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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化心理学对主流心理学的反思和批判

严　瑜

[摘　要] 进化心理学是对主流心理学的反思和批判 。进化心理学认为 ,人的生理和心理

机制都应受进化规律制约 ,心理是人类在解决生存和繁殖问题的过程中演化形成的 ,科学的进

化论应该成为对人类心理起源和本质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依据 。随着心理学的新发展 ,进化

心理学的发展也必将成为“21世纪心理学研究的新方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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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化心理学虽然是一个比较新的术语 ,但当我们追溯它的发展 ,可以发现它源远流长 。在《物种起

源》的最后几页 ,达尔文做了一个大胆的预测:“在遥远的将来 ,我看到了在更重要研究的广泛领域 ,心理

学会将建立在一个新的基础上 ,即以进化的方式认识心理的力量和能力。”[ 1](第 964-968 页)达尔文的进

化论促进了对人类起源的研究 ,极大地推动了生物科学的发展。不过 ,生物科学强调对人的生理机制的

探索 ,而对人的心理研究的影响并不显著。虽然 ,在对人类的起源解释中 ,达尔文也涉及到人类的情感 、

道德感等心理现象 ,认为它也是进化形成的 ,但并没有深入的探讨 。自 20世纪 80 年代以来 ,进化心理

学伴随着神经和基因科学的迅猛发展而迅速兴起 ,在社会生物的基础上 ,将对人类行为适应性的解释发

展到认知水平。

一 、进化心理学的发展演化

20世纪对于心理进化的研究有三个代表性的运动:传统习性学 、社会生物学和进化心理学 。传统

习性学主要代表人物是洛伦兹(Lorenz)和廷伯根(Tinbergen),建立和发展于 20世纪四五十年代。传

统习性学主要研究自然状态下的动物本能行为 ,试图把对动物行为的比较研究方法运用到对人类行为

的研究中 ,洛伦兹的 On Aggression(1966)就是这样的一本最有名的著作。

传统习性学在 20世纪 70年代被社会生物学取代 ,社会生物学将对动物行为研究的一系列新技术

运用于人类 ,以进化的角度来解释人类的社会行为 ,认为吸引 、养育 、互助 、攻击等行为是为了生存和繁

衍而进化产生的 ,行为的目的在于基因的延续
[ 2]
(第 175-190 页)。

80年代末 、90 年代初 ,社会生物学也遭到了一场新的运动的取代 ,这场运动就是进化心理学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EP)。进化心理学与社会生物学最大的不同在于提出了进化的心理机制 ,将对

于人类行为的适应性本质的研究深入到了认知的水平[ 3]
(第 1449-1459 页)。巴斯(Buss)认为 ,虽然社会生物

学和进化心理学有一些共同的基本进化理论 ,但他们在一些对心理学来说是关键的方面还是有分歧的。

社会生物学家相信人类的主要目标是增加繁衍的成功 ,成为“适合最大化者”(fitness aximizers),但进化心

理学家相信人类是“适应执行者”(adaptation executors)或“机制催化剂”(mechanism activators),他们相信

人类的主要目标是解决那些有助于繁衍和改善适应性的生存问题[ 4]
(第 86-92页)。进化心理学家把研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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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聚焦在可观察行为背后的“达尔文主义的演绎” (Darwinian algorithms),而不是行为本身 ,这样就可以看

清环境变迁和文化差异对潜在人性影响的交互作用
[ 5]
(第 85-116 页)。

二 、进化心理学基本观点的反思

进化心理学的主要来源是:认知心理学 、遗传学 、行为生物学 、人类学 、生物学和动物学等 。1989

年 ,人类行为和进化协会(Human Behavior and Evolution Socie ty)成立 ,并出版了《进化与人类行为杂

志》(Journal of Evo lution and Human Behavio r),标志着进化心理学的诞生 。图比和考斯麦茨(Tooby

&Cosmides)通过他们 1992年很有影响力的著作《适应的心理:进化心理学和文化的产生》普及了进化

心理学 ,进化心理学者普遍认同以下基本观点:

(一)心理机制是进化的结果 ,过去是理解心理机制的关键

进化心理学认为“过去是了解现在的钥匙” [ 6](第 222-226 页)。要充分理解人的心理现象 ,就必须了

解这些心理现象的起源和适应功能 ,即心理机制的产生及其作用。“过去”不只是指个体的成长发展经

历 ,更主要是指人类的种系进化史 。在人类进化过程中 ,“过去”不仅在人类的身体和生存策略方面刻下

了很深的烙印 ,同样也在人的心理和相互作用策略方面留下印记 ,成为探索心理机制的基础 。“活着的

人都是一部复杂的记录 ,其设计提示着过去的选择史。”
[ 7]
(第 312-316 页)

