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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然主义的蓬勃发展，对西方主流心理学的本体论与认识论预设产生深刻影响，在心理学上表现出心理

“意识自然化”从而遮蔽了意识的“意向性”，最终导致“心”与“物”的二元断裂；胡塞尔对心理“意

识自然化”的解读过程，就是不断对心理“意识自然化”解构与重构，他继承布伦塔诺的“意向内在性”

理论，直观到心理意识的本质是“心”而非“物”；同时，他还洞察到“现象还原论”重构心理“意识

自然化”目的是重塑“心”的主体性地位、确证自我与他者的存在。故而，人类须以心理意识为出发点，

如此这般才能更好地追寻生命、充实生命，从而进入真正的心理生活，而非虚假的心理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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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lourishing development of naturalism has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ontological and 
epistemological presuppositions of mainstream Western psychology, which has manifested in 
psychological “naturalisation of consciousness”, thus obscuring the “intentionality” of conscious-
ness, and ultimately leading to a dualistic rupture between “mind” and “object”; Husserl’s inter-
pretation process of psychological “naturalisation of consciousness” is a continuous deconstru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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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psychological “naturalisation of consciousness”, and he inherits Bren-
tano’s theory of “intrinsic intentionality”, and intuits that the essence of psychological conscious-
ness is “mind” rather than “thing”; at the same time, he has also perceived that the purpose of the 
“phenomenal reductionist” reconstruction of mental “naturalisation of consciousness” is to re-
shape the subjective status of the “mind” and to confirm the existence of the self and the other. 
Therefore, human beings must take psychological consciousness as the starting point, so that they 
can better pursue life and enrich it, and thus enter into a real psychological life rather than a false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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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今是一个撕裂的时代，物与物的对抗，人与人的战争，人与物的撕裂在社会中不断上演。随着科

学主义的流行与发展，不但没有弥合此种撕裂，相反，人们还以自然科学来解释一切包括心理学意识，

故心理学面临严重的对抗性问题；换言之，自然主义逐渐成为科学主义的一种形式，在自然主义的诱导

下，西方主流心理学家也使心理学研究也充满实证主义色彩。心理学也将面临模糊了心理学与科学的界

线，掩盖了意识的目的性的巨大挑战。所以出于对心理主义的担忧，心理学、意识等主观维度一度成为

哲学研究的禁地，哲学家不敢再在这个领域驻足和探索(黄迪吉，2021)。缺少哲学的根基，心理学反而不

能准确、完整地描述人们的心理生活。 

2. 心理“意识自然化” 

哲学是爱智慧追求智慧的学科，哲学思考涵盖了广泛的哲学问题，但随着物理学开辟了一个名为“科

学”的新领域。崇尚科学理性的时代背景，加上西方哲学实证主义的影响，现代主流心理学采纳物化的

研究模式，将心理指标和参数的客观化、数量化作为重要标准，关注主客体关系中的客体方面，忽视主

体属性(伍麟，车文博，2008)。人们弱化了哲学的辨证、主观和推测方法来寻找问题的答案和对世界的解

释，而是开始寻求和追求科学的证实和客观的方法。这种转向也使得心理学在追随自然主义科学脚步的

同时陷入心理“意识自然化”的困境。此种困境促使自然主义出场：“自然主义是一股与 17 世纪自然科

学的‘自然’发现有关的哲学思潮，由于为自然科学所倾倒，自然主义者把一切都看作自然的”(泰奥

多·德布尔，1995)。西方主流心理学家也将心理意识看作自然的环节，最终走向心理“意识自然化”。 

2.1. 心理“意识自然化”的原因 

心理“意识自然化”在“主客二分”的现代哲学思想影响下产生。心理“意识自然化”的支持者们

错误地坚持并崇拜自然主义、科学主义，形成“心理学必须远离哲学才能接近科学”的趋向，故在认识

论上也充斥心理“意识自然化”的缺陷，就如冯特，其心理学体系是由实验个体心理学与民族心理学两

部分组成，虽然在西方心理学史上，冯特心理学体系占据重要地位，但是其心理学体系显示出明显的断

裂(张博翔，2021)；其实验个体心理学带有明显的实证主义色彩，可以说是自然科学主义的变式，他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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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心理学寻找科学的根基，将心理学化入科学的行列，所以当他从自然科学生理学转向心理学时，由于

