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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存在主义心理的发展
权绍琦  陈  华

西南交通大学心理研究与咨询中心，成都

摘  要｜存在心理学，起源于存在主义哲学，和人本主义心理学协同发展，共同对抗精神分析和行为主义。存在心理

学内部的各理论观点纷争不断，观点之间也各有矛盾之处。本文依据存在心理学发展的时间顺序，通过探讨

存在分析学（瑞士）、意义治疗学（奥地利）、存在人本主义心理学（美国）、英国学派这四个理论的代表

人物及其理论特点，以期深入认识存在主义心理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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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心理学，又名存在主义心理学，因受在主义影响而兴起的一种心理学理论，为人本主义心理学

的两大取向之一。存在主义，诞生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欧洲——当时的哲学大本营，这为存在心理学

的诞生打下了哲学铺垫。存在心理起源于存在主义哲学，也是目前心理学流派中哲学意味最为厚重的一

个流派，伴随而来的就是不同的学者对于存在哲学的不同理解。这也导致存在主义心理学各学者之间的

核心观点不同，以至于现今仍然没有一个对存在心理学公认的定义。

存在主义心理学是在存在主义哲学、现象学和精神分析影响下而形成的一种心理治疗方法和理论［1］。

严格地讲，存在主义心理学并不能称之为“流派”，而只能称之为心理学中的一种倾向或运动。因为它

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理论，它的目的并非是抛弃现代心理学中的各种倾向和方法，而是通过引入新的课题

和方法补充现代心理学。

存在心理学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左右进入我国，当时学者们主要集中于对美国存在主义的理论介绍，

包括罗洛·梅、欧文·亚隆等人的理论。存在心理的发展历经各种哲学观点和心理理论的碰撞，逐渐达

成了几个共识：强调人类存在本身的超越性、对人类自由和价值的探讨、强调人具有“在世间存在”的

特点、倡导完整的人类存在。由此可见，存在心理学与行为主义一样，运用“由外而内”的自然科学方

法研究人的外显行为，不同于“由内而外”的现象学方法研究人类本身的在世体验；与精神分析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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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存在心理学侧重于描述，实事求是、极尽极致细致地具体描述，而精神分析则是着眼于分析。与人

本主义心理——研究人类的潜能和自我实现等积极主题不同，存在心理学强调研究完整的人类，即人类

存在的所有主题，既研究积极方面也包括消极［2］。

1  哲学起源——存在主义哲学

存在主义哲学，是当代西方哲学主要流派之一，其理论特点是以人为核心、尊重人的个性和自由［3］。

在存在主义的发展中，对存在心理产生直接影响的哲学家主要有：克尔凯郭尔、胡塞尔、海德格尔、萨

特等人，这些哲学家对存在心理的发展影响深远。

克尔凯郭尔——公认的存在主义哲学先驱，根据自身经历开创的哲学中充满着人类选择的困惑和生

存的焦虑。首先，他反对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并提出“具体的描述高于抽象的推导”，这一点在其著作《致

