给出了非常系统实用的工具和能力。

彼得·列文的躯体体验疗法在欧美国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壮大，迄今为止已

经有几千名实践者，同时也得到了理论上的强有力支持：来自伊利诺伊大学精神

病学院精神病系的史提芬·W·普尔戈斯（Stephen W．Porges）教授提出的“多

层迷走神经理论（The Polyvagal Theory）”［26］［27］［28］［29］，非常适合

作为躯体体验疗法的神经机制理论框架。该理论认为人的自主神经系统实际上有

三个层次：最底层负责装死和僵直的副交感神经系统，第二层负责战斗和逃跑的

交感神经系统，第三层负责社会参与的“社会神经系统（Social Nerve System）”［29］。

这三层系统自下而上从生物演进的角度复杂度逐渐增加。这三层在合适的情境下

各司其职，并且在安全的环境下第一二层都处于未被激活的状况，第三层系统正

常运行，人就会处于较为稳定舒适的状态。如果一个个体缺乏安全感，第一二层

就会被激活并且产生回应，人就会处于应激状态，而长期或者频繁处于应激状态

会损害人的身心健康。应对的干预方法就是通过各种方式（接触、声音、表情、

倾听、谈话）来营造安全感，降低对方的应激水平。可以看到多层迷走神经理论

跟躯体体验疗法的解释和干预方法有着很高的协调性。

不仅如此，Porges 的多层迷走神经理论提出了采用心率变异率（HRV，亦称

心率变异性分析）作为测量个体应激状态和调节能力的关键指标，并且将之产

品化，近年来得到了较为广泛的临床应用［27］。心率变异率［30］［31］指

的是心跳快慢的变化，通过对心率每搏之间峰峰变化的时间长短的测量和分析，

可以找到一些跟自主神经状态有较高相关性的指标。Porges 用这种方式来间接地

度量自主神经各个层面的状况和功能。并且将其作为反馈，来衡量躯体相关治

疗性干预的有效性。目前认为，HRV 功率谱分析的指标中，高频功率（HF）一

般反映迷走神经的功能水平；低频功率（LF）一般反映交感神经功能水平；而

LF/HF 反映了交感神经和迷走神经的平衡状态。值升高则意味着交感神经活跃，

降低则意味着交感和迷走神经处于不平衡状态［32］［33］。躯体体验疗法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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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层迷走神经理论框架和心率变异率的测量这三者之间的相互结合为从躯体感

受入手调节身心健康的干预提供了良好的支撑手段。从整合心理学视角来看，

大大增强了底层（躯体—感受—情绪）方面干预技术的有效性和理论的丰富性。

4  西方之整合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交流

割裂之后，才有整合的需要；还原之后失去了意义，才有超越的渴望。之

所以在当今社会儒家文化的“天人合一”和“修齐治平”。当今西方社会试图

控制身体、抑制情感、过度强调理性，并且忽视灵性生活的机械论文化是整合

心理学和超个人心理学逐渐兴起的主要原因。因而在其他并非采用这种机械论

和理性至上态度的文化中，整合心理学和超个人心理学的需要就并非如此迫切，

在某些情形下甚至有可能是画蛇添足。

中国文化作为当今依然屹立的三大悠久文化传统之一，跟脱胎于两希文明

的西方当代文化有着完全不同的信念和信仰体系［34］。以儒家体系为代表的

中国传统文化最具人文精神（也就是认为“人”是根本，比“物”和“神”都

更为重要），自始至终把“天人合一”作为基本原则，并且保持着一种有机的

世界观，也就是认为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万物在各自的位置上有各自的位置，

并且天地万物包括人在内保持着一种微妙的动态平衡，所有事物随着时间的变

化流转不息，相互转换。这种流动变化过程导向的世界观让中国文化自始至终

处于一种整合的状态。在机械分割和有机综合世界观的对比上，中西文化在医

学方面的差别最为明显。西方现代医学遵循的是疾病循证治疗的基本思路，也

就是说寻找疾病在所有人身上的共性，继而形成针对各科各病种的诊断标准和

统一的治疗过程。而中国传统医学认为每个人的身体都保持着自身独特的平衡

状态，疾病意味着个体暂时失去了自己的平衡状态，因而治疗的目标是帮助个

体恢复健康的平衡态，因而即便症状相似，对每个病患的处理都会采取独特的

针对性手段。从这个视角而言，中国的传统医学本身抱持的是浑然一体的人体

观和方法论，身心一体、药食同源的理念本就根深蒂固，因而并不需要进行“整合”

［35］，而是自始至终的整体（Holistic）思维。整合（Integral）实际上是基于

西方割裂体系的一个重新“拼凑”的努力。正如同西方的知识体系首先进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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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划分”，产生了很多专业化的话语体系，各个领域突飞猛进，之后遇到瓶颈

又开始进行“跨学科研究”，试图打通各个学科之间的藩篱，整合不同分支的

知识体系。与之相较，中国的文化传统并不进行诸如哲学、人类学、社会学、

心理学、政治经济学之类的学科划分，而是将之整体视为有知识有社会责任的

人（也就是“士”）都必须终身修习的学问［36］。

不仅如此，中国传统文化对于“自我”的看法也与现代西方大相径庭。中

国文化强调家族的传承与连续性，传统的中国人认为自己是家族传承的“接力

过程”中的一棒，而近代西方社会新近演进出来的那种“自己有权利决定自己

的生活”的“独立自我”并不属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范畴。每个人实际上并非“一

个人”，自我存在于自己的家族关系和传承的过程之中，是“传统”的一个阶段，

是“大家”的一份子［37］。与此同时，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认为人存在的目

的是通过自身的“修齐治平”路径进行成长，而成长的终极目标是“经世济人”，

继而能够因为“立德立功立言”而“流芳百世”——一个君子的“标准人生”

本身就是超越性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面对中国文化

不重视自我“一己之私”而“胸怀天下”的文化传统，那种“超越自我”的需

求显得没有必要。

因此，在当今日渐西化的中国社会中引入西方“整合心理学”和“超个人

心理学”的过程中，可以更多借鉴自己文化传统中的有利资源。现代西方“正

念运动”创始人乔恩·卡巴金经常提及自己并未创造任何新的东西，正念实际

上源自古老的东方修行传统，卡巴金自己所做的只是将之进行操作化和现代化

以适应西方大众的主流文化［21］。而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五禽戏、太极站桩，

乃至需要长时间高度专注的书法绘画练习，实际上都是内观和修行的方式。整

合心理学的巨擘肯·威尔伯，年轻的时候也在印度度过了很长一段时光，并且

在他的体系里也把来自印度的吠檀多不二哲学置于意识层面的最顶端。古老的

东方文化传统蕴含着深刻的智慧，也是我们在“整合”和“超越”的时候可以

借鉴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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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总结与展望：无限可能性的空间

综上所述，我们也可以说整合心理学和超个人心理学，是西方社会面对自身

文化中的割裂问题和灵性危机的一个补救和变革。整合心理学强调全观的视野和

各个层面的持续实践，而超个人心理学用各种方法来寻找超越的体验。这两个框

架都具有高度的开放性和灵活性，也都有很多持续变化演进的分支流派。也都是

我们可以借鉴融合的资源。用开放的心态来学习、实践和发展整合心理学，并且

借鉴东方文化中本就根深蒂固的有机世界观和内在超越的人生观以及各种向内指

向身心一体的修行方法，必然会对整合和超个人心理学带来更多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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