缺乏哲学知识，对哲学思维的排斥，从而错误地把自然科学的概念和性质搬到心理学中来，与此同时也

加快心理“意识自然化”进程，以下两个方面的因素促使心理“意识自然化”的产生。 
一方面，自然科学主义与心理学天然存在矛盾，它以朴素的崇尚“自然科学”的态度来看待“心理

学”把心理学当作一门以科学主义为支撑的学科；心理学本质上是对作为实体的“心”的系统性研究，

按照现代哲学二元论世界观，心理学实际上等同于对主体“心”的研究，但其实质上与自然科学在研究

对象上具备“物”“我”之别。将“心理学作为自然科学”，重视“物”在本体论上的有效地位，这种

做法违背了二元论世界观的思维逻辑，最终将取消“心”与“心理学”的密切联系。所以，“过度崇拜

科学观念上‘物’的实际上也暗示心灵逐步遮蔽的过程”(高申春，邱赤宏，2016)。显然这与二元论世界

观的意识形态逻辑表现形式矛盾，是心灵和心理的消亡的重要因素。因此将心理学嫁接在自然科学上的

路径不可取，一旦执着寻找科学的外衣，那么将会得到心理“意识自然化”的结果。另一方面，心理“意

识自然化”接受自然主义的“方法论和认识论承诺”，致使其在认识论方面也表现出心理“意识自然化”，

因此在认识论与方法论的双重庇护下加重此问题在心理学上的表达。胡塞尔则认为，用这一概念来探索

知识领域是不科学的(王海琴，2015)。这种方法论主张意味着在认识论上也强调自然化的特点，方法论上

的西方主流心理学家，在认识论中也充斥着心理“意识自然化”的思想。胡塞尔强调，每一种研究方法

都有相应的应用领域，自然主义是一种研究自然的方法，自然科学不是单个的而是系统地发展起来的，

虽然经过时间的发展拥有了较以往科学所缺乏的严密性，但这种严密性只适用于自然界，其方法并不具

有普遍性，在心理学上具备很大的局限性，不应当将自然主义极端地运用于心理学上，也不应当为心理

“意识自然化”提供优渥的生存空间。 

2.2. 心理“意识自然化”的展现 

心理“意识自然化”下的心理学缺乏明证性。因其在心理学问题上采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试图

