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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马斯洛说： “我们时代的根本疾患是价值的沦丧……

这种危险状态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严重。”

他认为， 生活的富足和社会的繁荣， 科学技术的进步

和文化教育的普及， 民主政治的形成和真诚美好的愿望，

都没有给广大人民带来真正的和平、 友谊、 宁静和幸福，

这主要是因为物质财富的追求越来越成为社会主流， 而对

精神价值的渴望却一直未能获得满足。 人们普遍认为， 这

个社会值得信仰和为之终身奉献的东西太少了， 人人都为

物质财富的目标而奋斗， 一旦得到了， 他们很快就会发现

这种追求的虚幻性， 进而陷入了精神崩溃的绝望。 马斯洛

指出许多 “成功人士” 患有 “成功精神症”， 惊呼在我们

的时代， “文明已经发展到了一个真正濒临灾难的阶段

了”。

马斯洛在探讨人性能够达到多高境界的新问题时， 他

深深意识到传统科学否认人的价值的极其危险性和全部科

学非道德技术化的严重后果。 他发现传统科学具有太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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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疑论、 太冷酷、 非人性。 他认为传统科学一直宣称它只

关注事实的认识， 而不是 “一种意识形态， 或一种伦理或

一种价值体系， 它不能帮助人们在善恶之间作出选择”。

当涉及到人性对事实的认识时， 科学常常表现出一种对潜

能、 对理想可能性的盲目性。 马斯洛要求科学不能排斥价

值， 要从人性事实的研究中给人们提供生命的意义和

理想。

马斯洛认为一般科学模式都是承启于事物、 物体、 动

物以及局部过程的非人格科学， 因此我们认识和理解整体

与单个的人物和文化时， 它是有限的， 不充足的。 非人格

模式的科学不能解决个人、 单个和整体的问题。 他认为科

学是一种人的事业。 作为一种社会事业， 它应具有目标、

目的、 伦理、 道德、 意图等因素， 认为科学本身就是一部

伦理学法规， 一种价值系统。 主张将价值如事实般得到科

学的研究， 将价值研究作为一种科学研究， 将价值研究转

向人性内部， 使价值研究深深植根于人性现实的土壤。

马斯洛认为传统科学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它无法一般

地解决个人的问题， 以及价值、 个性、 意识、 美、 超越和

伦理的问题。 从原则上讲， 科学应产生出各种规范的心理

学， 诸如心理治疗心理学、 个人发展心理学、 乌托邦社会

心理学， 以及宗教、 工作、 娱乐、 闲暇、 美学、 经济学、

政治学等方面的心理学。 这种科学是采取心理分析， 使其

潜力充分发挥。 马斯洛的真正意图是在扩展科学研究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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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 主要是将科学与价值结合起来进行科学研究。

马斯洛致力于有关人性的科学事实的搜集， 试图使价

值论的研究立足于科学的基础之上进而成为 “价值科学”，

以使他的人本主义心理学根本有别于古典的人道主义。

马斯洛科学与价值的理论大多以笔记、 谈话、 试验、

演讲等方式阐述的， 整个思想显得比较分散， 时间跨度较

大， 缺少集中归纳总结， 而且引用了很多比较晦涩的内

容， 致使我们一般读者难以全面掌握马斯洛的深刻思想，

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为了全面系统地介绍马斯洛的科学与价值理论， 本人

在马斯洛著作 《科学心理学》 和 《存在心理学探索》 的

基础上， 根据一般阅读习惯， 结合现代成功励志思想， 进

行条分缕析和归纳总结， 采取通俗表达的方式， 既突出了

马斯洛的科学价值的思想， 又便于广大读者阅读掌握和运

用。 当然， 马斯洛的整个思想非常博大精深， 本书在此只

是抛砖引玉， 如有不正之处， 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相信本书能给读者以启迪， 并能很好地指导自己的动

机与行为， 指导自己的认识与创造， 指导自己的科学与心

理， 指导自己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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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论

亚伯拉罕·哈罗德·马斯洛 （Ａｂｒａｈａｍ． Ｈ． Ｍａｓｌｏｗ 一

九一八—一九七一年）， 出生于美国一个犹太移民家庭，

美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 人格理论家和比较心理学家。 一

九六七年至一九六八年任美国人格与社会心理学会主席和

美国心理学会主席。

马斯洛是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主要创始人， 被称为 “人

本主义心理学之父”。 他主张 “以人为中心” 的心理学研

究， 研究人的本性、 自由、 潜能、 动机、 经验、 价值、 创

造力、 生命意义、 自我实现等对个人和社会富有意义的问

题。 他从人性论出发， 强调一种新人形象， 强调人性的积

极向善， 强调社会、 环境应该允许人性潜能的实现。 主张

心理学研究中应给予主观研究方法一定的地位， 并应突出

整体动力论的重要。

马斯洛反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生物还原论和华生行

为主义的机械决定论。 马斯洛把人的本性和价值提到心理

学研究的首位， 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对于组织管理、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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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改革、 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 需要

