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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psychology, scientism research method based 
on positivism philosophy and epistemology has become the mainstream of psychology develop-
ment. It is necessary to emphasize the natural scientific characteristics of psychology, which is the 
reason why it breaks away from the matrix of philosophy. But fundamentally, the essence of 
psychological phenomenon is information phenomenon, not material phenomenon. Psychology is 
required by the standard of natural science, which is only applicable to the primary psychological 
process (input and output of information), therefore, it will lead to the cognitive deviation of the 
high-level process of psychological phenomena including the structure, function and mechanism 
of psychological information system and ignore the human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psychological 
process. This is the bottleneck of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psychology. Xi Jinping called for 
six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heritance, 
nationality, originality, timeliness, systematicness and professionalism. The author of this paper be-
lieves that the “originality and timeliness” are the first fundamental; if we carry out the spirit of 
“informatism”, the “subject informatization” of practical psychology, and re-study the object, nature, 
category, method, paradigm and knowledge framework of psychology, it will inevitably reveal the 
“universal significance” of psychology.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way of “subject informationization” 
which breaks through the limitation and bottleneck of contemporary psych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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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当代心理学的发展中，以实证主义哲学为本体论和认识论基础的(自然科学)科学主义研究范式是心理

学发展的主流，于是认知神经科学成为当仁不让的带头学科。强调心理学的自然科学特性是必要的，是

它脱离哲学母体的理由；但是，从根本上说，心理现象的本质是信息现象，而不是物质现象。用自然科

学的标准来要求心理学，仅仅适用于初级的心理过程(信息的输入与输出)，它会对心理现象高级过程(包
含心理信息系统的结构、功能与机制)的认识造成偏差，忽略心理过程的人文科学特性；这就是当代心理

学发展的瓶颈问题。习近平要求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具有六个基本特性：即继承性、民族性，

原创性、时代性，系统性、专业性。本文作者认为，其中的“原创性、时代性”是首要的、根本的；如

果我们贯彻“信息主义”的时代精神，实践心理学的“学科信息化”，重新研究心理学的对象、性质、

范畴、方法、范式与知识框架，必然揭示出心理学的“普遍意义”。本文阐述当代心理学突破局限与瓶

颈的“学科信息化”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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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 19 世纪强调自然科学的实验研究导向之下，冯特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建立世界上第一个心理学实验

室，与“思辨”的哲学心理学划清界限，使得心理学最终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学科，而后心理学逐步踏

上了严格的实证主义研究取向的路途。 
著名的心理学家艾宾浩斯曾经说过：“心理学有一个漫长的过去，但仅有一个短暂的历史。”因为，

与物理学、化学等自然科学学科相比，科学心理学的发展历史的确较短；但是从古希腊开始，很多哲学

家，如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探讨心理学现象的研究历史十分悠久，一直是在哲学的孕育下

产生和发展的，没有哲学的心理学就很难有科学的心理学，正如亚里士多德的哲学物理学是科学心理学

的基础那样。新的科学心理学则正是在实证主义哲学观的指导下，借助于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对心理现

象进行客观的、精确的研究，才使研究结果达到了高度的有效性和精确性，并因此而巩固了心理学的科

学地位[1]。 
但是，自然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导向的心理学，必然走不出太远，因为它只能“看见”心理现象

的“物质特征”，看不见心理现象的“信息特征”；它的研究方法局限于物理学的“数量化”、“公式

化”、以及“肉眼可见”的实验方法。在本质上，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不是生物学和神经科学研究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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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大脑和神经只是载荷“心理过程内容”的物质载体，其作用和珠算的“算盘”、智能手机的硬件没

有区别。所以，尽管在当代心理学的发展中，出现了繁杂的分支学科，比如内容心理学、格式塔心理学

和精神分析心理学等等，但是随着认知神经科学的兴起，认知神经心理学逐渐成为当代心理学的主流，

以至于模糊了心理学与脑科学和神经科学的界限，心理学自己“迷失”了。本文的中心是讨论当代心理

学克服瓶颈的“学科信息化”道路、途径和方法。 

2. 当代心理学的发展现状 

2.1. 学派众多 

在当代心理学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传统心理学的影子，但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心理学学派，如认知

