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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态心理学：超个人心理学的非常态意识研究

鬯 碧曰 石

(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教育系，甘肃成县742500)

摘要：心身痰病、精神异常、死亡体验、世界末日等等非常态意识状态，一直受到精神病学家争心理治疗家

的关注，随着超个人心理学的崛起，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和最终解决有了希望。格罗夫创立的非常态心理学作

为研究人类非常态意识状态的超个人心理学中的一支，对于以上问题的解决有着深刻的意义。意识论是超个

人心理学的理论核心。格罗夫的意识研究理论以及进入非常态意识状态的方法对于精神病治疗和心理治疗实

践领域有重要的学术、指导价值，但它毕竟还是有局限性的，因为我们最终需要面对和改变的是我们常规的日

常的意识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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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非常态心理学简介

抑郁、自闭、躁狂、自杀、物质依赖成瘾、濒死体

验、灵魂出体、幻觉等非常态意识状态，一直以来都

是精神病学家和心理治疗家们孜孜以求而又难于

突破的领域。自20世纪60年代末，马斯洛、萨蒂

奇、格罗夫等心理学家对人本主义心理学研究范式

重新审视之后，超个人心理学作为一种当代西方心

理学的新流派，从人本主义心理学中分化了出来，

成为继精神分析学派、行为主义学派和人本主义心

理学派之后的“第四势力”。随着超个人心理学的兴

起，人们看到了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以及最终解决

的希望。

超个人心理学开辟了一个心理学研究的新视

角，认为个体能够通过对自我潜能的发掘，通过对

意识状态的扩充，达到超越自我、超越时空的所谓

“超个人”状态。它是试图将世界精神传统的智慧整

合到现代心理学的知识系统中的一个学派。【1啉方
先生说：“超个人心理学家的研究目的是要把西方

的科学和东方的智慧结合起来，用西方的心理学概

念和实证方法研究东方的意识观和意识训练所提

出的深邃问题。”因此，意识论是超个人心理学的理

论核心，是其整个理论的支柱，超个人心理学意识

理论的共同特点是认为意识有许多不同的等级或

水平，通常所说的人的清醒态下的意识只是其中的

一个等级甚至是其低级的等级，此外还有许多较高

的等级，这些等级的意识以其神秘神奇的性质而超

越于清醒的意识之上。这些高级的意识有着特别重

大的意义。而且其本身是不可进行分析研究的。

超个人心理学的意识论，不同于西方传统的意

识论，是一种包含意识和潜意识在内的、分层次的、

有高低级之分的意识理论，其中后者是低层次的、

分化的意识状态，而前者是高级的、超越自我的意

识状态。人类的意识形态领域一直是心理学界关注

的焦点，在超个人心理学中，人的意识可分为正常

的意识状态和非常态的意识状态(转换的意识状

态)。非常态心理学正是研究人类的非常态意识状

态的心理学，是超个人心理学的一支，其基本假设

与超个人心理学都是一致的。总结起来超个人心理

学家特别是超个人治疗家有如下基本假设：①人的

本性是精神的。②意识是多维的。③人类生命确实

具有一种精神追求的驱力，表现为通过内在深处的

个体、社会和超越意识而寻求全体的倾向。④触及

内在的智慧之源是有可能的且有益于健康的。⑤将

个人有意识的意志和热情与精神动力结合起来具

有十分重要的健康价值。⑥意识的变异状态是通往

超个人经验的道路之一，也有助于康复和成长。⑦

生命和行动是有意义的。⑧超个人的背景决定了治

疗家如何看待当事人。闭

超个人心理学非常重视人的精神生活和内在

价值，如果说人本主义心理学是以个人为中心，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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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个人心理学则是以宇宙为中心(宇宙意指时间与

空间的统一体)。传统的发展心理学家一般认为理

性的个人阶段为发展的最高层面，即非理性——理

性的发展观。而超个人心理学则认为，个体发展至理

性阶段后，还有继续发展的空间，即超理性阶段，其展

的脉络为非理性——理性——超理性。非理性阶段

一般为个体的儿童期，处于这一阶段的个体没有发

展出成熟的自我，他们的认知与行为方式受情绪影

响较大，充满着混乱与盲目。理性阶段一般为个体的

成年期，此一阶段的个体已发展出成熟的自我，并能

以理性的思维与态度来主导其认知与行为。[31在超

个人心理学家的眼中，超理性阶段的个体是静穆与

神圣的，他们更加相信直觉，更加敏感，更易陷入审

美、创造的迷狂，他们的生活方式是集智慧、真理和

忠诚为一体的，是爱、团结和广博的，是致力于完美、

服务与公正的。

坦尼斯拉夫·格罗夫是超个人心理学的鼻祖之

一，本文所介绍的非常态心理学的非常态意识研究

正是他的观点。格罗夫是超个人心理学领域的著名

研究者和治疗者，也是国际超个人运动的领导者之

一，1978年创建了国际超个人学会，与同时和他创

建超个人心理学的另一位大师马斯洛比较起来，格

罗夫较少为国人所知。格罗夫是一位精神病学家，

以致幻剂研究出名，他所研究的方向基本都是精神

病学和心理治疗的某些专业领域，格罗夫的理论和

操作对于精神科医师以及部分临床医生来说，具有

很高的实用性、指导性和学术价值。他将致幻剂运

用于治疗，在科学价值和治疗价值上都受到好评，

并成为这一领域最著名的人物。他对出生经验新的

解释赋予新的价值，他的出生四阶段模型已成为组

织与出生有关的创伤经验的权威理论。嗍他创造的

全回归呼吸训练对一些人特别有帮助，尤其对那些

试图进入与出生有关的创伤经验的人特别有帮助，

而且深呼吸与致幻剂相比，更为安全，不至于像使

用致幻剂那样导致一些当事人的顾虑，当然也有一

些当事人在使用这种方法时不能产生反应。

二、非常态心理学的意识研究

(一)格罗夫的意识研究理论

格罗夫从1950年开始非常态意识的经验与观

察研究。由于最初他所受的训练是临床精神病学，

因此，他特别注意这些经验的治疗、转化和进化的

潜能。格罗夫使用他称之为全回归呼吸训练方法

进行心理治疗，吸引了许多追随者和心理治疗从

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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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罗夫认为在全回归状态下，意识以一种非常

