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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人性是指人的本质和本性。简要论述了精神分析学派、行为主义学派和人本主义学派的人性观。探
讨了在心理咨询和治疗中�各理论学派基于不同人性观而形成的不同的咨访关系、对心理问题的不同认识、咨询
策略的差异和咨询师的不同咨询取向。人性观在心理咨询与治疗中起着核心思想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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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人性�是指人的本质和本性�它首先是哲学上的概
念�不同的哲学家对此有完全不同的回答。人性和人性观的
问题也是心理学家感兴趣的话题�探讨人性的本质有助于心
理学家更好地理解人、关心人和帮助人。

心理学对人性的理解主要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考察的�
人性是指人具有而动物所不具有的高级心理现象。在张春
兴编著的《张氏心理学辞典》上�把人性译为 human nature�给
人性下的定义是：“狭义的人性是指人的本性�指人类与身俱
来的一切性情；广义的人性是指先天条件之外包括后天学习
的一切性情。”而国外的心理学著作中也一般用 human nature
和 the view of human nature来指人性和人性观。

人性即一切人所共同具有的特点。对人性的看法如何�
是人性观的问题。中国古代就有“性善”、“性恶”和“不善不
恶”的人性观学说。在欧洲�历史上对人性的看法基本上有
三种：（1）宗教神学把人性归结为神性�（2）17～18世纪的资
产阶级唯物论哲学把人性归结为人的自然属性�（3）资产阶
级唯心论哲学大多把人性归结为精神、意识或理性。人们对
人性的认识如性善或性恶�决定了人们的价值观。

在心理咨询和治疗中�人性观是一切方法和技术的理论
基础［1］（4－13）�是个体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人的基本
看法和哲学假设。心理咨询的服务对象是人�咨询者对来访
者的看法即他所持有的人性观�既影响着他对心理成因的认
识�也影响着他对来访者的态度、行为和对心理疾病的理解�
进而影响矫正策略的选择和咨询效果的实现。心理咨询时�
应充分考虑咨询师自己的人性观和来访者的人性观背景。

　　一、三个主要学派人性观评述

在心理治疗理论的领域里�人性观是最为重要的课题之
一。不同的心理治疗学派基于不同的人性观�建立了各具独
特风格的心理治疗理论和技术。本文就三大心理治疗派别

的人性观做一阐述�以帮助心理治疗和咨询者有一个清晰的
理论取向�从而使心理治疗和咨询工作更富成效。

精神分析的人性观是性恶论。弗洛伊德认为�人类的行
为是受非理性因素、潜意识动机、生物本能驱动和六岁之前
的性心理事件控制的。人像动物一样是非理性的�具有各种
本能和潜意识内驱力。这种本能和内驱力是人的行为的动
力�它们按照惟乐原则追求生理需要的满足。正是这种需要
的满足�使人表现出性欲、攻击、残酷、毁灭他人与自身等
“恶”来。弗洛伊德把人性归结为自私的、邪恶的�人完全受
潜意识的私欲和攻击本能的支配。精神分析的目的就是试
图把潜意识的内容揭示成为意识的�使来访者达到领悟和调
整�神经症状随之会逐渐消失。

行为主义在研究人的本性时�认为人是由后天环境塑造
的�人的善恶并不是先天就有的�而是环境或教育作用的结
果。因此�人性无所谓善恶�是中性的。行为主义在研究人
的本性时�注重于人的外在行为�即人的所有的行为（包括正
常的和异常的）都是学习获得并由于强化而得到巩固的�同
样的�不能适应社会环境要求的行为也是因为负强化而减弱
或消退。

人本主义的人性观是性善论。人本主义心理学认为�每
一个人的本质都是积极的�每个人都是有理性的�都有一种
希望获得积极看待的需要�这种需要包含了要求获得他人或
自己的关注、赞赏、接受、尊敬、同情、温暖与爱 ［2］。人本主义
心理学的代言人马斯洛认为�人的需要的最高层次是自我实
现�只有人的潜力充分发挥出来�人的才能才会充分表现出
来�人才会感到最大的满足。所有过去的心理学（精神分析
和行为主义）都集中于人类的消极、病态的和动物性方面�贬
低了人实际具有的惊奇、赞叹、敬畏和谦恭的本性�只能是一
种“残缺”心理学�而人本主义心理学则致力于人类的积极本
性的研究�关心人的选择性、创造性和自我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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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以人性观为基础的心理咨询和治疗