考斯麦茨(Cosmides)认为 , “过去”存在于对有关人类行为进化过程的研究中 ,心理机制是被丢失的

环节 ,心理学最主要的研究内容在于探索进化的心理机制是如何在行为与进化之间起中介作用的 。

(二)生存与繁衍是人类进化过程中的主要问题

在人类进化的过程中 ,要解决两类大的问题:生存和繁殖后代。人的心理就是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

程中通过自然选择而演化形成的。达尔文列举了人类进化过程中遇到的一些生存问题 ,如食物的短缺 、

气候 、疾病 、寄生虫 、食肉动物 、自然障碍等。人们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演化形成了一些解决问题的

心理机制 ,如害怕陌生人 、怕蛇等 ,它们对于人的生存具有重要的作用 。不过 ,从进化角度看 ,生存只是

一个前提 ,繁殖后代比生存更为重要 ,人的另外一些心理机制也是在解决与此有关的问题中形成的 。要

成功地繁殖后代 ,就必须解决诸如同性竞争 、配偶选择 、配偶保持以及亲本投入等各方面的问题 。心理

学家必须了解人类在进化适应环境中面临的这些问题 ,以确定和探索它们演化形成的心理(认知 、情感

行为)解决方法 。

(三)心理进化源自适应压力 ,功能分析有助于理解心理机制

巴斯 、考斯麦茨等进化心理学者认为 ,心理机制是在人对压力的适应与选择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人的心理是适应的产物 ,某种心理之所以存在 ,是因为它能解决适应问题 。不理解心理现象的适应设

计 ,就很难对心理现象有充分的了解。心理学的中心任务就是去发现 、描述或解释人的心理机制 ,而确

定 、描述和理解心理机制的主要方法是功能分析。功能分析就是弄清某些特征或机制是怎样用来解决

那些适应问题的 。例如 ,男性为何比女性更倾向于使用暴力 ,更容易陷入婚外恋 ?女性为何偏爱比自己

年龄大的男性? 只有弄清了这些心理现象的功能 ,才能对它们有清楚的了解。

(四)心理机制是由特定功能的“达尔文模块”构成的“瑞士军刀”结构

主流心理学的一个观点是 ,心理机制具有普遍意义 ,在不同领域以本质上相同的方式进行操作 ,所

有的心理现象都是根据一个或几个简单的机制加以解决。而进化心理学主张心理机制是由大量特殊的

但功能上整合设计的处理有机体面临的某种适应问题的机制构成的 ,不同的适应问题会采用不同的解

决方法。

福道尔(Fodor)把这些具有特定功能的心理机制称作“模块”或特定范围的认知程序。考斯麦茨把

心理隐喻为一把“瑞士军刀” ,它包括不同的工具 ,每一个都能有效完成某个任务 。这样 ,人的心理就是

大量特殊但功能上整合设计的处理机体面临的某种适应问题的机制———“达尔文模块”构成的“瑞士军

刀”结构[ 5]
(第 85-1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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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心理机制是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演化形成的

人的心理机制是演化形成的解决适应问题的策略 ,具有下列特征:(1)它以目前的方式存在是因为

它在人类进化史上解决了个体生存和繁殖的有关问题;(2)它从环境中积极提取或消极接受某些信息或

输入 ,对于有机体解决适应问题具有特殊的作用;(3)通过一定的程序(或决策规则)把输入的信息转换

成输出 ,以调节生理活动 、给其他心理机制提供信息或产生外显的行为 ,解决某个适应问题。例如 ,择偶

过程中男性偏爱漂亮 、温柔的女性 ,女性偏爱有财富和权力的男性 ,其差异是因为在人类进化的古环境

中 ,漂亮是女性健康和更具生殖力的标志 ,而有财富和权力的男性更能保证女性在怀孕和养育后代过程

中所需要的投入 。具有这些机制的人比没有这些机制的人更容易取得生存和生殖方面的成功 ,它们在

解决人类生存和繁殖问题的过程中逐渐演化形成了人的心理机制。

(六)行为是心理机制和环境互动的结果

进化心理学者反对外源决定论 ,但他们并不认为自己属于内源决定论或遗传决定论者。他们主张

人的行为是心理机制和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心理机制是社会行为的前提 ,它对于来自社会环境的影响