神经心理学、人本主义心理学、超个人心理学、文化心理学、后现代主义心理学、积极心理学等。认知

心理学以认知活动(知觉、注意、记忆、思维和语言等认知过程)为主要研究对象，运用计算机的“输入–

处理–输出”的模式进行研究，即用信息处理、综合整体的观点去研究人的复杂认知过程[2]。在这个重大

的进步之中，也包含着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局限；这就像“信息”可以被看成是与“物质”平等的、甚至

更为重要的基础概念，也可以看成是物质和能量的一个“属性”，其逻辑思路和理论结果是完全不同的。 
人本主义心理学研究人类的本性、潜能、经验，强调人的自我实现。现象心理学是人本主义心理学

的一个主要分支，其研究方法主要是在现象学哲学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发展而来。但现象学心理学研究方

法并不是现象学哲学研究方法在心理学中的简单转移，而是对现象学哲学研究方法的继承和超越[3]。 
超个人心理学重视对人性的研究，强调人的本性是精神；主张以超自我、超时空的一是现象为研究

对象；提倡开放性的多元化方法论，重视对不同心理学理论的整合，如要求把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与人

文科学的研究方法统一起来运用，反对西方文化中心论，注意东方智慧和超个人研究的整合[4]。 
文化心理学是一门采取人文主义取向的综合学科，李炳全教授曾归纳了它的基本观点：重视人性，

复兴人文精神；运用文化研究范式，反对主流心理学的“经验-理性”的范式；强调文化差异性，坚持相

对主义和建构主义立场。 
后现代主义心理学认为心理是社会的建构，互动是心理的源泉，话语是建构的中介，但还尚未形成

一个完整的心理学知识体系。积极心理学主张开发人的积极潜能，培育一个身心健全的完人。 

2.2. 缺乏统一的科学范式 

荆其诚(1990 年)曾对心理学的现状做了概括：心理学形成了两大阵营。从整体来看，心理学被分成

了两大阵营，一个是机械主义的阵营，它把人看出被动的整体；另一个是强调人的能动作用的阵营。前

一阵营统一在研究心理的生物机能，利用动物实验作为探讨人的心理活动途径，把实验方法作为普遍接

受的方法；后一阵营的工作联系到人的社会性，用调查、观察以及实验来建立自己的理论[5]。 
在冯特开创心理学的自然科学范式的同时，布伦塔诺遵循理性主义的传统，主张“严格意义上的心

理学研究应当强调的是心理的过程，而不是其生理的内容”，他提出每一种心理“意动”都指向一个自

身之外的对象，称之为心理过程的“意向性”。在布伦塔诺的众多的学生中，弗洛伊德是后来非常有名

的一个。他跟随布伦塔诺选修了他的唯一一门非医学的课程。后来的格式塔心理学和当代存在主义心理

学中的许多思想都可以追溯到布伦塔诺。斯密斯认为，布伦塔诺对于哲学和心理学的影响是如此广泛，

以至于可以将其称之为“布伦塔诺学派”。斯密斯说：“一群布伦塔诺的学生……可以说……几乎囊括

了欧洲大陆 20 世纪所有最重要的哲学运动”[6]。 
但是，由于物理学发展十分成熟并极大地造福于人类社会，在其巨大而辉煌的光环笼罩之下，不符

合自然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的布伦塔诺研究范式，只能处于被边缘化的地位，那些反对用研究“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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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研究“人”的抗议之声被浩荡的学术主流所淹没。而且，能够与自然科学(即研究对象的物质属性的

科学，物质科学)相抗衡的信息科学到 21 世纪初才发展成熟，人们才认识到“信息无处不在，无时不有，

无人不用”，在社会成员不可须臾地离开智能手机、网络和电脑的时代，信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才能被确立起来，布伦塔诺的研究范式才能够得到信息科学的论证与解释，才能够结束心理学没有统一

的科学范式的被动局面。 

3. 当代心理学发展的瓶颈及其产生的根源 

当代心理学发展的瓶颈问题，主要表现在一下几个方面：(1) 当代心理学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分裂和破

碎；(2) 如果用认知神经科学来统领心理学研究的发展模式，那么在一定程度上会偏离这门科学的发展轨

道，这必然也会走向取消心理学的学科本体性对象的道路，从而使之沦为“没有心理的心理学”[7]；(3)
以实验为主导的心理学模式并不适用于应用心理学。心理学应用的目标是援助那些具有心理障碍的患者

