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从德国哲学家阿申巴赫于1982年成立“德国

哲学实践协会”，哲学咨询就进入了大家的视野。

虽然有哲学家指责哲学咨询把哲学媚俗化，也有心

理学家提出反对意见和质疑，哲学咨询还是在欧美

国家逐步兴起，1991年“美国哲学、咨询与精神疗法

协会”成立，1994 年第一届哲学国际咨询大会召

开。21世纪以后，哲学咨询得到中国香港、台湾学

界的关注，国内学界也开始介绍哲学咨询。

一、哲学咨询概况

（一）哲学咨询的界定

哲学咨询，英语为Philosophical counseling 或者

Philosophical practice，前者更好地描述了这种行为

本身，而后者则更具有专业性。美国哲学从业者协

会 APPA （American Philosophical Practitioners

Association），把哲学咨询界定为“是一类基于哲学

的活动，目的是有益于来访者的，非医疗的、非医院

性的并且并非本质上与精神病学或心理学联合在

一起的。它的焦点是有教育意义的、价值论的并且

纯 粹 理 性 的 。”同 时 ，他 们 把 哲 学 执 业 者

（Philosophical practitioners）定义为“一个专业的哲学

家，运用哲学原则和方法去进行个人咨询，团体协

调或组织性的咨询。”

以色列学者Ran Lahav则认为，哲学咨询旨在

帮助个人哲学地反思他们的困境和人生，加强他们

对于自己和世界的哲学性的理解，继而从狭窄的个

人的视域中走出来，从而获得精神上的启迪或者智

慧。加拿大哲学咨询师P·瑞比(Peter Raabe，也译为

拉伯)则认为: 哲学咨询是来访者和哲学家进行的

“一种自主性的哲学讨论”，“哲学家与来访者(或案

主)面对面地讨论，以便思考必须决定的问题以及存

在的疑问”，因此，哲学咨询可以定义为“自我的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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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关怀”( the philosophical care of the self)。由此可看

出，哲学咨询其实就是帮人们解惑，运用哲学的观

点跟人交流，以期人们能从中得到解决自己心中疑

惑，生活困境或者道德窘境的方法，或者能收获到

自我认识和自我反省的能力。

（二）哲学咨询与心理咨询的比较

哲学咨询自诞生之日起，就被拿来与心理咨询

相比较。心理咨询，据罗杰斯的定义，是通过与个

体持续的、直接的接触，向其提供心理帮助并力图

促使其行为、态度发生变化的过程。除此之外，心

理学家们对于它的定义的表达也是各不相同，一言

以蔽之，即心理咨询是心理咨询师协助求助者解决

心理问题的过程。

美国哲学从业者协会APPA官网上，认为哲学

咨询与心理咨询的区别如下：心理咨询对于你的自

我理解和自我发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心理

咨询有很多理论和方法，每一种都能让你获益不

少。不过，很多心理咨询师仅仅关注于情绪，而且

不关注情绪以外的事物。同时，很多有名的心理学

家——如荣格，罗杰斯，埃利斯和弗洛姆——在咨

询上都转向了哲学方法。比起你的情绪，绝大多数

哲学咨询者都更关注你自身，比如你的理性，什么

是你生活中所认为的更强的动力。许多哲学咨询

的来访者感性地认为心理学是哲学的前奏——就

像去深水中探险前在浅水区学会游泳一样。

我国学者欧阳谦认为，两者区别主要在于四个

方面：哲学咨询采用的形式是“对话”（Dialogue）而

不是诊断（Diagnosis），咨询者与来访者的关系是平

等的，不存在指示与服从的关系；哲学咨询不把来

访者看作病人，而是看作神智健全的人，可以进行

交流对话的意识主体；哲学咨询师不是居高临下的

讲一通深奥的哲学道理或者简单地用柏拉图或康

德的观点教诲来访者，为其提供答案，代替做出选

择；哲学咨询绝不纠缠来访者的隐私和过去经历，

不需要躲躲藏藏地进行私密性的谈话，而是可以在

公共场所进行探讨，启示来访者以面向未来的态度

作为积极改变生活的重要原则。

（三）哲学咨询在国外的发展状况

1981年，德国哲学家G·阿申巴赫在科隆附近创

办了世界上第一家哲学咨询机构。1982年，他又成

立了“德国哲学实践协会”(The German Society for

Philosophical Practice)。到1987年，该协会从最初的

10个成员发展到了不同国家的125个成员，协会也

随即改名为“国际哲学实践协会”。在德国兴起之

后，哲学咨询又在欧美其他国家迅速发展起来，一

大批哲学咨询的领军人物涌现出来，他们纷纷创办

报刊杂志、撰写论文专著、开设咨询机构。关于哲

学咨询著述已达近万本，“哲学咖啡馆”在法国也有

几百家。除了“哲学咨询”的概念外，后来还有很多

人纷纷提出不同概念描述这种新事物——“哲学顾

问 ”(Philosophical Mentoring)、“ 哲 学 指 导 ”