高度敏感;社会环境则影响心理机制的表现方式 、强度以及频率 。有三类环境因素对于心理机制的表现

产生影响:(1)文化背景影响心理机制表现的阈限 。例如 ,不同文化背景条件下人们对于暴力的反应阈

限是不同的。(2)个体的发展经历使个体采取不同的行为策略。西方一些研究表明 ,在儿童期缺少父亲

会导致个体采取乱交的策略 ,而有父亲会使个体更多地采取一夫一妻的策略。(3)当时的情境输入影响

心理机制的激活 。例如 ,性嫉妒 、觉察骗子的机制 ,也只有在出现不忠诚 、没有回报时才出现。

总之 ,进化心理学提供了一种相互作用观 ,并不认为行为是遗传的 、不能改变的 。心理机制是解释

社会行为不可缺少的要素 ,但它必须被情境激活才能表现为行为 。所有的外显行为必然是情境输入和

心理机制相互作用的结果 。

三 、进化心理学对心理学两种倾向的批判

西方主流心理学的心理起源观主要有两种倾向 ,即内源决定论与外源决定论 ,进化心理学者对二者

都持批评态度。首先 ,进化心理学反对内源决定论 ,主张尽管心理机制是社会行为的前提 ,但并不是某

些内源决定论者所说的那样受某种盲目的本能或内驱力驱使 ,而是心理机制和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

其次 ,相对于内源决定论 ,进化心理学更反对外源决定论。外源决定论认为 ,人生来是一个“白板” ,后天

社会 、文化环境是人的心理和行为产生和发展的决定因素。

进化心理学把自己界定为认知科学阵营中的一个门类 ,但却并不认同认知心理学关于心理 、意识内

在机制的预设。在认知心理学那里 ,人从被看成“白板”到被看成具有普遍适应性的“计算机” 。进化心

理学在吸取了认知心理学的信息加工原则的同时 ,舍弃了有关所有的心理过程都是按照同样的信息加

工原则进行反映的假设。从这个意义上说 ,进化心理学不仅反对所谓标准的社会科学模式 ,其实也包含

对认知心理学的扬弃和批判。

进化心理学认为 ,现代心理学取向常常采用二分法 ,把遗传与环境 、生理与文化 、本能与推理等对立

起来 ,从而强调某种因素而否定另一种因素的作用 。这显然是一种武断的 、片面的思维模式。有机体的

任何表现都是基因和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正是基于以上的反思 ,进化心理学对主流心理学提出了具

有挑战性的批判 。

(一)进化心理学对主流心理学的标准社会科学模式的批判和否定

在达尔文时代 ,哲学家和科学家中有一个共同的观点:人的心理像一块白板 ,是后天经验写上了内

容。许多年后 ,人从“白板”转换成了机械的“计算机” ,其实质并没有发生改变。这就是某些进化心理学

家(如图比和考斯麦茨)所称的标准社会科学模式(The Standard Social Science M odel , SSSM)
[ 5]
(第 85-

116 页)。它是人类学 、社会学的正统和主流 ,从 20世纪 20年代就一直统治着心理学 。标准社会科学模

式(SSSM)认为:心理学是社会科学 ,社会科学关注文化和经验在人类行为多样性中的作用 ,因此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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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不需要考虑进化在行为变异中的作用。动物行为是受生活史制约的 ,而人类行为是由文化和经验

决定的 ,虽然人类天生具有某些反射和学习的能力 ,但本质上来说我们是白板。人类行为是个体在一生

中慢慢习得的 ,文化决定了学习的内容 ,并且我们是有意识地决定许多日常生活问题的最佳解决方案。

进化心理学对标准社会科学模式(SSSM)进行了严厉的批判 。图比和考斯麦茨认为标准社会科学

模式的框架是错误的 ,认知心理学 、进化生理学和神经科学 30年的发展融合也证明了这种社会科学基

本模式是有严重缺陷的。进化心理学提出了另一个框架并开始取代了它 ,进化心理学认为心理学是生

物学的分支 ,而生物学是建立在进化论基础上的自然科学。动物行为和人类行为都是进化的产物 ,人的

心理类似计算机程序 ,是一个巨大的模块 ,这些模块是通过自然和性选择进化成的 ,以解决某种适应性

问题为目的 ,比如 ,配偶的选择 、语言 、社会合作等 ,我们行为的许多动机是无意识的 ,而文化是特殊化模

块的结果 。

(二)进化心理学否定和批判了主流心理学的以机械论为指导的研究取向

进化心理学把心理学的研究纳入生命科学的范围加以研究 ,是与当代科学发展趋势一致的。近百年

来 ,心理学的研究一直以物理学作为自己的榜样 ,以机械论为指导 ,虽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 ,但也存在许多