死的疾病》中多有体现；其次，他认为哲学研究的对象是从个人的“存在”出发，这奠定了个体研究始

终先于群体研究的传统；最后，克尔凯郭尔首次直面“负面情绪”，勇敢地去挑战并试着掌握这些负面

情绪，后人将其作为存在心理的研究主题。

在确定了存在哲学的研究主题后，胡塞尔在其著作《逻辑研究》中建立了描述心理学方法，即现象

学方法，这为存在心理学确立了方法论基础。在其理论中，意识不再是独立的，意识是自身与世界的中介、

一个桥梁——使得个体可以指向世界，将主体和客体世界重新联结到一起。现象学中的“具体而详细的

描述”，使得存在心理学更好的去研究人类存在的事件，去挖掘存在意义。

作为胡塞尔的学生，海德格尔则是真正意义上的存在主义哲学的开创者。海德格尔在胡塞尔的“意

识联结主客体”的基础上，进一步去除主客体之分，提出了“此在”的含义，即先于主客、心物两分的，

没有规定性的现象学直观意义下人的存在。“此在”，也就是一元论，认为人是在世间存在的人；此在

即非主体、客体，而是二者存在的前提。海德格尔所提出的此在，是使用现象学方法具体而详细的描述、

观察得出的结果——个体就是世界的存在，这也为萨特的“存在先于本质”埋下了铺垫。

萨特，存在主义的战斗家，他认为存在主义的价值是“人道主义的深化。”他研究人存在的具体世界，

特别是人在各种问题环境下的行为。与海德格尔不同的是，萨特的存在主义背离了一元论，重新回到了

主客体割裂的境遇。萨特认为，人类特有的存在方式，是一种自为的存在，也就是虚无，一种不充盈［4］。

人类是靠意识来察觉到这种不完整，并做出改变，一直循环，使得保持追求但达不到的完美。

存在主义的核心是“自由”，也就是说虽然环境不同，但是所有人选择自己的行为时，本质上都是

绝对自由的，这也是存在心理学所倡导的基础。宾斯万格等人在存在主义哲学的基础上，结合精神分析，

开创了存在心理学。

2  其他理论

存在心理学中各理论之争起源于存在主义哲学，依据不同的存在主义哲学观点，对应不同的理论观

点。本文按时间发展顺序对孙平所提出的：存在分析学（瑞士）、意义治疗学（奥地利）、存在人本主

义心理学（美国）、英国存在心理学四个理论进行详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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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存在分析理论

存在分析理论，由宾斯万格所创，也是第一个较为系统的存在心理学理论。宾斯万格从海德格尔的

存在主义哲学中学习“此在分析”概念，以现象学为哲学理论基础，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进行改造［5］。

宾斯万格主张要对人的行为进行存在分析，即人在生活中面对选择时是自由的而不是因果关系导致的，

人的整体性就是人的本质，也就是在世之在。在世之在，起源于海德格尔，但有所不同。宾斯万格认为，

人的在世之在，是一种为超越自身而不断趋同的个体存在，自我和世界是一体的。因此在治疗过程中，

要关注来访者的自我意识以及其在世界中的存在。在此基础上，宾斯万格进一步提出，当人被抛入世间，

不仅仅是在世之在，更会是超世之在。“爱”是可以引导人超越本身所处的“之在”，而进入到一个新

的世界——“超世”。他对于此在的存在方式，沿袭海德格尔的周围世界、共同世界和自我世界的观点，

这三种世界共同构建了人的世界设计。

总体来说，宾斯万格的存在分析学对于存在主义心理学具有奠基性的意义，至今还在为广泛应用。

但是宾斯万格号称对海德格尔的创造性解读—— “超世之在”，但被海德格尔所批评，认为这已经违背

了存在哲学的基石——一元论，这也到导致海德格尔寻找新的心理学代言人——鲍斯。

虽然二者都是存在分析学的创始人，但鲍斯对于此在的理解上与宾斯万格不同。鲍斯则正确的接受

了海德格尔的存在观，认为人和世界并无主客体之分。在咨询中，每个人是关系的集合，正是因为有这

些关系才存在，改变关系就是在改变自己。而这一切的前提是人类必须是个“充满光明的开放域”，即

一种能够在直观中理解事物和他人“是什么”的领悟力［6］。正因为有了这种基本的能力，我们才可以

在刚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意识到自己的“存在”。除存在的基本特性——“此在”外，鲍斯还提出存在

的其他几个特性：空间性、时间性、躯体性、心境的协调性。虽然鲍斯反对弗洛伊德的理论，但是精神

分析的治疗思路、相关技术一直被他所使用，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对精神分析的存在主义改进。具体体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治疗目标上，鲍斯否定了弗洛伊德治疗目标——免除来访者的负罪感，而是在咨询师

