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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科临床中借用知行合一解读西方三大心理理论初探 
徐保锋  路多  赵淑芝 

河南省洛阳荣康医院  河南洛阳  471013 

摘要：精神科临床中，心理治疗实施起来不能尽如人意。本文从患者及治疗师两方面的因素，分析了精神科临床中关于心理治
疗的困境。借用知行合一对心理治疗过程进行另类解读，并逐一对精神分析、认知行为治疗、人本主义理论运用知行合一的理
论给予解读，尝试将三大心理学理论同一在知行合一的概念之下，希望对精神科临床运用心理治疗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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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精神疾病的治疗手段 

精神科临床中，对于精神疾病的治疗，一共有药物治疗、

物理治疗及心理治疗三种方法。对于心理治疗，自然应是精

神疾病的主要治疗手段，但临床中确有许多现实问题，使心

理治疗实施起来不能尽如人意。本文结合临床所见及所思所

想，提出一些个人看法，希望对临床心理治疗工作有所帮助。 

2 关于心理治疗的四个要素 

在心理治疗的活动实践中，笔者认为应该包括 4个要素： 

2.1 信任（指对人）或相信（某种技术或理论）为基础。

对心理治疗师（下称治疗师）的信任是治疗的前提，治疗中

的一大部分时间是治疗师同患者或咨客（下称患者）建立良

好的医患关系，良好的医患关系是疗效的根本保证；而相信

理论或技术主要是针对治疗师说的，一些心理治疗理论确实

晦涩难懂，例如精神分析的理论，不深入其中，对临床工作

是没有任何帮助的，甚至适得其反起到反作用。 

2.2 话疗，通过谈话或者类似谈话进行。通过谈话的形

式容易理解，而通过类似谈话的形式，主要是针对行为治疗

来说的，患者遵医嘱，按照行为治疗的要求循序渐进，而症

状终会有所改善。 

2.3 对患者问题有正向帮助。正向帮助的反面即反向损

害，由于多种因素的存在，有些时候确实是会有损害患者的

情况出现。 

2.4 通过一定的技术或理论进行。前文已说明，此处为

着重强调，也是心理学成为一个专业的本质所在。 

3 精神科临床中关于心理治疗的困境 

对于精神科临床来说，心理治疗自然需要用到心理学方

面的知识，而心理学对于精神科医生群体来说，基本上是一

个全新的专业，心理学之所以难学，存在患者和心理治疗师

两方面的因素。 

对于患者来说，首先就需要患者存在明显的就诊需求，

也就是自知力。精神科临床中，发病期患者大部无自知力或

自知力不全，即便恢复期自知力也不能完全恢复，自知力的

局限性，是患者不能或不愿寻求治疗师的帮助。 

其次，心理治疗是一个相当耗费时间和金钱的经历。毋

庸讳言，要达到临床一定疗效，需要一定的时间及金钱投入，

非普通人群经济能力所能承受，到最后，也只有少数人群能

够接受正规足疗程的治疗过程。 

再次，在临床上，心理治疗疗效的实现，也还需要患者

有一定的理解领悟能力，能迅速理解治疗师所反馈的信息，

明白自己的问题所在，在信任治疗师的基础上，谨遵医嘱在

日常实践中逐步体会、改善，才能使自己的症状逐步好转。 

故而，在精神科临床中，在满足以上诸多条件的状况下，

最终需要精神科医务人员需要处理的患者已经所剩不多了。 

对于心理治疗师的从业资格来说，精神卫生法规定：精

神科医生不用考取心理治疗师证，就可从事治疗心理治疗工

作。而对于同样面对精神疾病人群的精神科护士，需要考证

才能上岗执业。心理咨询师不能从事心理治疗工作，非医学

背景的心理学专业，学位因为是理学学位而非医学学位，以