人性观与心理咨询的理论、技术相辅相成�作为哲学的
出发点之一和咨询的方面而存在于咨询工作中 ［1］（79－81）。
当咨询师与来访者初次接触时�他们的理论思想决定着他们
寻找什么和看到什么。这基本上决定了咨询的中心和过程�
并影响着咨询和治疗策略和步骤的选择。

（一）人性观与咨访关系
精神分析从性恶论出发�注重治疗者的作用�强调治疗

者对患者的心理疾病的原因的探索、挖掘与了解�但同时也
不忽视患者的作用�争取患者的积极配合 ［3］。

行为主义从性不善不恶论出发�也注重治疗者的作用�
但忽视患者的能动作用�把患者仅看作能被改变和塑造的被
动体�治疗的本质就是治疗者通过一定的方法和技术控制�
改变患者的行为 ［3］。

人本主义则从性善论出发重视患者的作用�把患者看作
是具有实现趋向的完整的人�治疗应以患者为中心�治疗者
应理解、相信患者�通过与患者的感情、言语等交流达到治疗
的目的 ［3］。

在所有治疗流派中�行为治疗对咨访关系的重视程度最
低。属于认知－行为治疗的 Ellis 甚至说治疗关系对治疗效
果没有影响 ［4］。而人本主义者最注重咨访关系�认为“自
由”、“平等”、“温暖”、“真诚”、“无条件积极关注”的咨访关系
是心理咨询的制高点�本身就能引导来访者实现自我成长。

（二）人性观影响对心理异常原因的看法
精神分析、行为主义和人本主义学派由于对人性的不同

看法�使得在对心理异常原因的分析上也持有不同的见解。
在精神分析性恶论人性观的基础上�弗洛伊德在其心理

治疗理论和临床方法上也刻上了深深的本能论的烙印。弗
洛伊德认为�心理疾病产生的根本原因是本能发展受阻�造
成性心理的“退化”或“固著”�这种“退化”或“固著”�就造成
未来人格的变态、异常 ［5］。

行为主义理论和社会学习理论都认为心理异常是因为

个体对刺激“无法做出适当的反应”。在这一观点指导下�消
除“适应不良的行为”是行为主义者的主要目标。由此�发展
了一系列行为矫正技术。

人本主义者则提出了“潜能”的概念�并同时赋予它一种
性质�即“潜能”不论在生理方面或心理方面�都具有趋向完
善的性质和特点。因此人本主义者认为�心理问题和心理异
常是“潜能”趋向完善的特征受到了阻碍�是自我无法实现的
结果 ［5］。

由此看来�精神分析与人本主义理论在看待心理疾病的
起因上虽有所不同�但两者都强调个体内部的心理活动�注
重对患者的心理调适。行为主义理论与之不同�它从其人性

观出发�注重变态行为或心理疾病产生的外因即外部条件�
认为环境刺激是导致变态行为或心理疾病的根源。由此我
们可以说�精神分析和人本主义理论是内因论（内部因素决
定论）�而行为主义则是外因论（外部环境决定论）。

（三）人性观与心理咨询和治疗
从不同学派对心理异常与治疗的认识与实施上�也能很

明显地看到人性观的差异对其观点和方法的影响。
弗洛伊德认为�心理疾病产生的根本原因是本能发展受

阻�从而导致性变态、防御、精神官能症�或者更原始的防御方
式和脱离现实等心理症状。因此�精神分析学派对来访者的
个人生活史特别感兴趣�强调运用综合评估技术去了解来访
者的个性动力及情感障碍。所有技术都是为了帮助来访者获
得领悟�并揭示出被压抑的东西�主要技术包括收集个人生活
史、梦的分析、自由联想、对阻抗和移情的解释和分析［6］。

