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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心理学知识结构的探索
———读郭永玉著的《人格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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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前 ,在武夷山召开的中国心理学会心理学教学工作

委员会的学术研讨会上 ,郭永玉教授报告了他关于人格心理

学学科体系的构想 ,激起了与会同行的浓厚兴趣。今年 5 月

初他把即将付梓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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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书书稿以电子文本的形式

发给我 ,并请我为该书写序。我欣然地应允了。因为 ,在我

看来 ,这是一部厚实而又拓新的著作 ,甚为难得。

人格是一个现实的人。我们对现实生活中个人的认识 ,

通常都包含其外在人格和内在人格两个方面。外在人格是

指一个人在社会上公开所扮演的角色 ,是人们看得见的外

观 ;内在人格是人格的隐蔽部分 ,即我们用来解释决定外在

人格的原因 ,用来阐明一个人为什么会被我们知觉为是这样

的。现实生活中的人 ,林林总总 ;心理学家们观察个人的外

在人格或内在人格的视角也不同 ,因而他们对人格的定义往

往不同。迄今为止尚没有一种人格定义是为所有心理学家

所认同的。然而尽管如此 ,心理学家们对人格的理解 ,都是

从个人的外在人格、内在人格及其交互作用的整体上来把握

的 ,强调独特个人的心理与行为具有跨情境的一致性和跨时

间的稳定性。

当代心理学有许多心理学分支学科研究着各种各样的

心理与行为问题。人格心理学研究现实的个人 ,探寻、描述

和解释个人的思想、情绪及行为的独特模式 ,并综合诸多足

以影响个人的各种与环境交互作用的过程 ,包括与生物学

的、发展的、认知的、情绪的、动机的和社会的种种交互作用 ,

进而对现实生活中的个人作整体性的解释。虽然心理学所

要探讨的问题很多 ,但科学研究都是在一定分析单位 (unit of

analysis)的基础上进行的。所谓分析单位就是用来考察和概

括同类事物特征 ,解释其中差异的单位。对心理和行为的分

析单位可以有不同的层次 ;大致说来 ,可分为群体、个体和片

段行为三个层次。在人格心理学研究中 ,对于研究什么、研

究谁或分析单位并没有限制 ;但人格心理学家通常是把个人

作为分析单位的。例如 ,我们可以对个人的一些特征如性

别、年龄、健康状况、态度、价值观等加以研究 ,把这些特征整

合起来描述一个人的整体形象。我们也可以群体为分析单

位 ,而把群体所具有的特征赋予某个个体。例如 ,一个人可

以被描述为出身于贫穷家庭或富裕家庭 ;也可以被描述为是

出身于单亲家庭或双亲家庭。在这两个例子中人格心理学

的分析单位是“个人”而不是家庭。我们还可以片段行为为

分析单位 ,而对个人进行描述时寻求对其某种行为作出解

释。例如 ,对抑郁或躁狂这两种片段行为进行研究 ,结果发

现 ,脑中的两种化学信使 (52羟色胺和去甲肾上腺素) 水平的

降低 ,是与抑郁相联系的 ;这两种神经递质水平的提高是与

躁狂相联系的。基于此 ,我们就有可能对某个人经常出现的

情绪抑郁或躁狂作出解释 (虽然导致抑郁或躁狂不只是与神

经递质有关) 。总之 ,人格心理学研究的分析单位是个人。

由于人格心理学研究的分析单位是现实生活中的个人 ,

因此早期的 (包括近期的) 人格心理学著作一直沿袭霍尔和

林赛 ( Hall & Lindzey ,1957) 的以大的人格理论为结构框架 ,

即阐述精神分析论、特质论、学习论和人本论对一个现实生

活中的人是怎么理解的、怎样研究与评鉴的。这种结构框架

的优点是让读者能够系统地理解这些理论是怎样探寻、描述

和解释现实生活中的个人。但是随着人格心理学的发展 ,以

其它理论取向所获得的研究成果日益增多而又无法纳入这

种结构框架之中 ;同时这些大的理论对人的描述和解释暴露

出的破绽也越来越多。于是便产生了以各种人格研究专题

如性别差别、年龄差异、攻击利他、自我等专题为结构框架的

人格心理学著作 ,以及以大的人格理论和人格研究专题相结

合为结构框架的人格心理学著作。

郭永玉著的《人格心理学》一书以人格研究专题为结构

框架展示了当代人格心理学的内容 ,系统地探讨了人格心理