或求助者。心理学援助一般包含心理治疗、心理咨询和心理辅导。自立咨询和心理辅导面临的都是特殊

个体的来访者，不能用数理统计的方式将心理问题加以信息化，必须依靠人文心理学的方法论来进行心

理辅导。因此，我们提出在心理援助中更加需要人文心理学起作用。从冯特以来，科学心理学一直作为

发展的主流，也被打上了自然科学的烙印。在这种情况下，科学心理学也怀疑人文心理学的科学价值，

致使人文心理学的发展严重受到阻碍。从当今科学发展来看，多数主流期刊都需要量化的数据，使得质

性研究和个案研究较少，人文心理学被边缘化了。 
造成心理学分裂和破碎、面临瓶颈问题的主要的直接的原因是：(1) 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具有不同的

价值观和研究取向。人本主义取向尊重人的需求，强调研究人自身的价值，这些与自然科学取向不同的

“他者的声音”显然未能引起主流心理学的重视。在自然科学取向占据了优势的地位，成为“强势话语”

的条件下，人文科学取向的心理学家当然地成为了“边缘群体”。正是因为主流心理学在自然科学的科

学主义道路上越走越远，所以导致当代心理学诸多的困境和问题；(2) 刚刚从哲学领域中独立出来的心理

学，不能不必然地走上自然科学的发展道路。因为，以物理学为首的自然科学，采用数量化与公式化的

研究方法，研究自然界物质的对象，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极大地造福于全社会，所以人们崇拜和迷信自

然科学的科学观和方法论，是很自然的现象。但是，人类的心理现象不同于自然现象。自然科学的科学

观和方法论在研究自然现象方面是有效的，但在应用到心理现象的研究时就出现了问题[8]。(3) 心理学

中的人文主义的研究取向不可能得到自然科学的认同，而信息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还没有建立和完善。

哲学的方法、自然科学的方法、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法等，加入到心理学的研究之中，虽然丰富了心理学

的方法论，但是由于缺少统一、规范的科学范式，没有一种非常有效的方法有机糅合各学派以及心理学

的研究取向，这样必然会形成多种不同的观念和范式。 

4. 心理学三大体系建设的途径——学科信息化 

4.1. 什么是“学科信息化” 

“学科的信息化”术语是苗东升提出来的。他认为，“XX 学”与信息学的交叉与结合，产生“XX
信息学”和“信息 XX 学”。其中，“信息 XX 学”的研究对象还是“XX 学”的传统内容，但以信息科

学技术为工具手段进行归纳整理；“XX 信息学”则改变了研究对象，即以“XX 信息” (如物理信息、

化学信息、生物信息等)为研究对象。 
2015 年 2 月，李宗荣为“信息心理学丛书”的第一本《信息心理学：背景、精要及应用》写出丛书

的“总序”，《论信息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指引下的学科信息化》，认为“信息心理学为自然科学和人

文社会科学信息化提供了有益的参照”；在该书的“前言”中说：“我们把有别于自然科学的信息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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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观、方法论和科学观应用于当代心理学的现状、困境、成因和出路的分析，得到了关于心理学的学

科性质、理论前提、理论假设、研究对象、研究任务、研究方法、研究范式、理论框架的新认识，提出

了从整体上把握心理学发展的历史、现状及未来的新思路。” 

4.2. 信息科学以独有的时空观、科学观，世界观、方法论为“武器”，着力矫正科学主义 
对心理学数百年的误导和扭曲 

我们认为：心理学的“学科信息化”需要两组“三个步骤”。一般地说，第一组中的三个步骤是：

(1) 介绍理论信息学概念和原理；(2) 先做“理论心理学”的信息化；(3) 再做“应用心理学”的信息化。

具体地说，首先需要掌握理论信息学的世界观、方法论与科学观，在心理学中学科信息化的过程作为工

具和手段，再思考“理论心理学”中的概念、原理与方法问题，最后把这些成果运用到“应用心理学”

学科之中。 
心理学的学科信息化，第二组“三个步骤”是：(1) 话语体系的信息化；(2) 学术体系的信息化；(3)

学科体系的信息化。即在实施第一组的三个步骤的过程中，每一个步骤中都要遵循一个共同的工作顺序：

先研究其中的话语问题，再研究学术思想，最后是学科体系。 
我们构建信息心理学的第一个步骤是建立它的“话语体系” (即基本概念体系)。首先，我们提出信

息心理学自己的基础概念：“信息人”，即“信息人假说”：在生物学的意义上，人是基因遗传的载体；

但是，在心理学、文化学的意义上，人的本质是一个开放的、自组织的、信息的复制与生成的系统。在

信息人概念的基础上，按照有别于“生物人” (物质人)研究的“逻辑思路”，在五种不同的“研究取向” 
(对象取向，主体取向，主客关系取向，符号–意义取向，问题取向)上，分别提出关于信息人的组成、结

