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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本心理学解释学研究方案具有独特的内涵、特征、研究过程与意义。解释学方案与其他人本心理学研究

方案一道使人本心理学方法论不再流于理论倡导,而是融入到个人经验研究的具体实践, 丰富、增进了心理学的质

化研究方法。在未来, 它尚需进一步澄清解释学的哲学基础, 将解释学哲学思想真正转换为实际运用, 评判开放,

积极对话, 并需以辩证唯物主义实践观看待人的本质, 确立心理学的整合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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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20世纪 80年代,人本心理学家忽然发现,

人本心理学除了对美国社会文化发生重要影响外,

对主流心理学的发展并未做出重大贡献,
[ 1]
没有在

学院心理学中取得应有的地位。他们对科学主义心

理学的批判,认为以人为本,倡导发展与人的本性相

适应的心理学方法论,构筑更为完整的人的形象,不

过是心理学研究的起点, 可不幸的是被大多数人本

心理学家当作终点。
[ 2 ]
一旦不能提出与主流心理学

媲美的研究方法并对人性开展切实有效的研究,人

本心理学将会止于对精神分析和行为主义的 �抗

议  。[ 3]
有鉴于此, 一些人本心理学家开始了完善人

本心理学方法论的努力。这其中, 值得注意的是一

批人本心理学研究方案的提出。 20世纪的下半叶,

随着人类哲学思想发生的 �解释学转折 , 解释学成

为继实证主义、现象学之外的心理学方法论的 �第

三势力  。[ 4]
站在反实证主义同一立场的解释学思

想和人本心理学在很多主张上存在着一致之处,因

此,人本心理学家在学科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关

注到科学哲学上的 �解释学转向  。加上之前狄尔

泰的描述心理学、精神分析心理学以及拉康的结构

主义精神分析等都在不同程度上运用或体现了解释

学思想,给予了人本心理学家极大的启示,逐渐形成

了人本心理学解释学研究方案。主要代表人物有埃

卡茨博格 ( Ro lf von E ckartsberg ), 芮妮 ( Dav id L.

Rennie)以及派克 ( M artin J. Packer) 和爱迪生

( R ichard B. Add ison )等人。笔者将集中评述解释

学研究方案,以期增进对人本心理学方法论最新发

展的认识。

一 解释学研究方案的内涵与特征

解释学研究方案是以解释学哲学为指导思想而

形成的心理学研究方法, 它强调对行为、经验 �文

本 的说明与解释及对其意义的理解; 主张所有的

经验、行为系统都有着潜在的意义, 并在明显不同

的, 甚至在看起来相互对立的意义系统间寻求理解;

认为心理学研究是通过一定研究过程 �对包含了人

类经验和社会行为的书面的和口头文本的解

释 。[ 5]
它具有以下的特征:

第一,在研究对象上, 强调对 �文本  的研究。

文本 �就是由书写而固定下来的语言  , 是指人类通

过口头或书面形式所形成的语义形式。 �人本心理

学家所感兴趣的 文本就是人类的经验行为及其结

果。
[ 5 ]
埃卡茨博格把解释学研究的文本区分为两个

部分: ( 1)实际生活文本 ( actual life�tex t)。人们通

过语言对自己生活经验加以表达所获得的创造性资

料、生活文本; ( 2)回忆内容和文学文本 ( reco llection

and literary texts)。主要包括文学作品或历史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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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某一主题,或者个体对自己过去生活经历的回顾

所形成的文本。
[ 6 ] 49
因此,人本心理学研究方案所关

注的文本不仅包含了实际的生活经验与行为、经典

文献、神话、自传、艺术品, 还包括电影、戏剧和电视

等文本。

第二,强调语言的作用。解释学的发展是与语

言不可分离的。解释学家认为理解或解释的媒介是

人的语言或言语。只有通过语言才能理解世界,理

解存在。无论是狄尔泰、海德格尔、加达默尔抑或是

利科尔,都强调语言在理解和解释中的作用。人本

心理学的解释学研究注重个体经验表达, 而表达的

形式多种多样, 如叙述、故事、录音录像等。这些表

达的结果就成为解释学研究的基本材料。

第三,强调意义的情景性。解释学研究的目的

就是为了获得对不同情景下经验和行为的理解。人

本心理学解释学研究者认为, 对某一经验 (如焦虑 )