将意识转化为科学自然化的产物，从而削弱意识在心理学中的地位。它并没有在心理“意识自然化”的

困境下认识到胡塞尔所说的自然化意识与纯粹意识间的本质差异，相反在研究心理“意识自然化”问题

的过程中与自然科学的研究思路趋同，使心理学在发展的过程中缺乏以心为出发点的清晰论证，所以心

理学家会踏入心理“意识自然化”陷阱，并在认识论上显现出怀疑主义色彩，自然而然，心理“意识自

然化”也更聚焦于意识如何以自然主义的方法获取可靠的知识。 
受心理“意识自然化”思维的影响，以自然主义方法论或认识论为支撑的心理学家将意识视为一个

自然实体，扭曲了意识的先在性，这可能无法充分解释人类的复杂性和世界的多样性。受心理“意识自

然化”影响的心理学把人类的意识活动变成了经验操纵的物理现象。在心理学实验中，意识被假定为是

可以改变的；实验者记录受试者的反应，并将结果以功能关系的形式表达出来，从而推导出心理学的一

般规律。实践证明，如果说这种方法适合研究物理现象，那么它并不适合研究人的意识。实验数据无法

提供完整的图景，单一的视角也无法让我们发现自己内在的潜能和灵感。自然主义在这种方法中走向了

抽象，否定了主体作为个体的生活，否定了任何意义上的精神，否定了人类实践中与事物相关的所有“文

化特殊性”。即“抽去了在人格的生活中作为人格的主体；抽去了一切在任何意义上都是精神的东西，

抽去了一切在人的实践中附到事物上的文化特性。”(胡塞尔，1999) 
因此，在自然主义的影响下，心理学家以客观因果律描述心理与世界的各种关系，此种方法在心理

学上的运用加重了“心”与“物”的二分，忽略了人作为主体的存在意义。如果一切都可以以自然科学

解释，那人的存在也是自然赋予的吗？人的情感也是以自然科学为根基吗？心理“意识自然化”的弊病

是简单地将心理现象等同于物理现象吗？换言之，心理学是否可以单纯地与自然科学划等号，又或是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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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获取心理“意识自然化”的理论根基的合理性问题。心理学家当然也在心理“意识自然化”的理论背

景下受制于自然主义中强调物的倾向，而忽视了心理学中关于“心”的表达，心理学家不应执着将考察

私人心灵的事件转译为物理事件，换言之，人也不可以从物理事件中的到心灵上的答案；如果不严格区

分物理现象与心理现象，心灵意识便存在着被歪曲又或是意识丧失的危险。 

3. 心理“意识自然化”对心理学的影响 

意识自然化对自然主义心理学产生何种深刻影响？心理学家认为在探索意识自然化的问题必须由心

理学解决，但这并不意味着心理学一家独大，当然这也需要其他有关学科的相互协作。意识自然化一出

现对心理学的发展产生极大影响，也引发了许多心理学问题，甚至激烈讨论心理学与科学能否划等号。 

3.1. 心理“意识自然化”二元困境 

心理“意识自然化”二元困境是一个值得思考的哲学或心理学问题。它陷入二元困境是因为其在研

究过程中接受和信奉自然主义的“本体论–形而上学承诺”与“方法论–认识论承诺”，它所面临的二

元困境与人作为主体性的存在密切相关，脱离人的存在无法谈论心的问题，人作为宇宙中的一种存在：

“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是“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鲁芳，2014)。明晰人的存在是心身活动的统

一体，是跳出心理意识自然化二元化困境的关键，“人的生存不仅仅是肉体的存在，不仅仅是对客观对

象的改造。人有意识且有精神生活的需要，人在改造客观对象世界的同时，也在不断思考生活的意义和

价值，并使对客观对象世界的改造符合这一意义和价值，进而实现其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统一。意义

世界的构建是人的生存与动物的生存的重要区别”(鲁芳，2014)。正确认识人的存在，了解人的心理状态

是破解二元困境的重要法宝。 
胡塞尔认为心理学是研究“人”的学科，主要任务是研究人类赋予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意义，

而非走向自然主义，在实验中改变实验变量来研究人与世界的关系的影响下，自然主义心理学只关注物

质世界和精神世界 “如何”，忽视了人的存在所固有的价值、理想和理性等问题，放弃了对形而上学的

探求，失去了对哲学理想，尤其是对真理意义的“理想”的追寻。这种现状，也是心理“意识自然化”

思维的影响下利用自然科学的范式来研究心理现象。在研究的过程中，人的心理被赋予了物理意义，成

为自然物体，意识被视为发生在人自身之上的自然现象，每一个心理学意义上的判断实际上都是在同一

时空法则下所经验到的因果律联系。自然主义的根本错误在于把物看作“心外之物”直接造成心理学上

的主客二分，心理学的实质却是“心”“物”一体，“心”不离“物”，“物”不离“心”，二者相辅相

成，正如著名心学家王阳明心外无物论：“先生游南镇，一友指岩中花树问曰：“如此花树，在深山中

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话时，则此花颜色

一时明白。如此花不在你的心外”(王阳明，2015)。因此研究心理学不在“心”之外。在胡塞尔看来，“认

清心与物之间的上述这种区别，是必要和很有意义的。但是，如果因此把心与物绝对对立起来，则是不

可接受的。事实上，心与物是不可分离的，离开物，心就成为虚无，反之亦然。”(朱耀平，赵庆波，2016) 