层次论在他的心理学体系中占据基础性地位， 自我实现论

则为他心理学体系的核心。

马斯洛以人性为特征的心理学形成了心理学史上的

“第三思潮”， 猛烈地冲击着西方的心理学体系。 《纽约时

报》 发表评论说： “第三思潮” 是人类了解自身过程中的

又一块里程碑。

一九三三年， 马斯洛在威斯康馨大学获得博士学位

后， 主要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 一九四三年， 马斯洛发表

了 《动机理论引言》 和 《人类动机理论》 两篇论文， 第

一次把现代心理学各个流派， 包括弗洛伊德主义、 华生行

为主义、 格式塔心理学和有机体理论等综合起来， 提出了

心理需求层次理论基本框架， 即生理需要、 安全需要、 归

属和爱的需要、 尊重的需要、 自我实现的需要、 认识的需

要、 对美的需要、 发展的需要， 在学术界令人耳目一新。

马斯洛在研究人类动机时， 始终强调整体动力论的贯彻，

并将研究重点放在全人类共有的、 作为似本能天性的基本

需要研究之上。 这为他的自我实现心理学发展奠定了基

础， 也是人本主义心理学思想的萌芽。

马斯洛随后在自我实现理论的基础上， 又提出了要以

最优秀的人作为研究对象， 而不能像弗洛伊德那样以心理

变态者、 精神病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也不能像华生行为主

义学派那样以小白鼠为研究对象， 他选定了两组人作为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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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对象， 概括了自我实现者的十三个特征。 他指出自我实

现的人并非十全十美， 但他们却是一种价值观的楷模。

马斯洛还提出 “价值失调” 理论， 提出当时社会存在

的许多常见精神疾病现象的治疗， 主要包括权力狂、 固执

偏见、 心烦气燥、 缺乏兴趣， 特别是没有生活目的和生活

意义等现象。

总之， 到一九五一年， 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和自我

实现理论已经逐渐成熟。 同年， 马斯洛出版了 《动机与人

格》 一书， 这本书使马斯洛成为了著名人士， 被公认为五

十年代心理学领域最重要的一部学术著作， 这也是马斯洛

的经典力作。

马斯洛接着研究 “高峰体验”。 他从自我实现者那里

发现他们往往频繁地感受到极度地喜悦， 体验到心醉神迷

的美妙感受。 这些美妙体验有的来自大自然， 有的来自音

乐， 有的来自两性生活。 马斯洛认为这不是一种迷信， 而

是自我实现者的一种成功享受。 高峰体验使个人的认知能

力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化， 由缺失性认知发展到存在性认

知， 达到了对存在价值的领悟和认识。 自我的特性达到了

相对完善的状态， 在这一状态中， 人们共享了自身最高程

度的同一性。 因此， 高峰体验是自我实现的短暂过程， 是

自我实现的重要途径。 他相信每个人的这种潜力都存在，

认为这种现象是可以用科学来解释清楚的， 这才应该是心

理学研究的主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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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七年， 关于人类价值观新知识的第一届科学会

议在麻省理工学院召开。 马斯洛在会上提出了他对价值观

的看法， 强调价值观是可以科学地进行研究的。 他认为人

们生存的基本需求得不到满足， 就会严重伤害到他们作为

人的感情， 他们就会形成不健康的价值观， 因为这是由人

的本性决定的。

一九六一年， 马斯洛提出了 “优心态群体” 理论， 他

提出由一千个自我实现者和他们的家庭组成 “优心态群

体”， 这就是一个理想的社会。 在这个理想社会环境下，

人类天生的本能就可以得到越来越多的表现， 就会实现他

的思想。

一九六一年， 马斯洛在佛罗里达大学发表了 “关于心

理健康的一些新问题” 的著名演讲， 他认为幽默与自嘲对

心理具有重要作用， 幽默能够释放人的潜能。 他随后出版

了 《存在心理学》， 诸如 “高峰体验”、 “自我实现”、 “需

要层次论”、 “缺失需要”、 “存在需要” 等概念非常流行，

成了美国六十年代的主要时代精神。

一九六二年， 马斯洛为了学术研究， 他亲自到安德鲁

·凯依的非线性管理系统工厂进行调查。 他把自己在工厂

的调查研究写成了 《夏天的笔记》， 最早以 《理想管理》

（又译作 《优心态管理》： 为名印刷出版， 在学术界和企

业界流传。 在书中他阐述了有关管理学方面的崭新思想，

提出了许多很有价值的人性观念， 如开明管理、 领导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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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综效原则、 人力资本、 员工动机、 开拓创新、 革新会

