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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詹姆斯是位伟大的哲学家，他曾说过，真正的科学只

能是和生活直接有关的科学。也就是说，如果某一门科学直接与

生活有联系，那么就不应该割裂其理论和实践。因为生活直接对

研究生活的科学产生影响，所以研究生活的科学成了一门生活科

学。通过某种特别的力量的作用，上面的这些观点也可以运用于

个性心理学。

个性心理学认为，个人生活态度的组成部分包括每一种冲动

和活动、每一个单独的反应，个人的生活应该被视为一个整体。

在实践上，这门科学是非常必要的。我们的生活态度可以通过知

识而被调节和修正，所以个性心理学的预测性具有两重意义：不

但能对将来发生的事进行预测，同时也像先知约拿一样，能够对

将来发生的事情进行预测之后，使这些事无法发生。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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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 求 目 标

生活的创造力是非常神奇的，个性心理学在努力理解这种创

造力的过程中得以发展。这种创造力存在于努力的探求和获得成

功的期望中，存在于自我发展的期望中，甚至还存在于某一方面

失败而通过另一方面的成功来弥补的期望中。这种创造力是在追

求目标中体现出来的，它是目的论。也就是说，精神和肉体活动，

都在这种探求过程中实现了相互合作、配合。所以，如果割裂与

个人的联系，甚至以抽象的方式研究精神状态和肉体活动，都是

极其错误的。这种错误的一个例子就是，在犯罪心理学中，对罪

犯的重视远远少于对罪行的重视。如果我们认为罪行不是某个人

生活中的一个插曲，那么不管我们怎样思考，都无法理解犯罪行

为。就算某种外部行为是一样的，也有可能在一个案件中是无罪的，

在另外一个案件中是有罪的。个人行动和行为方向，由每个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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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生活目标来决定，所以对每个人不同状况的理解，才是问题

的关键。我们能够通过这种目标，对各个独立活动后面所隐含的

意义也有所了解。我们应该知道整体的组成部分，包括这些独立

的活动。与之相反的是，我们在对部分进行研究的时候，如果想

对整体意义的理解取得更好的效果，也一定要将它们视为整体的

组成部分。

以作者为例，我在医学实践中对心理学产生了兴趣。医学实

践为我提供了很多目的论的观点，这些观点都是理解心理学事例

所需要的。我们在医学中清楚地发现，所有器官都为了某种确切

的目标而努力发展，当它们发展成某种确切的形式时，就都已经

达到了成熟期。在有些存在生理缺陷的案例中，我们还进一步发现，

如果某种器官有缺陷，那么个体就会发展出另外一种器官来取代

它。在解决各种残疾的时候，生命机能的处理方式非常独特。因此，

生理的不平衡状态才得以补偿，生命绝不会在外界的阻力面前表

示屈服，或者放弃抗争，生命在不断地努力延续。

精神活动类似于有机体的生命运动。理想或者目标的观念存

在于每个人的精神中，它使得人们设置一个具体目标，铲除现实

中的障碍，解决现实中的问题，并能够超越现状。当人们在处理

现实中的问题时，这些具体的目标能够让人感到优越，因为他心

里早就谋划好要怎样走向成功了。然而如果这种目标观念并不存

在于个人精神领域，人的活动就完全没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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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时期，也就是生命的早期，个体就形成了“制定某种目