3.2. 排斥心理学认识论的发展 

心理“意识自然化”二元困境的影响下，心理学研究也将本是处在物理现象对立面的意识现象看成

与物同一。胡塞尔批判了这种观点，他认为人的意识来源于自然世界却先于自然世界，意识应该具有先

于世界的“本体先在性”。心理“意识自然化”以自然主义为根据，强迫心理学家拥护自然主义的方法

论与认识论，此类心理学家不仅不向内寻求解决心理问题反而向外寻求自然科学实证主义的庇护，在心

理学上表现出严重的自然主义色彩，这种倾向压制非自然主义心理学的发展，因为他们错误的认为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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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自然主义为依靠心理学能够突破当下的困境，他们听不见以心为研究对象的心理学家的呐喊，即便像

胡塞尔这样的思想家所创立的现象学科学，曾受到自然主义心理学派严重的排挤，不能构成当下的主流。

胡塞尔也只能在心理“意识自然化”的困境下勉强生存，他认为心理“意识自然化”后的心理学在认识

论上的理论困境标志着“任何一种想要通过自然科学和形而上学提供有关‘这个’世界之了解的哲学之

彻底失败”(胡塞尔，1988)。这种缺陷会成为心理学与认识论进一步发展的阻碍了意向性理论的出场。支

持心理“意识自然化”的心理学家在本体论上支持心理“意识自然化”的二元断裂，他们不能考虑也不

可能考虑非心理“意识自然化”的心理学的发展，本质上二者走的是完全相反的道路。有目共睹，有何

种本体论便会有何种认识论，本体论与认识论并非为二，所以心理学在认识论上也被排斥、诋毁，心理

“意识自然化困境”下妨碍心理学的多样性、多渠道发展，扼杀了心理学在认识论发展上更多的可能性。 

3.3. 布伦塔诺现象划分对胡塞尔的影响 

布伦塔诺现象划分对胡塞尔以“现象学”为根据的心理学产生重大影响。布伦塔诺将一切现象划分为

物理现象与心理现象，他认为心理现象是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他以“表象作为区分两种现象的中介，他认

为：“每一呈现在感觉中的表象都是心理现象的一个实例；这里的表象不是指被表象的东西，而是指表象

活动本身。”表象并不是物的代名词，表象更深切的表达了表象活动，例如：我看见美丽景色、听到华美

乐章、尝到鲜美食物，这些都是表象活动即心理现象的表达；物理现象则指的是我看见的景色，听到的华

美乐章或是尝到的鲜美食物，这样明显更强调的是被表达的事物，而不是活动本身。所以说物理现象与

心理现象最本质的区别是：是否表达了活动本身，布伦塔诺对于物理现象与心理现象的区分透视出明显

的意向性色彩。用布伦塔诺的话来说，心理现象具有“意向性的内存在”因为心理现象与某物发生联系。 
布伦塔诺的意向性观点深刻影响胡塞尔，胡塞尔试图以现象学还原论解决心里难题，而意向性是现