的研究不是对它进行抽象的、分离式的研究,而是把

它与其他的社会条件相联系。如对焦虑进行研究

时,解释学研究不仅要研究个体的生存环境,而且还

要考察其社会文化背景。即研究所关注的不仅仅局

限于焦虑经验本身, 而且要理解焦虑及与焦虑相关

的经验网络。

第四,解释学强调研究者价值涉入。在传统研

究中所尽量消除的 �本体论偏见 却在解释学研究

中得到合法的地位,并予以着重强调。解释学研究

者认为,人从历史走来,并向历史走去, 生活在此时

此地的个人在时间上的延续性不可避免地印上时

代、历史、文化和种族的烙印,人都会以过去所形成

的视角来认识一个具体现象。所以, 在进行解释学

研究过程中,研究者个人的视角起着重大的作用。

第五,主张遵循整体性原则,坚持研究是一个动

态的辨证过程,一个对参与者、情景和方法开放的过

程。解释学强调不仅人是一个身体、心理、文化的统

一体, 同时它与环境、社会、历史也具有割舍不了的

联系。因此,必须把人置于一个整体中进行研究。

第六, 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对经验和行为的

理解而非预测与控制。解释学研究者认为, 经验主

义和理性主义研究都是为了获得一个具有普遍意义

的法则,在自然科学中,这种方法是能够存在的。但

在如心理学的人文科学中, 同样的方法会导致对人

类行为意义的曲解和毫无价值的 �发现 , 因为它压

抑了人们所关注的和他们的真实兴趣所在。解释学

研究所形成的是对行为和经验的叙述性说明和 �厚

重的描述  。通过对这些叙述和描述的解释与分

析, 最终实现对现象的理解。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

说, 从狄尔泰开始的理解与说明的对立,演化为人文

科学心理学与科学主义心理学在研究目的上的根本

差异。

二 ! 研究过程

早在 20世纪 70年代人本心理学家就开始发展

解释学研究方案, 并进行了实际研究。在他们的研

究中,既包含了狄尔泰所积极倡导的人文科学研究

方法论思想,也吸收了海德格尔和加达默尔以及利

科尔相关认识论主张,尤其是利科尔思想对心理学

研究的方法论蕴意。解释学研究方案的研究过程总

体来说实际很简单,分两个阶段:

第一,资料收集。人本心理学家主要关注的是

人类的经验与行为,首先必须完成把这些经验与行

为转换成文本,这一过程即资料收集过程。按照利

科尔的观点,就是把经验、行为加以固定的过程。固

定经验、行为的方式有书面的叙述性说明,录音录像

记录等。

在参与者的选择上,解释学研究并不遵循传统

研究的抽样理论。解释学研究的抽样是获得某一现

象变化状况,因而采用目的性抽样,这是为了确保研

究能包含各层次 (年龄、性别 )样本。他们常采用

�滚雪球 的方法: 即找到一个参与者以后, 由他再

寻找另一个参与者, 依此类推。在参与者人数的选

择上要考虑到研究主题的特征和时间上的平衡。由

于解释学研究关注经验和行为形成的背景, 因此,需

要对形成资料的环境予以关注。

如果研究的对象是参与者的经验, 那么访谈就

成为资料收集的主要方式。此时, 研究者访谈的类

型、所提的问题都会影响资料的收集。一般来说,研

究者采用开放性访谈,鼓励参与者描述他们的日常

生活经验,既使是很琐碎, 很细微, 也可能是分析的

重要线索,不能放过,并对访谈进行录音。资料收集

完以后,要求参与者自己阅读录音记录,对它们加以

注释,进一步确认资料收集的可信度 ∀ ∀ ∀ 这一点与

其他人本心理学研究方法不同。如, 现象学研究只

是要求研究者如实描述呈现在意识中的现象就行

了,无需对自己的描述加以评价。这种差异主要是

源自各自所依据的哲学基础的不同。如果所研究的

对象是行为 (如, 对大学生道德行为冲突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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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就要对整个过程录音、录像。所获得的描述或

录音、录像就是下一步分析的原始资料。

第二,资料分析。由于解释学研究者所依据的

哲学侧重点不同,因而在对资料的分析过程中呈现

出不同的阶段和特点, 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分析过

程。我们以埃卡茨博格的研究为例来考察他对文本

分析的几个阶段: ( 1)研究者要不断地阅读文本,将

自己融入到文本之中。在对文本进行阅读的过程

中,埃卡茨博格强调一个开放的态度,让经验流的意

义构成自己 �对我说话  。[ 6] 55
发现作者构思的不同

主题, 并以此进行主题的抽取。 ( 2)研究者尽量突

破作者的构造, 创造性地阅读。研究者以自己的语

言对作品中的小事件进行命名,并赋予自己的意义。

原作者有其自己的构思, 研究者在阅读中并不以其

为中心,而是通过不断的阅读、与文本的对话得出新

的理解。 ( 3)研究者对自己的理解做出新的发展。

研究者可以应用不同的心理学理论对文本进行解

读,在不同的理论差异间会达到对文本的更深的理

解。 ( 4)研究者接下来需要研究别人对作品的评

论。仔细阅读这些评论, 会发现不同的评论从不同

的角度对作品进行了解读,这样,研究者面前就会出

现新的世界,从而出现更多对话的可能性。
[ 7]