的帮助下使得来访者意识到存在性愧疚——生而为人注定要承受的负罪感，怀揣着这种愧疚感，勉力前

行。存在分析治疗中，咨询师对于来访者的态度使用 “现象学地看”：将治疗师本身的诸多假设、理论

进行悬置，试着去理解问题本身，而不是去对问题作出解释，也就是说要尊重来访者，帮其理清楚问题

的时候，来访者是可以靠自身的力量去探索问题、解决问题。使用这种方法，可以减少治疗师的偏见，

最大程度地去尊重来访者，返回到现象本身，这也是存在分析与精神分析治疗最大的区别。在治疗技术上，

存在分析大部分沿用精神分析的技术，如释梦、自由联想、移情等技术，但具体的态度不同，比如用平

等的态度去对待梦境中的事件，即梦境和现实具有同等的地位。

欧洲的存在分析理论，开创了存在心理学的新世界，为当时心理学提供了新方向，也为人本主义心

理学的发展提供了助力。但是今日的存在分析学理论处于漫无目标的状态，正在重新审视宾斯万格的理

论，结合其他存在学者的理论进行创新。

2.2  意义治疗学

人类所有的行为背后，都有一种潜在的动机，不同的理论流派有不同的看法。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

学认为人们有追求快乐的意志，即享乐原则；而阿德勒则认为人们行为的潜在动机是追求权力，即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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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弗兰克尔从自身在纳粹集中营的经历和当时经济萧条背景下人们的生活中进行探究，人类行为的

最后，是对意义的追寻，进而提出了意义治疗学。

意义治疗，是指治疗师在治疗过程中帮助来访者领悟到自己生命的意义，在此基础上改变人生价值

观，追求生命的意义。在其理论中，主要包括三个部分：意志自由、意义意志、生命意义，这三个部分

共同构成了人们追寻意义的过程［7］意志自由——人最本质的特征，即无论在什么情境下，都可以选择

自身态度。虽然不能改变困难，但是可以改变对于困难的态度，将自己与境遇相分离，进而选择对自己

的态度。当个体可以超越自己，走向精神空间时，充分意识到自己的意志自由，此时就是一种“精神理

智”的境界［8］。弗兰克尔认为，这种精神理智境界，就是人追求意义的意志，即追寻生命意义的动机。

那咨询师的职责就在于增强或激活来访者的意义意志，促使其找到人生目的，并为之奋斗。

生命意义对于每个人的是不同的，主要包括以下三类：创造的价值、体验的价值、态度价值。创造

价值主要体现在工作、事业中的努力追寻；体验的价值，由体验某种事物或经由体验某个人（爱情）来

发现生命的意义，其中爱是具有最高价值的人类体验；态度的价值，即当个人面对无法改变的问题时，

虽然没有办法改变所面临的困苦，但是仍可以选择自己所决定采取的态度，这是一种绝对自由，也就是

人类存在的最高价值。

在意义治疗理论的基础上，意义治疗是唯一一个形成了自己独特治疗技术的存在心理学理论，主要

包括：态度改变、矛盾意向、去反思等技术方法。虽然意义治疗创新了很多技术，但医患关系仍是弗兰

克尔首先关注的。在治巧中咨访关系是最重要的治愈因素，技术知识一个方面，但本质还是人类本身与

其存在之间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当咨询师过度看重技术，反而会影响这种关系，导致治愈失败［9］。

但是，弗兰克尔提出的意义追求，最后走向了唯心主义，也容易倾向于宗教。后来者阿尔弗雷德·兰

格对意义治疗的理论和方法进行了拓展，主要包括：一元动机论拓展为多元动机论。他认为，人类有四

种基本存在动机，分别对应着个体与世界、生活、自己以及生命意义的关系；在方法论上，更多地使用

理解、描述和倾听等现象学方法。后期，兰格致力于实现意义治疗的可操作性，目标是让来访者获得一

种自我认同，及接纳自己存在的所有层面，接纳自己所“被抛入的世界”。这种疗法逐渐变得具有整合性，

涉及存在主义、人本主义甚至认知行为疗法，以至于兰格更多的用“存在分析”来指代自己的心理疗法。

2.3  存在—人本主义心理学

与其他几个理论相比，存在—人本主义具有浓重的个人主义，这主要与当时美国崇尚个人英雄主义

和开拓精神有关，继往开来的为存在心理学添砖加瓦。此外，美国存在心理学研究的一大特色就是将临

床案例划分为各个主题，如死亡、焦虑、无意义等等［10］。

罗洛·梅是被称作“美国存在心理学之父”，当代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1］。罗洛·梅