深刻和基本的方式发生实质性的改变，但它不像由

器质性原因所引起的损害，他将非常态意识领域划

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感官障碍和个人潜意识的领域。感

官障碍是指在通常条件下感官欲望受到压抑的状

态，通过致幻剂可以解除这种压抑状态。随着感知

障碍被致幻剂所打破，就会显示出大量的、扩展的

感官意识，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对这一意识领域做

了最好的描述。他在致幻剂研究中又发现了许多证

据支持弗洛伊德的理论。

第二部分为围产期领域，他与出生过程相联

系，他认为有四种基本的围产期心理组织，每一种

组织都对应于不同的出生阶段，起着心灵的核心组

织的作用，这四个出生阶段是指：子宫内的安静状

态、出生的发作过程、向产道的移动、出生。相应的

四种心理组织或情结，他称此为浓缩的经验系统

(CEOX)。格罗夫认为人生的成长过程也就是一种

出生过程，他是以出生过程象征人生的成长过程，

但他强调人们不一定以直线的方式经历出生过程

的心理主题。这四个阶段的任何一个不同方面都可

能在任何时候出现，但是随着这些方面在心理成长

上的完成，这些主题通常不会再出现。所以随着时

间的流逝，通常的趋势是朝向问题的解决，并走向

出生的第四个阶段。

第三部分是超个人领域，在这里个人可能经历

到各种精神状态或主题。但格罗夫注意到似乎要通

过围产期领域，因为出生的经验提供了一种进入精

神世界的门径。

(二)进入非常态意识状态的方法

1．致幻剂

致幻剂对于超个人心理学有重要的意义，因为

只要适当的准备，这种物质就肯定能产生深刻而强

有力的超个人或精神性的体验，打开意识的特殊层

面。常用的致幻剂有两种：—类是真正的致幻剂，包括

LSD、墨西哥仙人球毒碱(Lophophora Williamsii)、神

菇(Teonanacafl Psilocybe Mexicana)和植物“早晨星”

的种子等；另一类致幻剂包括MDMA和MDA，有时

称他们为感情增强者。

2．静修

静修，又译为打坐、静坐、沉思、冥想或心悟等。

这是一种使人超越日常或觉醒时分化的、流动的、

虚幻的意识状态而进入到一体的、清净的、真实的

高级意识状态。超个人心理学从一开始就将人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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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静修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为了求得身心安

定，如禅修和一些瑜伽派别；另一类是为了使精神

超脱肉体的局限，是人的自我意识与宇宙合一。静

修的方法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是把注意力集中在某

一特定对象上；另一种是把注意力扩展到各个方

面。无论使用哪种方法，最终都能进入一种超然的

状态，静修可以使人静者从日常的情绪波动和内心

冲突中解放出来，转而体验到安宁、欣喜、幸福、喜

悦，并进一步强身健体、延年益寿、改善心理功能。

相比致幻剂，静修能达到一种标本兼治的效果。

3．生物反馈

生物反馈是指通过一些特殊的装置，对各种持

续不断的内在生理过程，如肌肉紧张度、提问、心脏

的活动、大脑节律等进行监控、放大，并把它反馈给

个体。生物反馈训练可以教会个体进行自我身心调

节，可以使人产生所谓的“转换的意识形态”。四

4．全回归呼吸训练

与致幻剂的效果相似，深呼吸伴随高声音乐。全

回归呼吸训练可以让一个人甚至几百人在同一房

子里进行。在音乐声中做呼吸训练，如果需要帮助

可以请求在场的专业人员或坐在旁边的人，在下一

阶段交换位置，结束阶段描述体验，专业人员帮助

整合，也给出时间在小组内口头分享经验。

三、小结

致幻剂应用于心理治疗形成了许多模型，格罗

夫的全回归模型就是其中典型代表。格罗夫作为一

个受过传统的严格精神分析训练的精神病学家、精

神病心理治疗学家，面对主流的具有学术权威的专

家学者们，公然提出与自己所学和主流范式截然不

同的而且如此前卫的理论，其过人的勇气和坚持40

多年投入研究的毅力令人敬佩不已。他所开创的非

常态心理学受到了精神病治疗和心理治疗实践领

域的重视，有重要的学术、指导价值，非常态心理学

研究对于心理的成长和康复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但它毕竟还是有局限性的，因为我们最终需要面对

和改变的是我们常规的日常的意识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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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normal Psychology：Super Individual Psychology of Consciousness

Research Comparatively

(Department of Education，Longnan Teachers College，Chengxian Gansu 742500)

Abstract：Heart disease，spirit，abnormal death experiences，the end of the world，have comparatively consciousness，psychiatrists and

psychological therapy，with super home the rise of individual psychology，these problems to solve the in—depth I_eseareh and eventual—

ly have hope．The grove was founded aS a human psychology research comparatively comparatively consciousness of the individual

psychology，for the solution of profound significance．Consciousness theory is the theoretical core，individual psychology and con-

sciousness of the grove research theory into the un—normal consciousness to psychiatric and psychological therapy practice are鹧are

important academic value，but it still has limitations，because we need to face and change our regular daily state of consciousness。

Key words：an-normal psychology；super individual psychology；un-normal conscious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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