(Philosophical Guidance)、“哲学交心”(Philosophical

Encounter)、“哲学探寻”(Philosophical Inquiry)、“哲学

辅 导 ”(Philosophical Coaching)、“ 哲 学 交 谈 ”

(Philosophical Consultation)等等，但其内涵基本相

同。

哲学咨询在国外的发展也遭遇了几个问题，行

业的标准和规范性，由谁来制定从业者的资格或者

如何确定资格？如何界定与心理咨询的关系，让大

众直观地了解，而不是认为哲学咨询是心理咨询的

代替？如何让来访者更好地得到帮助？而在国内，

应该是另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让大众知晓哲学咨

询，如何能找到更好的哲学咨询的方法？然而，在

解答这些问题之前，应该论证的是，中国是否需要

哲学咨询？

二、当代中国对于哲学咨询的需要

（一）当代中国人的心理状况

中国处于一个经济的转型期，社会经济的飞速

发展提高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但是精神生活却

没有跟得上发展，在多元化的文化和价值观的冲击

下，对于人生选择和价值都有着迷茫的困惑。无论

多少文字的表达，应该都比不过数据的说服力，我

们可以从一些青少年心理状况调查报告来看当代

中国人的心理状况。

中国儿童中心发布一份题为《中国儿童的生存

与发展：数据与分析》的报告显示：中国17岁以下的

少年儿童中，至少有3000万人受到各种情绪障碍和

行为问题的困扰。5.2%的儿童存在明显的躯体化、

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等心理健康问题。

从青少年的心理状况可以看出，我们的大众面临着

众多的心理压力，据报道，陕西省有精神疾病的人

超十万。精神疾病是明确诊断出来的，而还有很多

人饱受着精神压力的摧残、心理问题的困扰，并没

有去医院或者心理诊疗中心寻求帮助。整个社会

弥漫着浮躁的气息，“路怒症”随处可见，多元化的

文化与价值观的冲击，让人觉得无所适从。无论是

调查数据，还是新闻报道和日常生活，都表明，国民

的精神层面的问题应该或者说已经引起社会的高

度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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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心理咨询有其局限性

