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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理学：⼈性及其差异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年版）⼀书出版后，
我就开始酝酿⼀个计划，就是以此书的体系为框架，编写⼀套⼈格研究丛书。就是说此书尽
管很厚，但对于⼈格⼼理学这⼀丰富⽽宽泛的领域⽽⾔，仍然是概略性的。如果将每⼀章扩
展成⼀本书，就可以讲得更明⽩⽽详实⼀些。但这个计划从酝酿到现在实现已经⼗⼏年过去
了。之所以如此“难产”，原因当然很多，其中最主要的是中⻘年作者队伍的形成。因为⼈格
⼼理学虽然在⻄⽅是⼼理学的⼀个基础性领域，已经有了深厚的积累，但在中国⼤陆，由于
历史的原因，⼈格⼼理学⼀直是⼀个薄弱的分⽀。
在那个⼼理学即使被允许存在的年代⾥，“⼈格”⼀词在相当⻓的时间⾥也是要避免使⽤

的。在《普通⼼理学》课程中，有关⼈格的内容讲的是⽓质和性格，更奇怪的是，把⽓质⼜
归结为巴甫洛夫的神经活动类型，把性格归结为对⼈对⼰对集体对社会的态度。这些内容与
⻄⽅的《普通⼼理学》或《⼼理学导论》课程中的⼈格章节的内容⼏乎没有相同之处，是另
外⼀套说辞。总之是回避“⼈格”⼀词。直到现在我也很难解释这件事，只能笼统地理解为“⼈
格”⼤概属于资产阶级的东⻄，姓资不姓社。这种情况是冷战时代意识形态指导学术的⼀个
很⼩的例证。1980年代初期由北京⼤学周先庚先⽣组织全国同⾏协作翻译的David Krech等
⼈编著的《⼼理学纲要》（⽂化教育出版社 1981年版），涉及到⼈格和⼼理健康的部分是没
有被译出的，也就是说该书只是个节译本。这种情况到 1980年代后期才有所改变，周先庚
先⽣主持翻译的 E. R. Hilgard等⼈编著的《⼼理学导论》（北京⼤学出版社 1987年版），就没
有整章缺漏了。
⼈格⼼理学在中国⼤陆被视为⼀个独⽴的分⽀，具体⽽⾔在⼼理学专业课程体系中被视

为⼀⻔课程，⽐起其他基础性分⽀要晚得多。就教科书⽽⾔，⾼⽟祥的《个性⼼理学》（北
京师范⼤学出版社 1989年版）和叶奕乾、孔克勤的《个性⼼理学》（华东师范⼤学出版社 1993
年版），是将动机和价值观，以及⽓质、性格和能⼒（智⼒）等等都归在“个性”概念之下，
将⻄⽅⼼理学中有关⼈格的知识纳⼊其中，将⼈格说成个性或者性格，总之是在“苏联⼼理
学”的概念框架下吸收⻄⽅的⼈格⼼理学知识，但仍然尽量避免使⽤“⼈格”⼀词。
难能可贵的是，同样在那种背景之下，陈仲庚、张⾬新的《⼈格⼼理学》（辽宁⼈⺠出

版社 1987年版）和叶奕乾的《⼈格⼼理学》（⻘海⼈⺠出版社 1990年版），则是⻄⽅⼼理学
的体系，以各⼤派别的⼈格理论为主线。⻩希庭的《⼈格⼼理学》（台湾东华书局 1998年版，
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2年版）将这种体系加以整合完善，⾄此中国⼤陆的⼈格⼼理学教材在
体系和内容上才与国际接轨。当然此时冷战早已结束，作为特殊话语体系的所谓“苏联⼼理
学”也早就寿终正寝了。当然，单从学术本身⽽⾔，⼈格⼼理学是具有社会性和⽂化性的学
科，不同国家、地区乃⾄学术机构和具体学者都可能有不同的理论或体系，但这与冷战背景
下形成的美苏两⼤学术壁垒或阵营是两回事。
进⼊ 21世纪，⼈格⼼理学的教学和研究也发展到更⾼的⽔平。在⻩希庭等教授倡导下，