提出，在心理治疗过程中，咨询师的主要任务就是“帮助来访者认识和体验他自己的存在”。在这段话

中就可以看出，罗洛·梅的存在主题核心观就是存在感，即一个人对于自身存在的认识。存在感，发生

在先于主客两分的层次上，体现出人和世界深深地联结［12］。主要包括三个原则：人存在的基础是自由，

自由的个体是充分个体化和社会整合的；宗教道德感是保证个体存在、促使人格不断完善的动力因素；

健康的自我表现是存在感的一个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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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存在感之外，其理论体系中还包括原始生命力、勇气等主题［13］。原始生命力这一概念早已广

为流传，罗洛·梅认为：原始生命力是具有控制整个人力量的一种自然功能，治疗的意义就是让“人类

本身通过意识去驾驭原始生命力，让它与自身融为一体”。原始生命力就像一件有生命的武器，当个体

不能去驾驭它时，会被原始生命力所操纵，所以避免被其支配的方法就是去掌握它，接纳它，去面对生活。

在整个罗洛·梅理论体系中，勇气的存在主体观是重点，也反映了美国存在心理学派的主要特点。勇气，

指的是人保持自我核心的勇气，主要包括身体勇气、道德勇气、社会勇气、创造勇气，对应着人在生活

的各个方面。

在罗洛·梅之后，存在心理学的接班人是欧文·亚隆，但其本身并不认为自己是存在心理学家，而

认为自己的理论是一种动力性心理治疗理论。动力性，即弗洛伊德假设个体内部具有冲突性的力量，无

论是适应性还是心理病理性的思想、情感和行为，都是力量冲突的结果，这些力量存在于意识的不同层

面，有些完全是无意识的。在弗洛伊德的观点中，儿童是为本能所驱动的，即力比多；新弗洛伊德派心

理动力学则认为，儿童受文化和人际环境的影响。亚隆提出新的观点：当个体偶然意识到自身的存在，

并对此产生怀疑时，就会形成这种动力性冲突。这种存在的既定事实也被称为终极关怀，亚隆进行多年

的观察研究发现终极关怀主要涉及四种：死亡、自由、孤独和无意义，这些终极关怀以及他们产生的意

识和无意识的恐惧和动机，构成了存在主义动力性冲突的内容［14］。除了理论的创新外，亚隆还十分强调，

“此时此地的咨询关系”是整个治疗中的基石，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人是自由的，并要为自己所选择的

态度行为负责。在治疗中，亚隆不再以本能观为指导分析移情和阻抗，但仍遵守相关原则。此外，亚隆

的一个突出贡献是将存在心理学进行了通俗化，在其作品中，使用其本身的文学语言，生动的描绘灰色

的存在哲学。其著作《日益亲近：从不同角度讲述的故事》《诊疗椅上的谎言》《存在心理治疗》等书，

通俗易懂又高度具有学术价值，为心理治疗加入了哲学深度和精神幅度［15］。

美国存在心理学在罗洛·梅去世过后，其学生施耐德逐渐成为代言人。施耐德对于存在主义心理学

提出了新的主张：浪漫主义和“敬畏”主题［16］。浪漫主义关注人性中的非理性方面，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反对将人的心理和行为做当做机器一样进行定量研究，认为应该进行质性研究，探究心理现象背后

的实质和真正的社会意义；二是关注人的生活世界和意义，研究活生生的真正的人。

敬畏的提出极大地开拓了心理学的研究视野，从心理学的角度观察宗教的敬畏主题，并把它看做人

类存在的一个状态，在此基础上注重敬畏的现实价值。施耐德的理论明显存在强烈的非理性色彩，导致

其理论难以操作。

施耐德在罗洛·梅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存在整合观——以“存在”为核心，将目前心理学的各个