精神层面的问题，需要在精神或者说心理的层

面去解决，现在主要的方法是精神治疗或者心理咨

询。前者对应的是精神或者脑部受到严重的创伤，

机能失衡，丧失全部或部分社会功能，可能会对自

己或者别人带来伤害的疾病。后者对应的是普通

人在日常生活中遭遇到的行为或情绪上的困扰。

不可否认，心理咨询与治疗让很多人受益，也有实

际上的效果，但是，没有一个方子可以医治百病，心

理学之所以从最初的精神分析到行为主义，到人本

主义，到现在的积极心理学，就是因为每一种理论

和方法都存在弱点。心理学并不是神奇的读心术，

心理咨询或治疗也不能治愈所有人。很多人也许

接受着心理咨询或治疗，却收效甚微。既然对于生

命和人生是哲学研究永恒的话题，那么从哲学的角

度出发，给予他们帮助，也是解决精神世界困扰的

另一路径。不过，心理咨询在中国现在尚属新兴产

业，哲学咨询又该如何立足？

三、哲学咨询在中国的发展途径

（一）提高哲学咨询的知名度

对于哲学咨询的概念，许多人并不知晓，甚至

对于哲学专业的学生和老师而言，也是陌生的。翻

查网上相关的论文和著作，寥寥数篇，而且作者都

是集中在几所大学的研究者以及他们的研究生。

提高哲学咨询知名度的基本途径有几种：第一，翻

译和引进外国哲学咨询专家的专著和论文，并且要

注重全面性，因为兼听则明，各位专家对此不同的

论述和观点有助于我们更深刻的理解其概念、理念

和意义。第二，邀请知名的专家做讲座，开交流会，

现场的交流应该更胜于从纸上获得的理论。第三，

鼓励这方面的论文著作写作，无论是专家学者还是

学生，不管是赞同，还是反对哲学咨询的观点，因为

哲学理论和主张会在质疑和挑剔中获得益处和逐

渐成熟，一片赞好声并不利于它的发展，同时争议

往往会让这个话题变得众所周知。

（二）正确处理与心理咨询的关系，从心理咨询在中

国的发展吸取经验

无论是在普通大众还是心理专家的眼里，哲学

咨询似乎都在抢夺心理咨询的“市场”。也许是受

到这种普遍观念的影响，甚至连哲学咨询从业者

（咨询师）都认为，哲学咨询与心理咨询存在着“竞

争关系”。关于两者的异同前面已经提过，这里主

要强调一点，就是不应把两者置于对立或竞争的关

系，而应看作是合作的关系。

首先，从理论源这点来说。心理学来源于哲

学，与哲学的分离也才一百多年，分离的原因并不

是心理学的理论悖于哲学，而是随着科学的进步和

人类探索的细化，发现科学实验也能用在人类自身

的感觉以及其他心理活动身上，因此心理学才从哲

学的母体中分离，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咨询心理

学则是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随着心理学理论的成

熟以及心理测量和测验的技术发展而兴起。美国

心理协会于1953年颁发心理咨询专家这一职业执

照。那么，心理咨询的理论应追溯到哲学那里，而

哲学咨询理论源泉毋庸置疑是哲学。两者是同源

的，“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其次，从两者的目的来说。心理咨询的目的是

帮助来访者解决情绪、行为困扰，使之生活回复正

常或者生活质量变得更好。哲学咨询的目的则是

借助哲学知识，让在道德中或其他生活情境中有困

惑的人们，能更好地认识自己、人生，从而能更好地

面对人生。当然其中也不乏只是纯粹去探讨哲学

知识以便更透彻地了解人生的来访者。由此可看

出，哲学咨询和心理咨询其实是殊途同归，就是帮

助人们生活得更好，即更幸福，既然如此，两者就应

该互相借鉴，而不是互相对立。

如上所述，哲学咨询还需从心理咨询在中国的

发展过程吸取经验和教训。中国心理咨询的发展

是由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从在大型综合医院精

神门诊独立设立心理咨询的门诊开始，到高等学

校、中学等设立的心理咨询室，再到社会上个体独

自开设的心理咨询机构或心理工作坊，以及心理咨

询热线，现在还有网上心理咨询服务。从无到有，

从少到多，中国心理咨询主要通过了以下的途径：

心理学界的专业学者的理论研究与提倡，医学模式

的心理咨询是中国特色的心理咨询模式（虽然这种

模式存在着争议），是心理学学者提出来并大力提

倡的；政府部门的大力推广和政策支持；如《中国心

理卫生杂志》《心理与健康》等众多心理书籍刊物的

出版，让心理咨询的概念得到普及。

从心理咨询发展的情况来看，专家学者的深入

研究，引起政府部门的重视是扩大影响的有效路

径。因此，哲学界的学者们应秉着严谨的态度，来

探讨哲学咨询存在的意义，咨询采用的方式，咨询

从业者所应具有的资格以及如何认证，从而形成具

有实践操作性的理论以及规范。亚里士多德说过，

一个好天气和一只燕子不能形成春天，那么，一个

行业的发展自然需要应有的规范、专业的人员以及

外界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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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还有一点就是本土化，让哲学咨询植

根于中国文化土壤，适合当代的国情。心理咨询在

这方面做得不够好，因为心理学确实是“舶来品”，

不过，哲学咨询在这方面有天然的优势，中国哲学

本身就注重实践性，因此哲学咨询应从中国传统文

化出发，了解中国人与生俱来的道德伦理观，同时

结合当代文化的发展特点，从而实现本土化。

（三）哲学咨询应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土壤中

先秦“百家争鸣”之后，由于汉朝的“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以及社会现实的变化，中国哲学基本以

