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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西向东 蔚为大观: 评《人格研究》

毕重增
( 西南大学，重庆 400715)

科学心理学的诞生，有学者对知识兴趣的推动，

更多则是根由时代巨大的需求。工业革命释放了巨

大的生产力，也将对人的理解由哲学和宗教的真善

美，转换为心理学对感知觉、智力、情绪的描述与鉴

别，后者是工业和社会管理效率的基石; 而两次世界

大战，给心理学大发展注入了无限的动力，这是心理

学版图上主导区在欧美的真切历史。当中国在世界

东方重新崛起的时候，心理学因潜在的贡献而逐渐

成为一门显学。当下我国心理学各个领域研究突飞

猛进，但有一个分支目前仍然在学科基础问题上充

满了困扰: 研究目标是什么、采用什么样的学科框

架，研究内容如何设定? 这个学科就是人格心理学。
《人格研究》一书( 郭永玉等著，为《当代中国心

理科学文库》先发之作，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
年出版) 正是对这个学科发展所面临基础性问题的

系统回应。人格心理学的外部目标是“个人幸福·
社会公平·世界和平”。之所以将这个富含心理学

家人文情怀的目标作为人格心理学的外部目标，是

因为这指向于学科的功能，所要达成的是人格心理

学的使命或目标。要想达成这个外部目标，就需要

修炼人格心理学的内功，知识提供是人格心理学的

内部目标。
人格心理学学科发展目标面临的第一重挑战是

散乱的学科形象。人格心理学以描述完整的人为使

命，但面对日益复杂化的人格心理学研究主题，传统

学科框架难以提供自洽的、富于指导性的理论，一副

散乱的形象。传统人格心理学教材撰写者更是在各

种框架中游弋，或从理论到理论，或从视角到视角，

或理论加研究，或只有研究主题框架。《人格研究》
一书的作者秉承学科整合的新动向，在人格房子、系
统化框架、五因素模型，以及 3D 模型 ( Description，

Dynamics，Development) 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容纳

性更大、更准确表达人格及其研究内容的框架，蕴含

人格理论 ( Theories) 、人格特质、人格动力、人格发

展，称为 T＆3D。该框架体现了学科逻辑和学科历

史的统一，是一个学科体系架构的创新，有利于人格

心理学的学习、研究和教学。3D + 模型涵盖了当前

所有重要的研究主题和路向，在日新月异的新研究

发现中展示出了学科的内在脉络，这无疑人格心理

学研究者、爱好者的“认知地图”。本书所介绍作者

研究团队十余年的成果，也遵从了这个多维学科架

构，具有很强的方法示范性。
人格心理学第二重挑战是学科各维度或分支

中，用哪些主题来引领研究、解释人性、诠释生活，服

务于学科目标。这是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领域，

每一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论取向、方法擅长和

生活观察来选择自己具体的研究。但从社会需求来

讲，特定时代总是有突出的需求。对于当前我国而

言，国民素质的塑造、身心健康的维护、创造力的发

挥，是服务于社会急剧转型，民族复兴等宏大目标所

急需的。在急剧变迁中所产生的新问题和新现象也

需要解释和探究，如生命意识、主体性建构、文化交

流等等。回应这样的时代诉求，研究内容如何铺陈?

