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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识性
:心理学另一种文化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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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今天心理学在科学化遗路上已经越走越远
,

渐渐远离了人类 日常生活
,

彰显看浓郁的 自然科学品性
,

成为心理学家苏

芳自赏的一种标签
。

事实上
,

心理学不仅仅是
“
心理学家

”
的心理学

,

也应该是人民大众的心理学
,

这便是心理学另一重要品质一

常识性
。

常识性心理学可使人的心灵活动得到素朴
、

直现理解
,

是常识心理学而非心理科学使得人们 日常心理生活成为可能
。

它为科技理性和逻裤语言所支配下的科学心理学抹上浓郁的丈化色彩
,

使其流落出丈化品性
,

也为重祈理解和论释心理学学科

性质提供视角
。

关性词 :科学心理学 ;常识性心理学 ;文化品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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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从 18为年冯特手中
,

实现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超越
,

获得了科学和独立地位
,

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

它清除了围

绕人类心灵的无谓争执和痴想妄见
。

它带给心理学带来了清

晰性和精确性
,

使心理学获得了实证科学地位和尊严〔’l
。

但

是
,

伴随着科学心理学的荣报
,

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尴尬问

题
,

其中之一就是心理学与日常生活的距离越来越大
,

鸿沟越

来越深
,

似与人类生活无涉
,

成为心理学我孤芳自赏的一种标

签
。

严密
、

精致的科学心理学知识体系在现实生活中颇感无

能为力
,

心理学似乎成为
“

心理学家
”

的心理学
。

当科学心理

学面临, 规模更大
、

范围更广的社会运动时
,

更显得束手无

策
。

人们的期待与现实差距日渐拉大时
,

有理由怀疑科学心

理学对于日常生活中的人们到底惫味着什么
。

的确
,

它成了

一张石芯试纸
,

枪验出以美国为首的整个科学心理学不成熟

性[21
。

今天
,

有必要考评心理学在自然科学品性影子下另一

重要的文化品性一常识性
,

来解读心理学日常性对于现实生

活中的人民大众
、

对于科学心理学发展
,

甚而至于对学心理学

学科性质而言具又怎样的愈义
,

这或许为联通科学心理学与

日常生活之间
、

科学心理学与日常心理学之间以及重新理解

和审娜心理学提供全新的视角和契机
。

1 科学化心理学难题

自从西方心理学脱离哲学怀抱后
,

就一直试图跟随和模

仿自然科学传统中成熟学科
,

特别是物理学科
,

黎黑将其称为
“

物理学嫉羡
”
t3]

。

为了实现心理学科学化目的
,

心理学家以

本体论和实证论为哲学荃础
,

以物理主义观点来审视研究对

象
。

他们自信可以凭借理性力t
、

适当工具
、

方法及符号等逐

渐反映它们
、

把握它们
、

说明它们
。

当引人了精致的实证方法

后
,

大大加快了心理学科学化的步伐和进程
,

并将实证方法作

为评判其科学化的主要甚至是惟一标准和尺度
。

由此
,

西方

心理学一步登上了科学殿堂
。

显然
,

心理学对科学化追求简

约成对自然科学化模仿
,

并上升到
“

主义
”

高度
,

不可避免地产

生了诸多问题
。

1
.

1 拒绝问.
,

以方法为中心

西方心理学在追求科学化过程中
,

最显著特征是将实证

方法引人研究中来
,

然后以实证方法为支律
,

确立起心理学科

学化严格的研究程序
。

为使心理学研究对象符合研究程序
,

必须选择可见
、

客观的心理现象作为研究对象
,

而无法度盆
、

无法观察的人的主观因素
,

则被心理学家离弃于关注的视野

之外
。

显然
,

心理学研究不是以研究对象引申出心理学独特

研究方法
,

而是以实证方法来选择能够研究的心理现象
,

由

此
,

确立了实证方法在心理学研究中的核心和支配地位
,

但也

在无形中扭曲了心理学学科性质
。

事实上
,

以实证方法为中

心与运用实证方法具有两个层面的愈义 : 心理学研究中运用

和完替实证方法是必需的
,

也是必要的
,

并且
,

通过实证方法

可获得人类心理规律性认识
.