往不能考取治疗师证，2015 年，政策规定允许医院工作的心

理学专业考试报考心理治疗师（不再要求医学背景），目前

心理治疗师的人才队伍才稍微有些改善。 

临床工作中，对于热爱心理学专业的精神科医师来说，

必须对心理学专业抱有极大的兴趣，这需要医师花费大量时

间来学习心理学专业的理论，还需要博览群书，对其他专业

也尽可能均有了解，才能面对来自各行各业的求治者。而精

神科实际工作中，考虑患者隐私，对于心理学专业的学习观

摩过程确实不易，更缺乏高年资治疗师的督导、缺乏同事之

间相关专业的业务交流，最终，临床工作中形成一种尴尬的

局面：许多不在医院工作的心理学专业人士不能从事心理治

疗工作，而精神科医师虽然可以从事心理治疗工作，但治疗

患者多半还是使用药物或物理治疗手段为主。 

4 借用知行合一对心理治疗过程的另类解读 

知行合一的理论，是由明代思想家王守仁提出来的，即

认识事物的道理与实行其事是密不可分的。知是指内心的觉

知，也就是对事物的认识，行是指人的实际行为。它是中国

古代哲学命题中认识论和实践论的关系，中国古代哲学家认

为：人的活动是有目的、有意识的，人的外在行为是受内在

意识支配，所以说知行合一。知行合一思想包括以下两层意

思：首先是知中有行，行中有知，王守仁认为知行是一回事，

不能分为两部分互不关联。其次是以知为行，知决定行。 

王守仁的理论本身晦涩难懂，此处只是借用，来说明一

下对西方三大心理理论的理解。知行合一，在此处，“知”

是指人体在成长过程中，受环境或遗传因素影响，对周围环

境、组织、他人以及自身的态度、看法及立场，是一个广义

的认知概念。而“行”是指个体在知的有意识或无意识支配

下，周围环境能够见到的个体外在的活动，也包括外在能够

感知到的个体内在心理思维活动，他是一个广义的实践论概

念。知行合一，强调地是两者密不可分，也就是知中有行，

行中有知，以知为行，知决定行。一般来说，“知”在“行”

先，个体是在“知”的支配下去开始“行”的，也就是先有

想法，后又行动，这也很好理解。但在“行”的过程中，不

符合现实情况，不被周围环境容许的“行”会被反馈给“知”，

修改或改变“知”而产生一个新的“知”，又去支配新的“行”

开始运作。这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在实践过程中往

返多次，知和行逐步会达到完美的统一，也就是知行合一。 

大题上，以上过程也是笔者理解的心理治疗的过程。患

者来求助，是因为“知”和“行”在日常生活、劳动、工作

中对周围环境造成影响，我们将这时候的“知”和“行”称

之为“旧知”和“旧行”。患者意识到需要来改变，经过帮

助和努力，形成的新的“知”和“行”称之为“正知”和“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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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之所以称之为“正”，是因为较之旧知和旧行，“正”

体现为后来者，为新的，更为周围环境所接受，故为正知和

正行。以下，将结合笔者理解，叙述关于西方三大心理理论

的另类知行合一解释。 

5 精神分析治疗的知行解读 

精神分析是有关人类行为的一个特别的理论，精神分析

理论认为，所有的人类行为都是由某种动机引起的。但是，

动机经常隐藏在个人的潜意识里。潜意识动机的观点是精神

分析区别于其他人类行为理论的主要概念之一。经典的理论

常以冰山做比喻，个体能感知到的“知”只是个体能够意识

到的极少一部分，大部分“知”确是隐藏在冰山之下的潜意

识和前意识，因为有潜意识和前意识的存在，才使个体的“行”

解释从部分可能变成了完全可能。精神分析的理论使“知”