象学还原论中必不可少的一环。“他还是通过与自然科学心理学、精神科学心理学以及布伦塔诺经验心

理学划清界限，胡塞尔便对自己的现象学与种种心理学的关系做出了理清和说明”(倪梁康，2022)。此前，

布伦塔诺发现意识具有主观性与独立性，至此“意向内存在”的成为胡塞尔意向性理论的逻辑起点。起

初，胡塞尔支持布伦塔诺的心理学理念，包括将现象划分为心理现象与物理现象的根据，但随着胡塞尔

现象学愈发成熟，他开始反思布伦塔诺心理理论的局限性，在扬弃布伦塔诺思想的基础上，批判心理“意

识自然化”理论悖论。即便胡塞尔高度认可布伦塔诺“对象”的“意向内在性”但布伦塔诺并没有严格

区分意向内在性与实体心，胡塞尔更强调意向对象是意向性的存在，意向性存在并不意味着真实的存在，

即在意向性的视域下，对象存在的真实性并非紧要的问题，物的本质与意识的真假性无关，其关键在于

意向性，“他指出意识活动就是意向性”(王传东，2010)。胡塞尔的高明之处是使用“现象还原论”克服

布伦塔诺的意向性理论的不足，区分了意向的相关性与心灵的相关性。但是需要明确的是：“意识不是

经验自我的实在心理感受，不是‘内在知觉’或心灵的回忆，意识是意向活动，一切显示和表象都依意

向活动方向和方式的转变而变化”(尚杰，2006)。在此基础上，胡塞尔建构意识结构的理论。 

4. “现象还原论”重构心理“意识自然化” 

胡塞尔以“现象还原论”重构心理“意识自然化”，“意识的本质特征就是意向性，即意识总是关

于某物的意识”(李朝东，师庭雄，2020)。何为意向性？意向性表明我们每个意识活动都是指向某个或者

某些对象，因为意向性的存在，我们才能够意识到物的存在，与此同时，我们还可以通过意识对自身反

思，从而体验到本体我。现象学观点认为，人最普遍最根本的性质是具备意向性。不可否认，人是自然

的组成部分，尤其是人的大脑、神经系统以及各种器官等生理组织都具有生物学上的存在意义，因此利

用自然科学的范式对人的生理组织进行研究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人具备了能够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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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自身与世界的意识，并且我们只有“意识”到自己是“人”，外部的自然世界才有对我们存在的意义。 

4.1. 心理意识的先在性 

自从科技革命后，西方流行自然主义，机械主义的世界观，他们甚至要为各类学科寻找科学的根基，

如心理学的科学化、哲学的科学化；科学与非科学的划分并不是科学高于非科学，他们仅仅是一个划分，

而现象学认为心理意识的重要性在于它具备“本体在先性”：在人类看来，他们可以利用自然科学、逻

辑学等方式来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唯独不可忽略心理意识的先在性义，一旦缺乏心理意识人类便无法

认识世界的多样性。 
心理学以研究意识为重点工作，自然主义心理学、行为主义心理学、认知主义心理学都是心理学讨

论的重大问题，反观受心理“意识自然化”影响，以科学主义为理论支撑的心理学，明显呈现两面性的

特点，一方面研究领域的分化，另一方面排斥意识的发展；心理“意识自然化”导致严重的排他性；胡

塞尔却试图以“现象还原论”化解心理“意识自然化”的缺陷，他猛烈地批判支持心理“意识自然化”