问题。一个主要的问题是缺少“人性” ,离人的实际越来越远。近年来 ,已有许多心理学家认识到这一点 ,

提出要把心理学纳入生命科学的范围加以研究 。进化心理学是运用进化论整合心理学的一种尝试 ,把适

应作为解释心理现象的主要概念 ,把心理学纳入更广泛的知识体系。这是符合科学整合的大趋势的。

(三)进化心理学家重视研究平常问题 ,而非“重要或者意外”问题

主流的心理学家除非得到意外的发现 ,否则是会失望的。认知心理学家花很多时间去研究怎样解

决我们不擅长的问题(比如学习方面的问题),而不是我们擅长的问题。但是 ,我们天生的能力———看 、

说 、认为某人漂亮 、互惠 、恋爱 ———只有在很多不同的心理机制的支持下才有可能产生 。我们不能意识

到导致这种能力的心理机制的存在 。我们都承受着对本能的无知 ,而进化的方法可以纠正我们对本能

的无知。它可以让我们发现存在怎样天生的能力 ,它能表明心理是这些能力的集合 ,更重要的是 ,它提

供了关于心理建构的有益理论 。一个进化的视点对研究极复杂的生理系统的心理学家是有价值的 ,因

为它可以将复杂的心理结构大大简化。

进化心理学传统的研究领域是语言和模块化的脑(modular brain)、人类的性行为 、择偶 、性欲的伦

理学 、冲突 、利他 、文化的演化。在这些传统领域中 ,进化心理学建构了一系列有价值的理论和研究假

设。例如 ,广义适合度(Inclusive Fitness)、不同的亲代投入(Different ial Parental Investment)、亲缘选

择(Kin Select ion)等等 。

(四)进化心理学对主流心理学研究领域的拓宽

进化心理学开辟了心理学研究的一些新的研究领域。进化心理学已经被运用到许多领域的研究 ,

包括经济学 、侵犯行为 、法律 、精神病学 、政治 、文学和性。进化心理学对主流心理学研究的拓宽不仅体

现在广度上 ,也体现在深度上 。它探讨一些对人类来说具有深远意义的问题 ,如人性的本质是什么 ?心

理从那里来?文化与心理机制的关系如何? 等等 。这些都是心理学中的一些最基本的问题 ,并且在许

多方面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 。进化心理学提出了其它理论没有提出的问题 ,对于家族的重要性 、流言

蜚语的内容 、嫉妒的作用 、父母和儿童之间的冲突等都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和新的预测 ,对于一些已有

的心理现象提出了新颖的解释 ,发现了大量的新知识。近 10年来 ,在吸引的特征 、男性和女性选择配偶

时的期望特征 、配偶吸引 、同性竞争 、配偶保持和婚姻解体等表现出来的可预测的策略等方面 ,进化心理

学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知识 。

当然 ,运用进化论研究心理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许多方面存在争论 。首先 ,进化心理学者坚持认

为自己是认知科学阵营中的一个门类 ,采用了认知科学的方法 ,但许多学者认为它实质是一种进化史研

究。这种研究带有强烈的推论性倾向 ,有人认为进化心理学的研究就像“讲故事”一样 ,它不能使时间倒

流去直接检验心理机制形成时的选择压力 ,只能运用各种标准去推论可能发生的事件 。这必然会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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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谬误 。其次 ,进化论只是一个关于心理现象起源的元理论 ,它只能对于心理现象的起源进行解释 ,

但并不能预测会出现什么样的心理设计 。另外 ,目前关于进化心理学的研究只抓住了人类适应问题及

其演化形成的心理解决机制的表面 。进化心理学注重的主要是与生存和繁殖有直接关系的问题 ,而理

解那些远离繁殖的适应问题中的心理机制是一个更具有挑战性的任务。

科学心理学建立以来 ,心理学从未停止过自我反思和自我否定。从某种意义上说 ,这种反思和自我

批判是心理学得以发展壮大的内在动力 。心理学经历了百年发展之后 ,人们发现冯特的自然科学研究

模式使心理学之路越走越窄 ,内源 —外源论的“两极摇摆”又使心理学面临无休止的分裂与对抗 ,而学科

的过度分化使心理学失去了研究核心 ,浩如烟海的心理学研究成果却难以帮助人们有效解决现实问题。

面对心理学所处的尴尬局面 ,以考斯麦茨 、巴斯 、图比等人为代表的西方后现代心理学家再一次举起了

自我反思和批判的大旗 ,力图以批判为先导 ,再造心理学“大厦”[ 8](第 212-2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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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mary Psychology in the Perspective of Evolving Psychology:
Rethinking &Criticising

Yan Yu

(Schoo l o f Philosophy , Wuhan Unive rsity , Wuhan 430072 , Hubei , China)

Abstract:Evolving psycholo gy is a rethinking and criticism on primary psycho logy .Evo lving

psycho logy argues that both the phy sical and psycholo gical mechanism be ruled by the evo lving law ,

and psychology come into being in the proce ss of the human being problems solving of surviving and

reproduction , so scientific evolut ionism should be the cri tical theoretical per spective.For these

reasons , this paper review s the developmental evolving process of evolution psycholo gy , and w e w ish

to contribute to the new psycho logy revolut ion through the re thinking and criticism on the primary

psycho logy w hich is to be the new development di rection of psychology in the 21st century .

Key words:evolving psychology;primary psychology;psychological mechanism;rethinking;critici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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