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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我之我》

内容概要

杨鑫辉主编、郭斯萍所著的《无我之我(程朱理学之精神自我思想研究)》内容简介：宋明理学足我古
代学术史上的一个思想高峰，宋明理学之核心即“理学”。理学的鲜明特色就是强调精神自我，将其
视为人性的本质。理学是探讨个人的精神发展规律的心理学。
    《无我之我(程朱理学之精神自我思想研究)》论述了传统社会背景下个人精神自我的发展问题，对
精神自我的意识结构从内容与功能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提出了丰富的思怨，进行了精神自我发展的实
践探索，提出了颇为有效的训练理论与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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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我之我》

作者简介

杨鑫辉，1935年生，江西萍乡市人。中国心理学家，南京师范火学心理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江
西师范大学教授、系主任、所长，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河海大学等校客座教
授，中美精神心理学研究所顾问。中国心理学会第49届理事或常务理事兼专业委员、正副主任，江西
省心理学会理事长或高级顾问，全国心理技术应用研究论坛主席，第28届国际心理学大会顾委。《心
理学报》《心理科学》编委，《心理学探新》主编，名誉主编、顾问。他不仅是中国心理学史学科的
主要创建者之一，而且是提出创建现代心理技术学和现代大教育观理论的首倡者。招收培养硕士生、
博士生、博士后50人。个人学术专著和主编著作有《中国心理学思想史》《现代大教育观》《心理学
通史》《心理学的历史·理论·技术》和《现代心理技术学》等50多部。在《心理学报》《心理科学
》和大学学报等刊物发表论文180多篇。科研成果获全国和省级一、二等奖20多项。1988年获国家级有
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1989年获全国优秀教师称号，1991年起终身享受国务院颁发政府特殊津贴
，2009年获中国首批心理学家证书。以心理学家、社会科学家和教育家，被列入《国际心理学家名录
》，英国剑桥国际中心《20世纪杰出人物传》、《当代世界名人传·中国卷》等国内外传记。
    郭斯萍，心理学博士，中国哲学史博士后。现为广州大学心理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心理学会
理论心理学与心理学史专业委员会委员，学校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委员。

    从教25以米，开设了中西方心理学史、教育心理学、理论心理学、心理学原著选读、中国古代心理
学思想研究、文化心理学等课程，取得较好教学效果。学术方而主要从事中国心理学史以及学校心理
学等领域的研究，发表有关论文10余篇，出版论著10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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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我之我》

书籍目录

导言    一、文化与自我    二、中西方文化与中国人的自我    三、本研究的缘起与目的第一章  心理学研
究之转向与中国心理学史研究之意义  第一节  “方法决定论”导致西方心理学发展之弊端  第二节  “
对象决定论”决定现代心理学发展之方向  第三节  “对象决定论”揭示中国心理学史研究内容第二章  
中西方心理学体系问题与中国心理学史研究之思路  第一节  中西方心理学体系的结合问题    一、问题
：从中国心理学史教材的编写说起    二、科学性：中西方心理学体系的一致追求    三、科学性原则：
中西方心理学结合的保证  第二节  中西方心理学体系结合的方法    一、外在逻辑原则：教材的解决方
式    二、科学性原则：潘菽的解决方式    三、困境与改革：“尊重人文，强调体系”  第三节  中西方
心理学体系结合的对象    一、异质说：中西方心理学体系的矛盾论    二、求同说：中西方心理学体系
的结合观    三、精神性：中西方心理学共同的新主题第三章  理学精神自我思想之外在逻辑(一)：弊端
与超越  第一节  心脑不分：西方主流心理学弊端之一    一、心理学研究对象或主题的重大转换    二、
“脑”与“心”：心理学研究对象之思考    三、从超个人心理学到理学心理学  第二节  人兽不分：西
方主流心理学弊端之二    一、“人—兽”类比：心理学研究的传统范式    二、从“人—兽”类比到“
人—机”类比：传统的微调    三、“人—兽”之别或精神心理：心理学研究的新范式  第三节  心生不
分：西方主流心理学弊端之三    一、人性与心理机能    二、心理机能产生的观点    三、意识或精神心
理产生的观点第四章  理学精神自我思想之外在逻辑(二)：心理学与自我  第一节  自我之心理学研究    
一、心理学自我研究之先河    二、精神分析心理学与自我    三、社会心理学与自我    四、人本主义心
理学与自我    五、认知心理学与自我    六、心理人类学与自我    七、后现代主义心理学与自我  第二节  
自我之精神性演化    一、自我发展的“ego”阶段    二、自我发展的“self'’阶段    三、自我发展的
“super—ego”阶段  第三节  自我之双二元结构    一、自我的人性层次    二、自我的意识维度第五章  
理学精神自我思想之内在逻辑(一)：思想背景  第一节  天理道心    一、“天理”与“人事”    二、“天
理”与“道心”    三、“道心”与“精神心理”  第二节  万物之灵    一、人贵论：理学精神心理学之
思想源头    二、道德说：理学精神心理学之内在规定  第三节  人性之善    一、西方心理学的人性观    二
、中国文化的人性解读    三、天命之性：理学精神心理学之逻辑起点第六章  理学精神自我思想之内在
逻辑(二)：孔孟观点  第一节  孔子之君子自我观    一、君子自我的心理结构及本质    二、君子自我的核
心与表现  第二节  孟子之圣人自我观    一、成圣人人可为    二、圣人自我的结构    三、圣人自我的核心
与表现  第三节  孔孟之自我修养观    一、个体自身努力    二、外部环境熏陶第七章  理学精神自我之心
理功能(一)：伦理认知  第一节  物理认知与伦理认知    一、中西方认知特点    二、墨子之物理认知观  
第二节  伦理认知之先秦观点    一、孔子之伦理认知思想    二、孟子之伦理认知思想  第三节  理学之伦
理认知思想    一、张载之伦理认知思想    二、程朱之伦理认知思想第八章  理学精神自我之心理功能(
二)：意向过程  第一节  圣人无情：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一、情绪与情感    二、常情与私情    三、无情
与有情  第二节  志公意私：志者心之所向也    一、心统性情：精神之意志结构    二、以意驱志：心理
学之意志理论    三、以志御意：理学之意志理论第九章  理学精神自我之基本理论：学以成圣  第一节  
内在超越论  第二节  圣人可学论    一、人人皆可为尧舜    二、何为圣人？  第三节  圣人与君子第十章  
理学精神自我之修炼实践：内外一体  第一节  认知加工路径：格物与致知  第二节  意识调节  技术：主
静与主敬  第三节  观察学习模式：学颜子与观气象    结语    一、理学之文化价值    二、理学之“人性论
”错误    三、理学之“情欲论”错误    四、理学之心理学意义    五、理学精神自我思想之弊端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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