计、 企业评判等观点。 这些管理思想几乎成了现代管理与

组织的基本原则， 成为了现代管理理论的基础和重要组成

部分。

一九六四年， 马斯洛发表了 《宗教信仰、 价值观和高

峰体验》 一书， 在书中他认为高峰体验是有组织的宗教的

精华， 阐述了他对宗教信仰的看法。

一九六六年， 马斯洛当选为美国心理学会主席， 这表

明他的心理学理论受到了广泛的重视。 他又出版了 《关于

科学的心理学： 一种探索》， 对当时主流科学及其基础进

行了批判。 接着又出版了 《关于超越性动机的理论———人

类价值的生物学基础》， 对人类天生的创造性、 勇于接受

挑战等高层次需要作了进一步分析， 提出了存在价值

（Ｂ—价值） 理论。

马斯洛涉及非常广泛， 在许多领域都进行过探索和研

究。 他主要著作有一九五四年出版的 《动机与人格》、 一

九六二年出版的 《存在心理学探索》、 一九六四年出版的

《宗教、 价值与高峰体验》、 一九六五年出版的 《优美心

灵的管理》、 一九六六年出版的 《科学心理学》、 一九七

一年出版的 《人性能达的境界》 等， 这些著作显示了他成

熟的超个人的人本主义心理学思想。

马斯洛广泛的研究从自我实现心理学原理出发， 大大

超过了心理学研究的范围， 涉及到管理学、 经济学、 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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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伦理学、 教育学、 宗教、 哲学、 美学等领域， 提出了

对于社会、 教育、 管理、 宗教等进行变革的构想， 进而形

成了内在教育论、 心理治疗论、 社会变革论和优美心灵管

理论等理论学说。 马斯洛的需求层次和作为最高动机力量

的自我实现等概念非常有名， 是他的主要贡献。

一九七一年六月， 马斯洛于加利福尼亚门罗公园逝

世， 享年 ６２ 岁。

马斯洛的心理学被称为 “第三思潮”， 是相对于在他

之前两大思潮而言的。 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精神分析学

“第一思潮” 和以华生为代表的行为主义 “第二思潮”。

马斯洛的 “第三思潮” 无论在思想内容、 研究方法和研究

对象上， 还是在心理治疗方法上， 都是对弗洛伊德学说和

行为主义理论的突破和扬弃， 他打破了弗洛伊德的心理学

和华生的行为主义心理学， 提出了一套更为进步的人类

理论。

弗洛伊德心理学体系最基本的特征， 就是来源于弗洛

伊德本人的医学临床实验。 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精神病患者

和心理变态者。 马斯洛曾说： “如果一个只潜心研究精神

错乱者、 精神病患者、 心理变态者、 罪犯、 越轨者和精神

脆弱者， 那么他对人类的信心将越来越小， 他会变得越来

越 ‘现实’， 眼光会越来越低， 对人的期望也会越来越小

……因此， 对畸形的、 发育不全的、 不成熟的和不健康的

人进行研究， 就只能产生畸形的心理学和哲学。 这一点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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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是日益明显了。 一个更普遍的心理科学应该建立在对自

我实现人的研究上。”

华生的行为主义心理学体系最基本的特征， 就是认为

人是由低等动物偶然进化而来的。 其研究的对象是白鼠、

猴子和鸽子等动物。 马斯洛对此指出： “行为主义者关于

人只有遗传的生理冲动的结论， 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大多数

研究都是在老鼠身上进行的， 而老鼠除了生理动机之外显

然很少有别的什么动机了。 人毕竟不是更大一些的白鼠、

猴子和鸽子， 既然动物有其独特的天性， 人类也应有自己

的特点。”

对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和华生的行为主义， 马斯洛

并没有采取排斥， 他说： “研究精神病患者是有价值的，

但是是不够的； 研究动物是有价值的， 但也是不能够的。”

可见马斯洛学说的包容性。

马斯洛为了研究人的特点和人的潜力， 他比喻说：

“如果你想知道一个人跑一英里最快能用多少时间， 你不

会去研究一般的跑步者， 你研究的是更出色的跑步者， 因

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使你知道人在更快地跑完一英里上所

具有的潜力。” 马斯洛对于人的潜力研究， 就是 “不断发

展的那一部分”。

马斯洛首次把 “自我实现的人” 和 “人类潜力” 的

理论引入心理学研究的范畴。 自我实现的人是人类中的最

好典范， 是 “不断发展的一小部分”。 他们心理健全，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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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开拓并运用自己的天赋、 能力、 潜力。 他们也有最基