但以实证方法为中心则会陷人

实证方法至上的误区
,

使心理学家只是关注符合实证方法的

研究对象
,

而将许多无法证实的如态度
、

情感
、

价值观等这些

构成个体日常心理生活的主观因素抛离于研究视野
,

其目的

只有一个 : 以实证方法维系心理学的科学水平
。

正是因为心

理学更多是从实证方法出发而不是从现实生活中人类真实具

体日常问题出发
,

埋首于心理学科学化建设
,

无心于人类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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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解释和表达
,

导致心理学的科学世界与人类的生活世

界之间距离越来越远
。

1
.

2 拒绝习俗
.

远离日常生活

科学心理学崇尚自然科学
,

热衷于以理智
、

客观
、

冷静的

学术概念和逻辑术语来解释和说明人类心理行为
,

以科学话

语舫权排斥习俗性心理学的权利诉求一千百年来隐藏于习俗

传统
、

风俗习惯
、

诗歌曲斌等文化形式中
,

指引人类日常活动

以及人类对自身心理生活的设定
、

理解和构筑的心理学
。

心

理习俗内隐于人类日常活动中
,

存在于一定文化背景下每个

人的内心深处
,

每个人都可以凭借自己生活经验
,

毫无困难地

掌握它
、

理解它和把握它
。

心理习俗的解释和描述是一种具

体
、

生动
、

情景性的描述和解释
,

不似科学心理学那样冷静
、

理

智和抽象的逻辑化说明
。

所以
,

散乱
、

歧义及模糊是其主要特

征 ;非科学
、

前科学也是为科学心理学所不容甚至是不屑的主

要借口
。

所以
,

科学心理学为维系其科学化水平
,

拒绝与心理

习俗对话
.

拒绝交流
,

拒绝沟通
。

从而
,

在它们之间人为地划

开了一道深深的沟壑
,

并且
,

随着科学心理学逻辑术语和实证

手段愈发精致
,

这个鸿沟越来越深
,

科学心理学对日常生活的

关注也越来越不可能
,

越来越不现实
。

这样
,

心理学无形中就

分为两种水平
:

科学化
、

逻辑化水准
,

被心理学家所把持
、

研究

的心理学 ;另一种就是 日常性
、

习俗性水准
,

被现实生活中大

众所理解
、

所应用的心理学
。

目前
,

这两种心理学分属两个世

界
:

前者属于科学世界 ;后者属于生活世界
。

1
.

3 拒绝价值二尚文化无涉
毋庸! 疑

,

作为研究人性和人心的一门人之学
,

科学心理

学给人的感觉却是日益冷澳
,

缺少温情关怀
,

没有价值
、

情感

移人
,

机械
、

理智地建构着人类心理规律和机制
,

这与自然科

学研究所推祟的价值中立原则殊途同归
。

自然科学是人研究

物
,

物性变化的表相与表相背后真相都是客观
、

真实如一的
。

物性就是物性
,

它不因研究者不同而不同
,

也不因社会文化环

境变化而变化
。

显然
,

自然科学研究能够做到价值中立
,

而

且
,

做得很成功
。

但是
,

将该原则无原则地引人研究人的心理

学
,

其效果与功用就值得商榷
。

且不说无法避免研究者与被

研究者受主观因素驭使所产生的研究偏差以及被研究者表现

出的受研究者期待效应而使之产生的迎合心理
,

就是人与文

化之间的共生性与互动性
,

也无法忽视或者有意离弃文化的

影响作用
。

这就惫味着科学心理学价值无涉的前提假设能否

成立就令人怀疑
,

也使心理学研究执意于剧除文化影响
,

试图

在单一文化模式下建构科学范式的做法
,

存在着难以克服的

难度
。

当科学心理学期望以理性数据
、

统计分析及图表实现

对人性的解读时
,

我们丝毫感受不到人性被理解的喜悦
,

相

反
,

却是人性被肢解的悲凉与失落
。

在心理学家眼中
,

人依旧

是较大的白鼠和较慢的机器而已
。

2 心理生活的可能一日常心理学
2

.

1 常识心理学界说

尽管科学心理学为自己高傲付出了于日常生活中无法找

到自己位盆
,

得不到人们认同的代价
,

但是
,

事实上
,

科学与常

识并不矛盾
,

凯利提出了
“

每个人都是科学家
”

的命题
。

他认

为
,

在日常生活中
,

我们每个人都象科学家一样
,

运用自己语
言对发生在身边的事情进行归因

、

判断和理解[’]
,

这一判断
、

推理过程与科学家的研究活动并没有质上的区别
。

在日常生

活中
.