和“行”很好地统一了起来，完美地解释了个体诸多匪夷所

思的行为，是心理学成为了一门全新的学科。 

总所周知，精神分析治疗具有三个重要原则。首先，潜

意识力量驱动着人类大多数行为。其次，个体过去的经验形

成了一个人当前行为的方式，也是精神分析治疗的重点部分。

个体发生在过去的事（特别是在童年时代）能够使一个人对

现在和将来未来事件的反应造成很大影响。其根本原因，是

过去生活经历中的“行”是个体形成了个体认为合适的“知”，

对个人的生存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却不能使个体更好地

适应环境的变化，随着年龄增大，患者不能更好地融入周围

环境，促使患者求助于心理治疗师帮忙。再次，在治疗过程

中，治疗师通过帮助患者驱动他们的潜意识力量，是个体信

服并折服于这种解释，使个体认识到“旧知”中的不足或错

误之处，在“旧知”基础上产生“正知”，“正知”引导产

生“正行”，使患者能够应对沮丧和挫折，达到心理治疗的

目的。 

而精神分析难以理解的部分，恰恰在于“旧知”促使产

生“旧行”的解释：一则如何用旧知解释旧行，另则此种解

释如何让求助者理解并赞同，故而精神分析的理论非经过专

业学习不能理解，这也是理论的难点和魅力之处。举例来说，

行为理论攻讦精神分析理论，个体在成年后害怕毛毛虫，是

因为幼年时接触过毛毛状物质时受长辈训斥所致。此种解释

好像有些牵强附会，确实难以使人信服，给人一种信口开河

之感，这也便很好地解释了上面所述的两处难点。不过，这

并能影响精神分析理论成之为一种伟大的理论，理论会在实

践中进一步修正及完善，更好地服务于临床，解决个体的心

理问题。 

6 人本主义理论的知行解读 

人本主义理论由美国心理学家 A.H 马斯洛创立，马斯洛

认为人类共有真、善、美、正义、欢乐等内在本性，具有共

同的价值观和道德标准，人本主义心理学就是促进人的自我

实现。人类所共有真、善、美、正义、欢乐等内在本性，就

是人类所能达到的“正知”，而所要改善的人的“自知”或

自我意识，就是个体的“旧知”，当然，也不是说“旧知”

不好或不对，只是“正知”相对“旧知”，能够更好地满足

个体实现自我价值的需要，而个体本性就有实现自我价值的

潜能。鉴于“正知”和“旧知”这种微妙关系，在精神科临

床中，运用人本主义理论的心理治疗方法并不常见。人本主

义的实质就是让人领悟自己的本性，不再倚重外来的价值观

念，消除外界环境通过内化而强加给他的价值观，让人可以

自由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感情，自由地健康发展。 

运用人本主义理论建立起来的咨客中心疗法认为，任何

人在正常情况下都有着积极的、奋发向上的、自我肯定的无

限的成长潜力。如果人的自身体验受到闭塞，或者自身体验

的一致性丧失、被压抑、发生冲突，使人的成长潜力受到削

弱或阻碍，就会表现为心理病态和适应困难。如果创造一个

良好的环境使他能够和别人正常交往、沟通，便可以发挥他

的潜力，改变其适应不良行为。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则又

涉及到“行”的过程，最终由原来心理病态或适应困难的“旧

行”，达到能够适应环境的“正行”。由此可见，人本主义

理论中，自始至终也是关于知行合一的过程，最终到达“止

于至善”的“正知”状态。 

7 认知行为理论的知行解读 

在心理学的发展历程中，是先有行为理论，而又才又发

展出了认知行为理论。行为治疗理论强调个体的行为习惯，

强调学习及实验证据的重要性，着重强调学习可以改变患者

行为，实际上就是通过学习，使“旧行”到达“正行”，使

患者更好地适应社会生活。经典的学习理论强调的是“行”

的过程，但在学习过程中，是知与行互相融合一体的过程，

肯定也要有“旧知”到“正知”的更替产生，只是行为理论

一味强调“行”变换的可能性及实际性，而忽视了“知”的

存在或重要性，行为理论发展进程中，被认知行为理论取代

也是必然之势。认知行为理论，理论的名称中自带“知”和

“行”，易被大多数人所理解和熟知，成为当今心理治疗的多

数派。 

8 精神分析治疗理论、认知行为治疗理论及人本主义理

论三者之间的联系及知行解释 

在心理治疗过程中，实际上是三种心理治疗理论错综复

杂，纠缠在一起共同进行的过程，每种理论只是强调知行合

一理论的一个或几个方面。在“旧知”、“旧行”与“正知”、

“正行”四个维度的相处变幻中，精神分析理论主要解释旧行

与旧知的关系，着重点在旧知是如何形成的，个体的旧知(大

部分为潜意识)与旧行之间的关系的确定及确认上；人本主义

理论则强调个体潜能的存在，个体有对现在“旧知”进一步

完善，进一步实现人类共有的真、善、美等等“正知”的动

力和需求；认知行为治疗理论的重点在于使个体明白及知晓

“旧知”中不合理的部分，促使产生“正知”，进而引导出“正

行”，达到心理治疗的目的。 

9 后记 

知行合一，止于至善的心学理论一直是传统文化中重要

的哲学理论。在精神科临床中，面对西方三大西方心理理论，

本文借用知行合一的概念，笔者尝试将三大理论同一在知行

合一的概念之下，出发点只是为了更好的服务于精神科临床，

希望能对同道有所裨益，也欢迎同道交流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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