2005年 10⽉中国⼼理学会第九届第⼀次常务理事会上决定成⽴⼈格⼼理学会专业委员会，
从此⼈格⼼理学的发展进⼊新的阶段。在教育部颁布的《⾼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
标准》之⼼理学部分，⼈格⼼理学被规定为⼼理学类专业的核⼼知识领域。我有幸作为这些
事件的参与者之⼀⻅证了这⼀学科发展的若⼲个⾥程碑时刻。
尽管如此，整体⽽⾔⼈格⼼理学的教学和研究⼈员⼀直很少，招收⼈格研究⽅向研究⽣

的导师屈指可数。因此，某种意义上，我是在等待愿意并能够承担我这套丛书写作任务的中
⻘年学者队伍的形成。直到近五年，时机逐渐成熟。⼀批以⼈格为研究⽅向的年轻学者成⻓
起来，他们⼤体在 2010年前后五年内获得博⼠学位并成为教学科研⻣⼲。在 2015年，我觉



得丛书编写的计划可以付诸实施了。于是在上海教育出版社谢冬华先⽣的积极推动下，丛书
写作任务开始落实。
丛书的书⽬依据基本上是以我在本⽂开始所⾔的那本书为蓝本，每⼀章扩展成⼀本书。

为此，这⾥简要回顾⼀下那本书的框架。我当年在⾃序中说：

本书试图较系统地总结⼈格⼼理学的主要理论和问题研究成果，特别是体现这⼀领域从
理论流派的纷争到深⼊的问题研究这⼀重⼤转向。我将主要以 1990年代以来的⽂献为依据，
以⼈格⼼理学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成果为基础，整合⼈格⼼理学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进⽽打
通各理论派别间的界限，沟通各个研究主题间的联系，将已有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成果整合到
⼀种新的架构中，使⼈格⼼理学的知识体系接近历史与逻辑相统⼀的标准。

那本书包括六部分：第⼀部分探讨⼈格的概念及⼈格⼼理学的对象、任务、⽅法和历史，
回顾传统的⼈格理论。在丛书中，《⼈格理论》和《⼈格研究⽅法》就属于这⼀部分。
第⼆部分探讨⼈格的形成与发展，分别探讨⽣物学条件(⽣理、遗传、进化)和社会⽂化

条件，以及发展历程(年龄阶段)和机制(天性与教养的相互作⽤)。在丛书中，包括《⼈格的
⽣理学维度》、《⼈格的遗传学解释》、《进化⼈格⼼理学》、《⼈格与社会》、《⼈格与⽂化》和
《⼈格的形成与发展》。
第三部分是⼈格的整体功能研究，包括认知、情绪、动机和⾃我，即信息的获取与处理、

情绪的反应与适应、⾏为的动⼒与⽬标、以及⾃我的统合与完善。在丛书中，包括《⼈格与
认知》、《⼈格与情绪》、《动机与⽬标》、《⾃我调节》和《⾃我》。
第四部分是⼈格的具体功能研究，分别探讨潜意识、攻击、利他、⼈格与健康。在丛书

中，包括《⼈格与健康》、《⼈格障碍》、《⼈格中的恶》、《利他主义》、《⼈格与道德》和《⼈
格与创造》。这部分与那本书的章⽬不完全对应，书⽬之间虽有内容上的重叠交叉，但每本
书都围绕⼀个专题展开，各⾃有其独⽴成篇的合理性。
第五部分是⼈格的群体差异研究，包括性别差异和⽂化差异这两种最⼤的群体差异。在

丛书中，包括《性别与⼈格》和《中国⼈的⼈格》。
第六部分是总结性的，探讨⼈格测评的理论和⽅法，并在最后⼀章探讨⼈格理论中的⼈

性观、⼈格理论分歧的维度、⼈格研究的⽅法论问题以及⼈格⼼理学的未来⾛向。在丛书中，
有《⼈格评鉴》。
这⾥列的书⽬是迄今为⽌已经明确任务的，但随着⼯作的进展，可能会有个别变动，如

有的书不能按期完成，有的专题这⾥没有提及，但内容很好⼜有合适的作者，可能会新加⼊
进来。但这些变动不会改变这个⼤的框架。定稿后的书名，表述⽅式可能有变化，但内容基
本就是这些。
⼈格⼼理学是⼀个丰富、有趣⼜富于挑战性的领域。我们期待这套丛书能够较完整地展

现这⼀学科的⾯貌，也期待有更多的年轻⼈进⼊到这⼀研究的⾏列。当然也期待着读者坦率
地指出丛书编撰中存在的问题甚⾄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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