存在着大量的更多的是表达性概念而非陈述性知识体

系
,

是应然性意识而非实然性性知识
,

可以说
.

正是常识心理

学中介着个体心理生活与社会文化传统
,

并使之以特殊方式

联结在一起[s]
。

它使常人有可能涉人 自己和他人的心理生

活
,

达成相互理解和沟通
,

培养着人们日常活动的基本信念
,

养成基本的心理信条
;它可使人的心灵活动得到家朴

、

直观理

解
,

是常识心理学而非心理学理论使得人们日常心理生活成

为可能
。

从一定惫义上
,

它要比科学心理学理论更能深人人

心
。

至此
,

我们可以为常识心理学作为一个解释性定义
,

所谓

常识心理学是指常人在长期的生产
、

生活活动中所创造
、

传

承
、

演变和积萦的
,

并伴有鲜明地域性
、

复杂性
、

民族性等文化

历史征候的日常规范
、

准则
、

制度
、

习俗
、

谚语
、

神话
、

故事
、

诗

歌
、

仪式等文化遗留物
,

作为人类历史承续
、

积淀享用的心理

智慈
,

绵延不绝地支配
、

指引和解释着人们的日常心理生活和

日常活动
。

常识性心理学包含着生活世界中人们对常人心理

生活的认知
、

感情
、

命令
、

信仰等既非成逻辑体系的知识体系
,

亦非纯粹的价值知识
,

不追问为什么
,

只突出
“

应然性
” ,

凸显

着源自日常生活朴素的人生信条和人性信仰
。

尽管科学心理

学家耻于与常识心理学混为一谈
,

然而
,

他们作为日常生活中

个体
,

在不 自觉的举手抬足之间其实已经落人了常识心理学

之
“

网
”

中
,

所有心理学家都在科学思考中运用常识观念
,

但

是
,

通常他们并不分析它们
,

使之明晰化[6]
。

可惜的是
,

派于

心理学常识与心理学科学理论之间难以对话和通约性
,

使得

在常识心理学之网中开展心理学研究活动中而不 自知的科学

心理学家依然对常识心理学保持着绒欺
,

继续着对常识心理

学的冷摸
,

拒绝从中极取可供滋养的养料
,

在科学化道路上一

骑绝尘
,

就显得颇为短视和缺乏明智
。

2
.

2 常识心理学特征分析

发生
、

流传和演变于特定的政治
、

经济和文化氛围中的常

识心理学
,

一直以鲜明的文化特色和文化底盆
,

支持
、

指南若

日常生活中人们的心理生活
,

使常人的心理生活由可能成为

现实
。

从一定意义上说
,

正是常识心理学以遇异于科学心理

学的文化特色和韵味
,

实现着人们心理生活得以绵延和传承
,

也使心理学学科彰显着浓郁的文化品味
。

具体分析
,

常识心

理学具有如下文化特征
。

第一
,

常识心理学的文化性
。

不同文化传统可能会养成

迥异的常识心理学
。

而文化间的区别以民族界线可以区分
。

所以
,

常识心理学的文化品性当可以民族性格加以表达
,

也是

其异于另一常识心理学的界线
。

离开文化环境或民族环境
,

常识心理学就失去了解释力和指导力
。

第二
,

常识心理学历史性
。

过去的某一常识心理学今天

可能会变换形式存在着
,

维持着常识心理学的民众心理功能
,

表现出连续性
、

传承性和变异性
。

心理学传统不是存在某种
心理学著作中

,

哪怕该著作是如此伟大
,

而是存在于生动
、

鲜

活的常识心理学中
.

日久弥深
,

即使中断
,

也会有相应的另外

表现形式来补充
。

第三
,

常识心理学的不可言说性
。

尽管常识心理学时刻

存在或无处不在于人们的 日常性生活中
,

但是
,

人们并不自

知
。

常识心理学包含传统和现实中人们对心理生活的认知
、

情感
、

价值
、

命令及信仰等
。

人们可能会心照不宜
,

却又无法

说清其逻辑结构
。

它们构成一个松散网络
,

左右
、

指引着人们

的日常心理生活
,

可以意会
,

但无法言说
。

第四
,

常识心理学的价值性
。

常识心理学并不象科学心

理学那样冷静
、

理智
、

客观地说明心理现象的实质或规律
。

它

常以感觉
、

愿望
、

意图
、

信念
、

担优
、

痛苦
、

欢乐等带有浓郁的感

情色彩和价值意念等词汇来表征常人的心理生活样态和状

况
,

表达出常人强烈的好恶和选择意向
。

2
.