儒家和道家为主流思想，而这两种思想在漫长的历

史长河中，几经变迁，期间伴随着佛教的传入和本

土化，形成了中国独有的传统文化，孕育了独特的

中国伦理道德思想，是中国人的精神命脉所在，表

现于中国人的一言一行，如黑格尔所说，我们之所

以是我们，乃是由于我们有历史。因此，对于中国

的哲学咨询从业者们，要了解人们思想中所固有的

情感信念因素和思维方式，需要透彻了解中国哲

学，同时也应从中汲取有益的哲学思想来用于哲学

咨询。下面分别简略介绍传统文化中对于哲学咨

询有所裨益的方面。

1.儒家

儒家学者辈出，思想体系庞大，以孔子为例，他

的哲学思想以及他的教育方式都可以让哲学咨询

从中受益，这是冯周卓教授曾在一篇论文中所提到

的。“仁”是孔子人生哲学的核心，“夫仁者，己欲立

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

已。”（《论语·雍也》）这句话道出了何为“仁”以及达

到“仁”的方法，孔子就是让他的弟子们确立“仁”这

个理念，继而行为和情绪就有了指导，而不会轻易

迷失，不管之后从事什么，秉着“仁”的精神，一定能

自立而立人。由此，哲学咨询过程中，理念是相当

重要的，了解某些来访者的人生理念，同时在此基

础上与之辨析，不失为一个有效的方法。

另外一点，就是孔子的教育方式，即“对话”的

形式。而孔子的几种运用于对话这种教育方式中

的方法是值得借鉴的。第一，平等对话，“教学相

长”。对于人生方面的认识和讨论，本就没有定论，

在咨询师和来访者之间，应该保持一种平等的关

系，持有开放包容的心态，这也是哲学咨询最基本

的理念。第二，“各因其才”，“因材施教”。就哲学

咨询师而言，面对不同个性、不同文化水平和不同

道德水准的来访者，需根据他们自身所具有的特点

和面对的困境或者疑惑，而采取不同的谈话方式和

内容。第三，适时启发，举一反三。对待来访者时，

探讨各种问题时，也许启发让其自己体悟比直言道

出更有深刻性。

孔子留给后人的思想瑰宝并不止这么一点，如

前所说，还有很多大儒们的独特思想，这些都是哲

学咨询师需要深刻了解和体悟的，一则了解来访者

的思想深层背景，二则将先人的方法拿为己用。当

然，除了儒家，影响中国人较深的还有道家。

2.道家

与儒家的入世思想不同，道家是提倡“出世”，

倡导“无为”，但不是不食人间烟火，而是“无为而

治”，是另外一种治世思想。对于人生修行而言，则

主张“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认为“上善若

水”，因为“水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

道”。道家主张顺其自然，不去过多强求。因此，在

生产力水平不高，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在个人修

行方面，其实道家对于普通大众的影响是很深远

的。道家有两点同哲学咨询的理念不谋而合，如

Ran Lahav在他的论文中提过，其一，两者都认为哲

学理解或者说体悟是体现在个人的生活方式中的，

哲学体悟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蕴含在具体的生活

中。哲学体悟应可发生于生活的每时每刻，而不是

设定的某个哲学式的场所和时刻。其二，两者都认

为哲学体悟的发展应不拘泥于现有的思想，生活和

行为，而是追求更高的境界，比如道家最终追求的

是悟道，而哲学咨询的目标则是有智慧的生活。既

然两者在理念上有相同，那么理解和运用起来更加

得心应手。

3.佛教

除了儒道两家，对中国人影响很深的是佛教。

从“南朝四百八十寺”到现在各大寺院游客香客络

绎不绝，体现了从古至今佛教在普罗大众心中的分

量。寺院德高望重的法师，其实从某种意义上，分

担着咨询师的工作。信众有了生活上的困难或者

心结，愿意找信任的法师倾诉，而法师根据不同的

情况给予一些建议或是从佛典上援引典故而对其

进行启发。在古代，佛学大师会有讲经的地方，一

则宣扬佛学知识，二则让信众与其有交流的机会，

不光关于经文的问题，也可以是人生的困惑。同时

佛教留下了许多佛偈和典故，关于人生佛教也有独

到见解。比如，慧能著名的“旗动，非风动，心动

也。”还有老和尚和小和尚的“放下”的小故事，都给

人以深思和启迪。现在，许多大型寺院会举办一些

活动，宣扬知识，也让信众能有咨询交流人生困惑

和修行的机会。著名的法师，如星云法师，会举办

讲座，著书立说，站在佛学角度， （下转第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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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佛学观点，解答人们心中的疑惑。对于哲学咨

询师而言，探索佛学关于人生的智慧，以及钻研佛

学大师对于信众疑惑的解答方法，同等重要。

有人会质疑，这种方法无异于“大杂烩”，从儒

家取一点，道家取一点，佛家取一点，或者还能从墨

家取一点，然后运用到哲学咨询中去。其实，心理

咨询也是取自各个思想流派的思想，并没有规定一

定要用某一种特定的理论。重要的不是哪种理论，

而是理解了这些理论并能灵活地运用，对于某个特

定的来访者，哲学咨询师能准确地了解其文化背景

并理解他，是非常重要的，这样才能进行下一步的

谈话和探讨。当然，其中的度和解决方法不是只有

理论知识才能掌握，实践才是最重要的。

四、结语

哲学咨询在国外兴起，也不过几十年的时间，而

中国的哲学咨询则是在起步状态。每一种新生理论

或者产业的发展和成熟，都需经历长久时间的考验，

实践和反馈。从目前国人的精神心理状况以及道德

价值观状况来看，中国需要哲学咨询来帮助人们进行

人生和自身的反思，明确道德价值观念，从而获得更

好的精神生活。

中国哲学咨询从业者和倡导者，要在经济高速

发展的同时，发展哲学咨询，除了借鉴国外哲学咨

询的思想和方法，以及心理咨询在中国的发展经验

之外，还可以循以下几个路径：首先，提高哲学咨询

的知名度，让人们知晓哲学咨询的理念以及目的，

这离不开哲学家和哲学咨询工作者的不懈研究和

大力提倡；其次，深刻钻研相关的哲学理论和思想，

从古今中外的思想家们那里获取有益理论；再次，

关注国人的心理和精神状况，并保持开放和包容的

心态面对多元的文化和价值观；最后，积极开展实

践，纸上得来终觉浅，实践才是检验理论的唯一标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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