流派的主要心理治疗方法整合到一个理论体系中，这种整合可以弥补存在心理学可验证性。此外，存在

整合理论把“人”视为治疗的核心，强调咨访关系中“人与人”的特质，沿袭了罗洛·梅的观点。但是

这种整合理论的整合，主要是在理论上的整合，具体应用上论述较少；存在整合观的核心仍是存在主义，

概念过于抽象，难以应用；最后，这种整合理论，包括了一系列疗法和理论，对于学习者的要求较高［17］。

2.4  英国存在心理学

英国存在心理学起源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是目前存在心理学中最年轻的理论，也代表着存在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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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新发展。该理论与以往存在理论相同，着眼于心理治疗和咨询，特点是对于存在主义哲学的应用更

加激进，采用现象学方法观察、描述人的行为［10］。因为英国存在心理的发展较晚，目前国内的文献相

对较少。对于英国存在理论的开创者，孙平等人将斯普莱利定位为学术领袖、德意珍为组织型领袖。斯

普莱利首次明确地为存在心理治疗界定了原则——关联性原则、存在之不可确知原则、存在焦虑原则。

在其心理治疗观赏，主要包括治疗态度和治疗关系。治疗态度，即存在心理治疗师的态度。斯普莱利认

为咨询间的对话应该是一种及时发生开放性的对话，同时保持一种不知的态度，也就是说治疗师要对来

访保持最大的开放性，尊重来访者，用自身的存在来治疗来访者。除此之外，斯普莱利提出“在”的态度，

即强调现今的咨询中咨询师不能沉迷于技术，要回归到咨询师最基本的作用——陪伴。在治疗关系上，

斯普莱利与亚隆的看法类似，认为治疗关系是最重要的疗效因子。具体表现为，咨询师与来访者的关系，

是一种此时此地。在这种情况下，治疗师将自己处于一种悬置的状态，保持对来访者世界观的全然接纳，

试图去理解来访者的存在本身，在这个过程中，要最大程度地尊重来访者，在充分理解来访者之前，坚

决不可以用病理性色彩去定义来访者。所以他的理论也被称为存在—现象学。

德意珍，以一己之力建立起最初的英国存在心理学。当之无愧的组织领袖，这些经历也为她的理论

带上了强势色彩。德意珍认为，错误的人生哲学是来访者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所以咨询师的作用就是

在人生即苦的真相中，引导来访者从自身的错误哲学中走出来，与症状和解。这也意味之，在治疗过程中，

带着问题继续生存才是解脱之道。

从这两位代表人的理论中可以看出，英国存在心理学在心理学的去污名化上走得最远，坚持去病态

化，同时恪守着悬置和描述的现象学方法。

3  总结

存在心理学诞生至今，极大地拓展了心理学的研究主题与方向，为人们更好地去探索自我与社会提

供了一个新的角度。不论存在心理发展如何，其从哲学出发本质带来的思考，始终引人深思。对于不同

的存在心理学理论，都会不可避免地触及个体生命的四种终极关怀：死亡、自由、孤独和无意义，这四

重维度经历了叔本华在哲学中提出生命意义的废墟、弗兰克尔引申的意义治疗发展到欧文·亚隆的生命

教育［18］。基于存在主义心理学的视阈观照生命教育，会发现对于死亡的思考，使生命更为充实丰富；

对自由的探索，召唤个体回归生命的独特性存在；对孤独的深思，会引向真实人生的绽露；对意义的拷问，

会唤醒内在追求意义的意志［19］。

有终极关怀引发的人生价值的思考，可以指引来访者回归生命本身，启迪人认识生命、理解生命、

尊重生命、珍爱生命，从而实现自我生命的最大价值。但在另一方面，由于存在心理学起源于存在主义

哲学，导致其理论的可验证性低，本身自带的哲学色彩使其理论的传播和学习晦涩难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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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of Existential Psychology

Quan Shaoqi Chen H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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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istential psychology, with its roots in existentialist philosophy, has developed in concert 
with humanistic psychology to confront psychoanalysis and behaviorism.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within existential psychology are constantly in dispute and contradict each other. In this paper, we explore 
the representativ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our theories of existential psychology: existential analysis 
(Switzerland), meaning therapy (Austria), existential humanistic psychology (USA), and the British 
school, based on the chronological development of existential psychology, with the aim of gaining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existential psychology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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