总体来讲,从 20世纪 70年代末期开始,人本心

理学家就将解释学观点运用于自己的研究中, 并对

人类实际生活中的多种现象进行了考察。迄今,解

释学研究涉及到人们日常生活的多种经验, 如死亡

意识、道德行为等。

三 ! 解释学研究方案的贡献与局限

现代解释学哲学的发端就是为了弥补科学主义

方法论的不足。无论是施莱尔马赫、狄尔泰、海德格

尔、加达默尔,抑或是利科尔,他们都充分认识到把

自然科学研究方法运用于人文科学的研究是步入了

歧途。体现在心理学研究中,它反对传统科学对人

所进行的还原化的处理,认为人是一种有对象意识、

自我意识、有目的的存在; 研究人的方法不同于物的

研究方法;每一个人都是情景性的存在,像经验主义

和理性主义那样把人限制在实验室和抽象出来的方

式不能揭示人类存在的真实面貌; 每一个人又是历

史的存在,否认事实与价值的分离,否认只有前者才

具有科学研究的价值, 强调研究者个人的价值不可

避免地涉入其中,像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所倡导的

客观真理是不可能实现的, 随着文本历史背景不同

和时代的变迁,文本的意义和对文本的解读都会发

生改变,因而解释学研究是一个不断深入的过程;对

现象的理解是通过研究者的直觉获得的,研究者自

身领悟、研究者过去对现象的前理解在对现象的理

解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正因如此, 很多心理学理论

家指出,解释学研究在很多方面超越了经验主义、理

性主义的某些局限。
[ 8]

与其他人本心理学研究方案相比, 解释学也具

有自己的特征。首先,对于研究者在研究中的地位,

解释学研究批判了现象学研究要求研究者对过去经

验还原的做法,认为悬置是不可能彻底实现的。在

现象学研究中,研究者对资料的分析仍然是脱离情

景的,研究者仍然是冷漠的, 通过悬置自己的理解实

现对现象 �本质  的把握 ∀ ∀ ∀ 这仍然残留着实证主

义的假设。
[ 9]
而解释学研究主张意义是建构的不是

对现实的发现,在研究中研究者并不是价值中立的

冷漠的观察者和实验者,而是把自己的兴趣、偏见带

到对文本的解读中,主张只有在研究中充分考虑到、

认识到自己对所研究问题的 �偏见 , 才能实现对所

研究文本的真实的理解。其次,在解释学研究中,主

张研究的开放性、辨证性。解释学循环是这种开放

性和辨证性的最明显的体现。所有的解释学者, 无

论是哲学家还是人本心理学家都主张要实现对事物

的理解,要进行心理学研究, 必须通过解释学循环过

程。通过在整体和部分之间、在说明与理解之间的

循环,不断修正偏见, 获得对现象的最近似的了解。

所以,在解释学研究中, 不存在最终的真理, 对现象

的认识是永远对新信息、对他人开放的,都是处在研

究过程中的。第三,解释学研究关注个别案例:强调

对个别案例的理解,无论这种理解是否能被普遍化。

追求独特性,而不是简单地对案例的普遍化。第四,

解释学研究并不是单一方法的同义语,只是给研究

者提供一个取向。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解释学立

场的研究者在研究主题的选择上, 在具体的研究方

法上具有多样性和丰富性, 并与其他质化研究方法

相联系 (如扎根理论 ) ,充分体现出方法所具有的活

力和开放性。此外,解释学研究不仅像其他研究那

样关注 �是什么 的问题, 还关注 �怎样  的问题, 揭

示问题更深层的意义,解释学研究的最终目的不是

在一个描述性说明中反观现实, 而是要改变现实使

它变得更好。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对现象的理解和说

明, 促进我们的理解和澄清我们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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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本心理学角度来看,解释学研究的发展仍

然很不成熟,还存在着很多的不足。如,解释学研究

没有形成像现象学研究那样可以遵循的研究步骤和

过程, 这大大限制了解释学研究的广泛运用。此外,

由于解释学哲学本身的纷繁复杂, 在很多哲学家之

间的思想甚至存在着很多的矛盾和冲突, 而心理学

家在自己的研究中对这些思想的吸收的明晰性不

够,所以为考察研究结果带来一定混乱。有的研究

资料贫乏,难以评价, 而有的研究并没有体现出解释

学的特征, 很难把它们与其他的研究区分开来。
[ 10]

最重要的是,当心理学家们在倡导心理学研究中的

解释学方法时,否认了其他研究方法的价值:一方面

它批判心理学研究中实证主义霸权, 另一方面通过

树立解释学研究,使之成为心理学研究中的新霸权。

正如人本心理学家斯迪恩 ( H. Steen)在评价帕克和

爱迪生的工作所指出的那样 �在书中, 作者试图说

明这些 #主义 ∃ (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 )都是有问题

的%%作者的目的是非常有野心的: 是为了说明经

验主义和理性主义极大的局限性, 只有解释学才能

成为研究的主要范式。
[ 11]
这种非此即彼的二歧视野

不利于心理学研究方法论的健康发展。

在新世纪里,解释学哲学还在不断发展着,人本

心理学的解释学也还在不断完善。在未来, 人本心

理学解释学要得到发展, 必须进一步发展 �解释学

研究的元方法论  ,
[ 8]
即需要考察解释学是否真的

表达了对人类本质的认识, 需要考察解释学确实在

质化研究中存在着可操作的方法, 并能加以验证。

在作者看来,如何形成对人类经验、行为文本的研究

过程, 将解释学哲学思想真正转换为实际运用的研

究过程,进一步澄清解释学哲学基础, 评判开放,积

极对话,认清它在整个心理学研究中的地位,是它要

解决的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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