学中主要的 16 个专题 ,对每一个专题都从历史和现状、理论

解释和实证发现的思路加以探讨 ;并有理论创新 ,举例如下。

例一 ,本书将大的人格理论与专题的研究成果整合成一

种新的架构 ,形成了一种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它既包含几

种主要的大理论又有翔实的专题研究发现 ,而不像国外同类

著作那样 ,完全抛弃大的理论 ,而是从大的理论开始叙述 ,只

是这种叙述是高度概括的、简略的 ,以各大理论的开创者为

主的 ,并在随后的专题探讨中再回到这些理论传统并对其加

以展开。

例二 ,本书力求整合人格心理学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 ,

打通各理论派别间的界限 ,沟通各个研究专题间的联系 ,将

已有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成果整合到一种新的框架中 ;将不同

的理论派别视为不同心理学家对人格的不同层面的探讨 ,这

样它们之间就不是互相冲突的 ,而是相互补充的关系。从全

书的体系上来看 ,首先探讨人格是如何形成与发展的 ,分析

人格形成与发展的条件以及这些条件之间的 (下转第 1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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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很容易使大学生们形成积极的刻板印象。两相比较 ,在内

隐测验中表现不佳也就很容易理解了。从性别比较可以看

到 ,女生对旅游情景与公司情景的内隐态度间没有丝毫差

异 ,而男生则存在显著差异 ,表明男生对这类被认为较适合

女性从事的职业缺乏热情。因此要想改变大学生的认同 ,光

靠专业意识的培养恐怕不够 ,更需要的是传统社会观念的转

变 ,对职业评价角度的多元化。

5 　结论

　　人格类型与专业认同之间存在密切关联 ,属于某些人格

类型及维度者更易认同所学的旅游专业。女性被试的专业

认同情况显著高于男性。MB TI确实是职业心理测评的有力

工具。

大学生对旅游专业的认识仍受到传统社会观念的影响 ,

需要进行教育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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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1507 页)相互作用 ,进而从整体上揭示人格的认知、

情绪、动机和自我四种功能 ,并将潜意识、攻击、利他和健康

等视为认知、情绪、动机和自我这四种整体功能的具体方面 ,

最后从性别和种族两个角度分析了人格的群体差异 ,特别值

得称道的是总结了有关中国人人格的研究成果。全书的这

种体系结构首先是以现有的理论和具体研究发现为基础和

思想材料 ,然后再去寻求这些专题之间的内在联系 ,体现了

心理学中的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例三 ,本书揭示了人格心理学的一些具体研究专题之间

的关系 ,使一些分散的研究领域和发现得到整合。作者将人

格的生理、遗传和进化视为人格的生物学基础研究中的三个

有着内在递进关系的范畴 ,阐释了它们之间是逐步还原的关

系 ;在人格的生物学的基础上 ,进而将生物学因素与社会文

化因素统一到天性与教养的交互作用的范畴下分析了人格

形成与发展的机制 ;将认知、情绪、动机和自我作为人格的整

体功能、潜意识、攻击、利他等视为知、情、意及自我功能的具

体方面加以论述 ,并揭示了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

总之 ,在我看来 ,郭永玉教授著的《人格心理学 :人性及

其差异的研究》一书 ,结构自成一体 ,学理阐释公允 ,资料翔

实近时 ,文字简明易懂。我相信 ,读者们一定会喜爱这本书。

它将激起读者探索人格之谜的热情 ,并有力地促进我国人格

心理学教学和科研的发展。只要我们坚持把理论研究、实证

研究和应用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 ,努力推进人格研究的中国

化 ,我国的人格心理学就会更加兴旺健康地发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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