的心理学家：因此此类心理学家总是粗糙地转译意识、心灵，妄图以实证主义的方法量化心身关系。我

们不得不借助现象学的方法，重构意识自然化，澄清意识的先在性，将心理学从心理“意识自然化”的

二元困境中解救，且以现象还原论重构心理“意识自然化”。 

4.2. 心理意识确证自我与他者存在 

心理意识不仅能确证自我存在，心理意识还能确证他者的存在。存在论哲学的研究重点是“存在”，

确证自我存在是存在论的重点问题。胡塞尔认为，心理意识是一种奇妙的东西，当一个人拥有心理意识

时，他不仅能认识自己的存在，还能确证他者存在，心理意识在本质上与他者存在分离。“人们说，自

然是自在的，无论我们是否认识到它，它都自在地走着它自己的道路。通过人在身体性方面的表达，我

们认识了人，即在物理客体上认识了人，艺术作品和其他文化客体也是如此被认识，另一方面，社会性

也是如此被认识”(游淙祺，2022)。他也认为，生命是“有意识的生命”，只有通过心理意识，人类才能

真正的认识自己是鲜活的存在者，我们生活于强心理意识的世界中，人不能脱离心理意识而存在，一旦

忽视心理意识，必将拒斥人类生存的意义。心理“意识自然化”下的心理学家的研究心理意识的方法显

然与胡塞尔相反，正确的方法理应从内部出发，从心理意识出发，明晰意识的结构后才研究外部的客观

世界；心理“意识自然化”的支持者总以外在性的自然主义为出发点，效仿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主

义，用科学实验获取外部的有消息，拒斥外部世界通过心理意识与人类直接接触。虽然自然主义心理学

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了理论上的巨大进步，学术界也很少有人从现象学的角度批评心理“意识自然化”，

心理“意识自然化”的相关理论在此背景下得到普及，并一度在心理学研究中受到青睐，但胡塞尔清醒

地指出，我们必须警惕“自然化”思维的浪潮，我们必须从分析人类心理意识最基本、最典型的意向性

出发，才能获得关于世界的知识。只有通过心理意识，任何其他存在物才能被赋予我们，这也是我们对

外部世界知识的唯一可靠来源。 

4.3. 心理意识重构人生存意义 

当今的时代是一个焦虑的时代，是一个外在自我与内在自我矛盾的时代。焦虑不安的生命体验已经

成为当代人的生存困境，这种困境必然导致意义的丧失，人类不得不思考为什么重度抑郁症患者为何选

择结束自己的生命？实质上是“内在我”战胜“外在我”，二者本应处于“中”的平衡状态，力也不偏

向两者中的一方，但“内在我”却在抗争中的处于胜利方，此时的“外在我”不足以确证自我在世界中

的存在意义，因此“内在我”与“外在我”最终选择同归于尽即：自杀。在严重的心理危机下，人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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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人生存的意义。正如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写道：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人类需要从心理意识出发，重构人生存的意义，比起研究花束中有多少花蕾和绿叶，我们更看重的是与

花束所代表的人之间的真诚关系，重视物与物之间意义关系的生发，我们不能将理性和意义不能零散地、

孤立地放在一个具体的场景中来考虑，因为它们与我们人类的价值观、情感判断以及与生俱来的和整个

世界的关系息息相关，而这些在每个人的生命中都会发生变化。现象学将心理现象视为自我对情境的一

系列反应，并强调意识研究中的意向性自我是人类自我，我们的存在被外部自然世界赋予了意义。意向

性研究使我们能够将自我与世界，而不是将我们与世界联系起来、构建起来并赋予其意义，因为我们与

世界是单独存在的，互不相关，而意向性研究则是通过对心理现象的“客观而不费力”的描述来直接表

达心理体验。自我与世界之间的意义。只有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我们才能将心理生活的概念从传统观念

的偏见中完全解放出来。 

5. 结语 

人的生存不是关于物的表象的生存，人的生存在物中迸发生命的意义，追寻意义，也就是在确证生

命的存在，在胡塞尔视野中，“生命”(Leben)无外乎“意识生命”(Bewußtseinsleben)。胡塞尔写道：“心

灵的东西是生命之流，而这个生命就是意识生命(王嘉新，2022)。意义世界的构建成为人存在的动力，人

之所以在生存中具备强大的主动力，是因为人通过胡塞尔现象还原论中的意向性确证自我存在，这样人

的生活才会充满积极的生活态度，当生命自我绽放并促进意义的构建时，人对自我与他者都充满信心与

满足感；反之，自我存在与追求的意义和价值相背时，无论在经济上取得何种成就，其内在性意义都是

空虚的；一旦在心理上否定性的力战胜肯定性的力，便会消解人生命的意义，由此可见“意义”对于人

生价值评价的重要性，人追寻自我生命意义的同时也在反哺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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