本的需要， 但他们在充分享受这些需要达到满足的同时，

并没有成为这些需要的俘虏。 马斯洛在对他所认为是优秀

个人的思想、 行为和精神状态进行大量研究之后， 提出了

人类具有精神健康的共同特点。

马斯洛 “第三思潮” 理论的独到之处在于一反当时科

学时尚， 坚决指出人类具有共同价值观和道德标准， 而且

他认为这些准则具有科学的根据， 可以通过对人类中的优

秀代表进行研究找到。

马斯洛一生都坚持一种人道主义哲学， 以便能够帮助

人们认识和启动对于激情、 创造力、 伦理、 爱、 精神和其

它只属于人类特性的追求能力。 他的心理学不仅具有重要

的理论价值， 而且具有重要的实用功能。 他的学说被广泛

地运用到教育、 医疗、 防止犯罪和吸毒行为以及企业管理

等领域， 产生了良好的效益。

马斯洛学说具有超前性， 他曾说： “有时候我有一种

感觉， 好像我的研究是在跟我曾孙的曾孙对话， 当然， 前

一个曾孙都还没有出世哩。 那是对于他们爱的一种表达，

给他们留下的不是金钱， 而是一些事实上关爱的话语， 一

些零零碎碎的建议， 是我的一些教训， 对他们可能有一些

用处。”

美国学术界认为， 二十一世纪， 马斯洛将取代弗洛伊

德和华生， 成为心理学界最有影响的先驱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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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松尼·苏迪奇说： “亚伯拉罕·马斯洛是自弗洛伊

德以来最伟大的心理学家。 毫无疑问， 二十一世纪属

于他。”

柯林·威尔逊说： “自马斯洛去世以后二十五年当中，

他的名声没有一点下降迹象， 而与此同时， 弗洛伊德和荣

格的声名却遍体鳞伤， 布满弹痕， 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

一点。 我相信， 这是因为， 在马斯洛的思想当中， 最有意

义的东西， 在他自己那个时代都还没有显露出来。 它的重

要性是在未来， 在二十一世纪一定会显露出来”。

德波拉·Ｃ·斯迪芬森说： “我们发现， 在马斯洛的整

个思想中， 有许多研究、 认识及思想在当时都是远远超前

的。 几十年过去了， 我们今天听起来仍然感到非常新鲜，

就好像现在一些工作和思想反倒都过时了一样。 马斯洛有

关要求自我实现的员工、 培养客户忠诚、 树立领导风范和

把不确定性作为一种创造力源泉的主张， 描绘出了我们今

天的数字化时代的图景， 显得非常深刻。”

马斯洛研究的就是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世界， 就是我

们这个数字化时代。 在这个充满激烈竞争的世界里， 人的

潜力成为了各行各业、 各个组织、 各个机构竞争的主要

力量。

马斯洛的学说在我国具有广泛影响。 二十世纪八十年

代， 在我国的学术界和大学里， 马斯洛有关创造性理论、

需求层次论、 自我实现论等学说与马克思齐名， 曾经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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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掀起了马斯洛思想热。

在八十年代中后期， 著名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的思想曾

经在我国名噪一时， 那是因为我国当时思想刚刚彻底解

放， 性自由、 性开放等观念刚刚出现， 许多人从弗洛伊德

的思想中寻找到了理论依据， 于是引发了 “弗洛伊德热”。

当弗洛伊德的名声在人们心目中逐渐淡化的同时， 马斯洛

的学说则取而代之， 逐渐扎根人们心灵， 并在实践中运用

马斯洛的知识， 使之造福于我们今天的社会。

马斯洛学说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先进思想和理论之

一， 我们应该吸收和借鉴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用以建设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 能

否全面提高人民的整体素质， 从根本上调动亿万人民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的潜能与

智慧， 是直接关系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成败的关

键。 马斯洛学说所强调的正是人的潜能的充分发挥和人性

中的积极因素， 这不能不说马斯洛的学说适应了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

对于这个充满竞争的时代和社会， 我们每一个人都希

望调动自身的一切积极因素， 健全自我人格， 发挥自我潜

能、 实现自我价值， 享受人生幸福、 追求人生的真正成

功。 这不能不说马斯洛的学说也适应了我们每一个追求人

生成功者的需要。

这就是全面介绍出版马斯洛著作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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