行为主义学派主张�一开始就要对来访者的功能进行全
面评估�咨询的目标是消除其不适应行为�代之以更有建设
性的行为方式。主要的行为技术包括系统脱敏、放松方法、
强化、榜样、自信训练、自我管理、行为训练以及其他多种模
式的技术 ［6］。

人本主义学派认为咨询师不需要对来访者进行过多的

干预和指导�而应该为来访者提供一种关系�最大限度地积
极倾听�无条件地接纳和准确地共情。通过提供这种咨询关
系让来访者自我成长和发展 ［6］。

（四）人性观与心理咨询师
心理咨询师所持有的人性观�不但决定他对心理治疗理

论所做的决策�也切实影响他如何发展一套他个人从事心理
治疗工作的模式而直接影响治疗效果。如果一个心理治疗
者在人性观上欠缺清晰的取向�势必影响治疗的进行和效
果。因此�咨询的基本问题就集中在咨询师对来访者的人性
关照上�咨询师需注意以下几点：

1．咨询师应该对自己的人性观有高度的自觉 ［7］。咨询
师应把握自身人性观的取向�以及它如何影响对心理问题的
看法、影响对心理咨询模式的偏好、影响在咨询中对来访者
的态度。另外�要对咨询中来访者的态度保持敏感�要能够
迅速意识到来访者的某个抉择的后面�或某种态度的后面所
蕴涵的人性假定。只有知道自己的人性观念�才有可能在咨
询关系中保持清醒；只有敏感于来访者潜在的人性假定�才
会意识到自己的人性观可能对来访者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2．当咨询师的人性观与当事人的人性观发生冲突时�咨
询师首先要思考自己的人性观是否客观公正�然后思考如何
对当事人的人性观进行干预�帮助对来访者的人性“澄清”。
咨询师要帮助来访者了解与体察自身人性观对心理咨询的

影响。同时不能有意地、以任何明白或隐晦、直接或间接的
方式把自己的人性观强加于来访者�让来访者有选择和决定
的自由。咨询师要明确地向来访者表明自己的人性假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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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并表明来访者没有义务遵从�但这不排除咨询师向来
访者提供替代选择的可能性�然后让来访者自己做决定 ［7］。

3．能够对来访者进行必要的引导。对咨询师而言�重要
的是要意识到来访者及其家庭成员、重要他人可能由于自身
的局限性而轻易地受到主导文化观念的制约�来访者可能完
全不知道除了自己和重要他人的行为方式之外�还存在其他
的行为方式�而一味地固守其原有的人性观念。在这种情况
下�咨询师应适时地引导来访者的人性假设�使其适应咨询
的要求�并与咨询师的人性观保持一致�以便于保证治疗效
果。因为咨询的关键也在于咨询师与来访者人性取向的匹
配�若两者不一致�咨询效果就会降低 ［7］。

　　三、人性观在心理咨询与治疗工作中的重要性

当代各种心理治疗派别在不同人性观的基础上�对心理
现象和人类行为做出了不同的解释�形成各具特色的思想体
系�从而在实践中摸索出一系列矫正心理和行为的对策�建
立了各具独特风格的心理治疗技术�其中�他们的人性观思
想是构成他们心理治疗理论的关键因素之一。简言之�人性
观在心理治疗工作中的重要性主要表现在：

1．治疗者所持有的人性观�基本决定了治疗者在治疗过
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对于治疗者所扮演的角色�最基本的问
题是治疗者是应该主动还是被动？是权威角色还是当事人
的同伴？

2．每一学派由于对人的行为的不同归因�使得治疗遵循
不同的思路和架构。行为主义者会制定详细的靶行为改变
计划�而精神分析和人本主义者的治疗过程则比较松散。

3．人性观可协助治疗者界定治疗的目标�并方便治疗者
对治疗工作有所根据地做出评估 ［8］。

综上所述�在心理学的基本理论中�通常都蕴涵着对人
性的假设；同时还可以发现�人性观的差异常常导致其理论
的差异。人性观影响心理学研究的方式、方法�影响其对心
理成因的认识、对心理疾病的理解、对异常矫正方法的选择。
因此�正确把握不同心理学理论的人性观是领会其理论实质
的关键。在心理咨询和治疗中�正确的人性观是将治疗引向
成功的基础和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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