标 —— 寄予目标具体形式”的概念，很多例子都说明这必然是一

个事实。成熟个体的某种模式或者某种原型，从这个阶段开始发

展起来了。对于这个过程的发展，我们可以进行一番想象。一名

儿童自卑而又衰弱，他发现某种环境令他无法承受，所以选择了

一个目标，向着这个目标指明的方向努力地使自己变强。儿童的

每个行为都由这个目标支配，这个目标确实是存在的，但对于这

个目标的形成，我们确实难以解释清楚。只有在确定自己的目标

以后，孩子的发展方向才能固定下来，直到现在，我们也不太了

解早期阶段中的能力、理性、冲动、能量，并且不能做出确切的解释。

我们要想预测他们在今后会有何种行动，就必须先要知道他们的

生活倾向。

当我们说到“目标”这个词的时候，有的读者可能会感到非

常迷惑，所以使这个观点进一步具体化是必要的。说白了，“期望

成为主宰者”就是一个具体目标，如果能使用“目标的目标”这

个术语，那么“期望成为主宰者”也是最终目标。教育工作者一

定要慎重地教育自己和孩子成为“主宰者”。其实，在孩子的发展

过程中，我们发现应该树立一个短期而又更具体的目标。这个目

标可能是母亲或者父亲，因为我们发现，如果一个男孩认为最强

的人是他母亲，他就可能受母亲的影响，甚至会模仿母亲的行为。

如果他后来相信这个世界上最强的人是马车夫，他也可能会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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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车夫。一旦孩子树立了这种目标，他就可能像马车夫那样穿衣

打扮、感受、处事，他所表现出的所有性格特征都符合他的目标。

不过，只要警察略微一发作，马车夫的形象就马上轰然倒地 ……

此后，由于惩罚学生显得教师具有强者的威力，儿童理想中的目

标可能又变成了教师，当然也有可能变成医生。

我们发现，儿童所确立的目标都有具体的共性，完全反映他

们的社会兴趣。一个社会兴趣不足的表现就是：有人问一个男孩：

“你长大想做什么？”这个男孩回答：“我想去执行死刑。”他想要

拥有上帝一般的权力，希望自己成为掌管人们生死的人。他之所

以生活消极，就是因为这种观念比较强。当然，同样是想成为上

帝的目标 —— 决定人们的生死，他也可能产生想要成为医生的愿

望。不过，实现这个目标的方式是服务社会，这是二者的不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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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 觉 体 系

原型能够表现个人目标的早期个性，在形成了原型以后，也就

可以确定方向了，个人的方向会变得比较具体。我们之所以能够预

测将来的生活能发生哪些事，就是这一事实的缘故。所以，这种方

向所确定的规则必然包括个人统觉。一个人在认识某种环境的时候，

总是带着自己的兴趣，而不是根据环境的真实存在形式来理解。也

就是说，他在理解环境的时候，总是以自己的统觉体系为依据。

我们发现，在这个关联中，存在一种非常有趣的现象：有生

理缺陷的儿童认为他们的缺陷器官对他们的所有经历都有影响。

比如，一名儿童的视力存在缺陷，他可能对能看见的东西非常感

兴趣；如果一名儿童患有胃病，那么他的饮食兴趣可能有点怪。

上文已经说过，所有人的不同性格都是由这种统觉体系组成的，

所以个人的统觉体系和这种沉迷具有一致性。我们只要知道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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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哪个器官存在问题，就可以知道他的兴趣是什么。不过，有些

孩子的外部特性可能没有表现出来，而且也不能被发觉，这主要

是因为他们的统觉体系会限制他们所体会到的生理自卑，可见发

现儿童的兴趣也不是那么简单的。当孩子的统觉体系中已经具有

生理自卑这一因素时，那么即便我们观察生理自卑的外部表现，

也未必能揭示统觉体系。

少儿非常熟悉相对性系统。包括我们这门学科在内，所有人学

到的知识都不是完全正确的真理。在这方面，儿童和成人并没有什

么区别。常识是科学的基础，而常识总是在变化，这条路是由各种

大小错误逐渐铺垫而成的。谁都会出错，但能够改正错误才是关键。

在原型形成的时期，改正错误是比较简单的，不过要是有些

错误在这个时期并没有被改正，那么后来再改正的时候，就要把

这个阶段的整体情况都要回顾一遍。所以，在为一位神经病患者

进行治疗时，主要任务不是探寻他在后来的生活中犯下什么错误，

而是发现在他原型形成的过程中，在他生活的早期，他犯下了哪

些根本性的错误。发现这些错误以后，就可能通过合适的治疗方

式让他改正。

从个性心理学的角度来看，遗传的重要性降低很多。一个人

在童年阶段建立起来的原型，也就是他早年对待继承物的态度和

方式，才是问题的关键，而他所遗传的东西并不重要。遗传应该

为先天性生理缺陷负责，我们在这里所进行的思考的前提是，要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