3 共在 : 常识心理学与科学心理学关联分析

事实上
,

自从有了人类
,

就有了人类意识
,

也就有了对自

身心理生活的素朴
、

直观理解和解释[s]
,

这是 日常性心理学的

显露
。

不管那时心理学在今天看来有多么原始
、

素朴甚至幼



稚
,

但却依然以其惯有的直观性和素朴性在架构着人类心理

生活指南框架
,

直接体现出人类心理生活明确意向性
、

自觉性

和社会性
,

并随普常识心理学的积累和传承
,

渐渐成为具有深

厚文化底组
、

民族特色和历史征候的心理学传统
。

随着人类

理性渐傅端倪
,

开始以理智反思人类心理生活
,

尽管以后的哲

学心理学家也以心理学哲学的特有方式和确切的概念来解释

心理生活
,

为日常心理生活寻找现实和理论依据
,

不断地追问

世界本原及人性等基本话题
,

但是
,

他们对其回答依然无法超

越习俗性水平
,

依然还停留在经验的地平线上
。

在获得实证手段和理智思考后
,

从 19 世纪中后期的冯特

手中
,

心理学从哲学母体中脱胎而出
,

一步迈人了科学殿堂
,

从而
,

心理学科学化理论就同人人都熟悉
,

人人都遵守的常识

性心理学渐渐地分离了
,

成为一种客观
、

理智
、

单纯的学术事

业
,

一方面心理学科学化运动不仅削弱了它对常识性心理学

的依赖性
,

而且
,

为了科学化目的
,

不惜与常识性心理学反目

成仇
,

章起批判的武器
,

对其大加鞭挞
,

而忽略了自己曾从常

识心理学获致的养料以及对常识心理学的依附 ;另一方面
,

常

识性心理学渐渐地退离了科学心理学舞台
,

退回到人们的日

常心理生活之中
,

尽管有时它不可避免显示出某种倒退性和

保守性
,

但无论如何
,

只要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常识性心理学发

生的根源和基础
,

它就永远不可能在科学心理学的斥责中退

缩
、

消失
。

我们可能在学术上批判其不合理性
,

然而
,

在实践

中它却有着合情之处
,

并且
,

即便是科学心理学家的研究活

动
,

也会在不自觉中落人常识性心理学
“

前见
”

之网中
,

不时引

用
“

心理学俗语
”

为自己的学术辩护
。

但是
,

现实情况是
,

从常

识心理学衍生出来的科学心理学在历经包容
、

互相指责后
,

在

讲求对话和多元的今天
,

却最终走向了隔绝
。

隔绝
,

就意味着

敌对
、

歧视和不相往来
。

这对于双方而言
,

都不是什么福音
,

而是铸要打破这种馗尬对立
,

重新建立一种新的关系
。

可惜

的是
,

心理学常识与心理学科学理论之间的这种历史和现实

的关联被狭隘的专业分工和唯科学心态所遮蔽了
。

应该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以促成它们之间的对话 ? 其

实依据科学心理学与常识心理学内在唇齿相依关联以及它们

所班含的价值意义
,

就已经把捉到它们之间内在关联一共在
。

共在
,

是
“

共同存在
”

之惫
,

一言以蔽之
,

在人承认自己存在权

力的同时
,

也承认他物存在的权力 ;人在强调自己生命合法性

同时
,

也要重视他物存在对于构成地球文化的愈义[7]
。

用这

句话来解读科学心理学与日常心理学共在关系
,

意即含括三

层意义
:

其一
,

是存在权力共在
,

即无论是科学心理学
,

还是 日

常心理学
,

都拥有平等存在的权力
,

而不是凭借着话语霸权而

凌驾于对方之上 ;其二
,

是文化超越论价值观共在
,

既要超越

科学心理学文化无涉价值观和 日常心理学单一文化涉人价值

观的各自局限
,

又要融合其长处
,

这是应对两者二元对立思维

的前提
,

也是关键 ; 其三
,

是发展机遇共在
,

即要使科学心理学

从常识心理学中汲取获致发展的传统文化滋养
、

借鉴和启示
,

在时代精神中得到长足进步
,

也要使常识心理学从科学心理

学中获取新的技术
、

新的方法和新的程序等科学精神
,

使其发

展紧跟时代潮流
,

不但使科学心理学总是极取科技理性精神
,

也要使常识心理学获致足够的文化资源和时代气息
。

这样看

来
,

共在的理想关系模式
,

既不是对有着优势话语权科学心理

学持批判否定态度
,

亦不是对常识心理学大唱赞歌
,

而是在强

调二者之间内在发展机理
,

使心理学在关注科学哲学基础同

时
,

也将生活基础重新找寻回来
。

常识心理学是在常人馒长日常生活中形成和积淀下来的

文化生活方式最深刻
、

最基础部分
,

是维系着常人生命存在并

使其质化的宝贵质料
。

它们不但来源于
“

从前
” ,

而且会在
“

现

实
,’

及
“

将来
”

的 日常生活中继续新生出来
,

生生不息
。

所以
,

即使心理学科学化运动日渐热烈
,

科学话语权力日渐膨胀
,

但

也不应以其话语猫权
“

企求
”

常识心理学在相当长时间内消

失
,

甚至以
“

落后
” 、 “

不科学
”

为名
,

压制
、

打击常识心理学
,

以

建立科学心理学的天下
。

殊不知
,

这样做
,

无异于将发生它
、

滋养它
、

润泽它的土城挖掘了
,

抛荒了
。

共在要求科学心理学

脱掉立法者外衣
,

放低姿态
,

认同常识心理学的合情性与合理

性
,

在与常识心理学相互促进
、

相互关注和相互支持过程中
,

积极拓展自身
,

保持旺盛的内在续力
。

这就需要一方面
,

科学

心理学须避免单一学术性和思辨性孤傲姿态
,

关注常识心理

学
,

从中汲取文化养料
,

使其理论建构和解释回归生活
,

回归

现实
。

海德就主张科学心理学可以从日常心理学中学到很多
东西ts] ;另一方面

,

常识心理学须从简单的传统继承中超脱出

来
,

从科学心理学中寻找可资借鉴的新方法
、

新技术
、

新视角

和新定论
,

斌予常识心理学新时代背景下全新的愈盆
,

终而形

成新的常识心理学
。

尽管科学心理学逻辑体系近乎精致
,

属合理心理学
,

但不

合乎常情 ;常识心理学积淀在人心深处
,

根植于文化土城之

中
,

属合情心理学
,

但不合乎理性
。

无论是哪种心理学
,

执惫

于单一模式的发展道路
,

对于心理学未来发展
,

并不意味着行

走的是一条康庄大道
。

共在
,

虽非见得现实的或是完全之策
,

但从理念上或追求目标上
,

或许是打通上述二者之间对话的

大门
,

至少应该是合情合理心理学未来发展所追求的目标
。

3 结语

今天心理学要想获得长足发展
,

就不能对常识心理学无

动于衷
, “
回归生活世界

” 、“

回归常识
”

理应是其应当思索的趋

向
。

这种转向既非是简单的复古
,

亦非是对科学心理学简单

线性思维抛弃
,

而是从理性视角更多关注常识心理学
,

斌予常

识心理学更多的话语权力
。

它们之间今天隔绝状态并不是天

然形成的
,

而是狭胜的专业分工和唯自然科学观造成的
,

从而

遮蔽了对心理学完整
、

全面认识和理解
。

因此
,

从更广泛愈义

上说
,

心理学常识性彩显或存在
,

为科技理性和逻辑语言所支

配下的科学心理学抹上浓郁的文化色彩
,

使其流尽出文化品

性 ;从深层次上而言
,

这是心理学性质的根本
,

是心理学发展

的基石
,

因为
,

对于以提升人类内心幸福为己任的心理学来

说
,

是常识心理学使人类心理生活成为可能
。

共在
,

解读了科

学心理学与常识心理学之间内在关联
,

搭建起了它们之间对

话桥梁
,

也把常识心理学从幕后推到前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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