构、功能、机理的基本概念，围绕着“信息人”将基本概念体系展开。 
第二个步骤，构建信息心理学的“学术体系” (即核心理论体系)。在信息人概念体系的基础上，我

们提出信息人的“结构原理”，包含“三大要素”、“结构与动力三角形”，证明它与文化三角形的和

电脑三角形的“拓扑学一致性”；我们提出信息人的九大“功能原理”；信息人的“调控原理”；信息

人的“人格理论”等。 
第三个步骤，构建信息心理学的“学科体系” (即完整的知识体系)。在信息心理学的话语体系、学

术体系的基础上，提出“从心理物理学、心理生物学走向心理信息学”的历史的逻辑的过程。把全部心

理学的“学科”分为四个层次：心理学哲学、理论心理学、基础心理学和应用心理学。心理学哲学是在

信息哲学指导下对整个心理科学的抽象与反思；理论心理学是对基础心理学和应用心理学的综合与提炼，

包含哲学心理学与心理学史；基础心理学主要包含人格心理学、发展心理学、精英心理学等，它们研究

心理过程的信息特征与规律，不大关心理论的实际应用；应用心理学具体研究特定的心理过程，注意解

决其实际问题，比如跨文化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管理心理学、教育心理学、犯罪心理学、医学心理学，

等等。 

4.3. 将理论信息学信息化的成果普遍化，当代心理学发展瓶颈将不复存在 

一旦心理学有了“学科信息化”之后的话语体系、学术体系与学科体系，我们就有了关于心理学的

正确的研究对象、学科性质、研究方法、基本概念、主要方法、知识框架，心理学就有了自己的“科学

范式”，当代心理学发展遭遇的“瓶颈”问题就不复存在。李宗荣在攻读“发展与教育心理学”硕士学

位的时候，运用理论信息学和信息世界观解决了“理论心理学”的概念和原理的问题，在 2018 年 10 月

出版了《信息心理学：背景、精要及应用》。然后李宗荣把“信息心理学”的经验推广到“法学”、“伦

理学”、“传播学”、“语言学”，都获得预想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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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5 月 17 日，习近平在《中国特色哲学社科科学应体现“六性”》中提出要求，具有中国特

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应当有六个基本特性：即继承性、民族性、原创性、时代性、系统性、专业性。笔者

认为，其中的“原创性、时代性”是首要的和根本的；如果我们贯彻“信息主义”的时代精神，纠正“物

理主义”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的误导，实践心理学的“学科信息化”，就可以建立既具有“中国特色”，

又具有“普遍意义”的心理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

气派。习近平说：“我国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国，研究队伍、论文数量、政府投入等在世界上都是排在前

面的，但目前在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上的能力和水平同我国综合国力

和国际地位还不太相称”。我们一定要努力争取，在心理学的领域中逐步地解决这个“不太相称”的问

题。 

5. 展望 

当代心理学若要摆脱目前的困境，解决面临的问题，只有在改造主流心理学的世界观、科学观和方

法论上下工夫，进行一场“范式”的革命，才能完成；因为经典自然科学的科学观和方法论是建立在实

证主义哲学的基础上的[8]。心理学应当重视人性研究。我国心理学的研究取向应该以人性为基础，注重

人的心理行为以及生活的社会文化研究，从而真正地揭示现阶段中国人的行为以及心理生活规律，将我

国心理学的特征突出来[9]。 
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可以把宇宙分为“自然之物”的世界与人类“制作之物”的世界。宇宙自

然生成的事物受到“盲目的”物理学力的驱动，具有可以数量化与公式化的运行轨迹，如同人造地球卫

星和太空飞船那样。但是，人类制作之物，特别是“社会文化” (行为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如

宗教、哲学、科学等)，以及区域文化塑造的人类“个体心灵”，由“意向性”的信息学力的驱动，特别

需要追随个人和人群的“偏好”、“动机”、“强力意志”等价值观的选择，其中存在数不清的利益权

衡和方案设计。所以，心理现象只能按照信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进行研究，之后自然会产生当代

心理学的研究纲领[10]。我们相信，当代心理学克服发展中的“瓶颈”问题，实现“学科信息化”的时间

表将会大大地超出我们的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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