从最基本的实用价值来看，只要符合解答现实困惑，

能够解释生活挑战的学术努力，就应当也能够获得

学界的尊重。书中的典型研究，例如马基雅弗利主

义人格的解读，这类研究主题关照现实生活，其内涵

能够激发多学科研究者的兴趣，将人格心理学研究

主题嵌入到多学科交流中去。马基雅弗利主义人格

研究有本土厚黑学和现实中价值观极端化作为基

础，但与厚黑学鸡汤式的给予人们行为策略不同，人

格心理学要用实证研究来解答这个源于政治学、泛
化到生活各个领域的心理结构，如何影响人们的工

作效率、道德决策，乃至人性貌似黑暗背后的工具主

义与道德主义的冲突与取舍机制。难能可贵的是，

研究者团队所展示的内容涵盖了人格心理学几乎所

有重要命题，在人格特质、人格动力、人格发展，及人

格与社会文化的宏大框架中，介绍了十三种分领域

四十个主题。这种宽广的切入和丰富内容系统地整

合在了完整的多维学科架构中，这种重要研究主题

的敏感性及其内在的逻辑联结，将不同取向的研究

整合成对一个人的理解———“描述完整的人”，体现

了作者团队用人格心理学的话语解答我国人格心理

学学科现实使命的系统贡献。



人格心理学第三重显而易见却容易忽略的是来

自话语和叙事方式的挑战。当前研究中比较突出的

翻译体，即中文表达中夹杂者外来的文法和表达方

式，读起来不够友好。这看起来是一个语言问题，实

际上更大的学术话语问题。中国人人格的描述对象

占世界人口百分之二十强，但我国人格心理学在国

际学界声音很小，几乎没有什么话语权。如果人格

心理学是一门科学的话，在逻辑上就排除了有一门

叫做中国人格心理学的学科。虽然心理学的许多分

支，从普通心理学到工业心理学，都有很大的普适

性，但是中国人的精神与社会生活确实是有不同于

西方之处，学科话语有自身发展的脉络，例如中国人

的脸和面子、互依型自我建构等具有文化、族群心理

的特异性。话语背后的差别，是西方话语与我国现

实生活之间确实有说不清楚的隔膜，畅销书中描述

的各种“积极做法”，民众会觉得距离自己的生活很

远; 各种心理咨询和治疗的流派，更是充斥着奇奇怪

怪的表述。这并非普通学习者的感受，专业人士对

此也感觉不顺畅，冠之以“胡说”。古代智慧对人心

理，尤其是道德、人际、社会、心理健康有关的领域，

有极大的洞察力，有很多系统阐述和做法时至今日

仍然有很大的应用价值。但随着对效率的追求，一

方面白话替代了文言，许多精妙之处，仍然需要翻译

或者诠释才能有用于生活，在当下被称之为国学或

读经; 另一方面，传统智慧也需要进行学科化表述，

以丰富和发展该学科。
换言之，真实生活不是传统话语穿越或借用西

方话语一下就能应付的了的。学术如果不能进入学

者的思考，不能进入大众的生活，就不可能有真正的

影响力，所谓的学术话语权也就无从谈起。但不管

是历史上精粹，还是西方科学话语，一概都需要翻译

过程，做好这两种“翻译工作”是后发心理学的捷

径。翻译过程，不能半土不洋，也不能文白不分，而

是要用当下标准的中文讲心理学，构建根植于文化

之脉的话语，让读者看得懂。这个翻译过程也不是

传声筒，而是遵循心理学实证传统，用系统证据来阐

释中国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的人格，有理有据。例

如对道家人格的阐释，书中所叙并不局限于在儒、
释、道框架中给出一种人格理论叙述，而是在理论整

理基础上编制了道家人格量表，用实证方式与中国

人个性量表 ( 当前中国人人格结构的一种系统理

论) 和大五人格量表( 西方最为流行的人格结构模

型) 形成对话，传统智慧和当下学科话语在一起碰

撞，获得启发性研究成果。书中随处可见这种沟通

古今中外、跨越不同学科但又平白有力的话语方式、
叙事方式。国内学者在这个路向上努力的不少，但

能够沟通各方而形成系统表述的不多见。
另一个与学术话语建构关联在一起的是学术贡

献。离开了学术贡献，学术话语目标必然会落空。
虽然，在科学化分工模式框架下，可以选择以大量人

力物力聚焦于一个点，以国人的聪明才智和锲而不

舍精神，获得学术突破应是没有悬念的。但对于形

成解释十四亿人丰富、伟大实践相适应的人格与社

会心理学体系，却很难在短时间之内有系统性突破，

重起炉灶更是困难重重。建构契合于生活的心理学

可能需要几代人的共同努力，这需要重点研究领域

的突破，更需要借鉴东西方两种智慧来系统地诠释

生活。也就是说，人格心理学的发展之路离不开面

向西方的过程，而终极追求包含了对知识对理解人

性的独特贡献，更是要向东，回到自有的生活，将研

究主题和内容扎根生活。《人格研究》是这样一本

著作，在庞大叙述背后所体现的是一种学术建构进

路，对于西方已经确认了的概念，以东方视角获取最

大公约数，对于传统智慧，予以学科化梳理，以达成

对学科架构的设定。由黄希庭教授作序，车文博教

授、刘华山教授、蔡华俭教授推荐的《人格研究》一

书，洋洋洒洒九十万言，可以说是面西向东，立意高

远，系统深入，蔚为大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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