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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全文从自然环境、社会人文环境、先天禀赋和后天家庭教养方式４个方面介绍人格形成过程与外界的关系。这是
在中医整体思维启发和指导下，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和长期临床研究而提出的“系统发展理论”，对破解西方人格理论研究

中存在的几大难题有启发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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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关于人格理论的研究目前公认存在着几大
困境。即１）人格是稳定的还是可变的？２）人格的
结构与维度之间的具体关系；３）结果还是过程？４）
描述还是解释？有人提出，要破解这个难题，需要从

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努力１。即：建构人格心理学的
元理论；将人格置于广阔的学科背景中进行研究；进

一步完善人格研究的方法论。我们曾在《中医理论

在中医心理学人格理论形成过程中的影响》［２］、《中

医心理学与人格研究状况述评》［３］等多篇文章中对

中医心理学的人格理论进行过论述。在中医学整体

思维启发与指导下，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和我们长期

临床研究，提出了人格构造的“系统发展理论”，作

为一管之见，供研究参考。

我们首先从自然环境、社会人文环境、先天禀赋

和后天家庭教养方式４个方面的整体思维介绍人格
形成过程与外界的关系。

１　人格系统与自然环境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灵枢·岁露》曰：“人与天地相参，与日月相应

也”，这是古中医“天人合一”思想的论述，也是中医

整体观的体现。不仅是中国古中医学，古今中外学

术界对自然环境之于人格形成的影响已经有了大量

的研究［４５］。生态环境、气候条件、空间拥挤程度等

这些物理因素都会影响到人格的形成与发展。有很

多研究说明了生态环境对人格的影响［６］。另外气温

会提高某些人格特征的出现频率，例如热天会使人

烦躁不安，对他人采取负面反应，发生反社会行为。

总之，自然环境对人格虽然不起决定性的作用，但在

不同物理环境中，人可以表现出不同的行为特点，所

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就是这个意思。以陶渊明为

例，据萧统《陶渊明传》记载：“陶渊明，字元亮，或云

潜，字渊明，浔阳柴桑人也”。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

境内，地理位置北临长江，东傍鄱阳湖，南靠庐山，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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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傍水，环境秀美。陶渊明在柴桑度过了他的少年

时代，很早就结下了田园情结，“少无适俗韵，性本爱

丘山”（《归园田居》其一）。陶渊明自小家庭本不宽

裕，可以说拮据甚至是贫困伴随其一生。这样的生

活使其这个本来就生长在没落贵族家庭里的陶渊明

在情感上更加疏远朝廷和统治者。为了维持生计，

他和农民、田园、劳作的关系日益亲密，即使后来为

官，也因为这段一般士大夫难以体会到的民间经历，

使其能冷静客观地看待社会弊端。田园生活还赋予

了陶渊明坚强的意志和耿直的性格，在他的骨子里

地打上了“自然”的烙印。从这里可以看出人格的

形成和发展是个体先天遗传素质与后天自然、社会

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

２　人格系统与社会文化属性是一个不可以分割的
整体

中医学经典著作《黄帝内经》中《素问·疏五过

论》：“从容人事，以明经道”７。所谓人事，即社会人
际之事，如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宗教、道德、

风俗、信仰以及人的性别、年龄、体质、人格、心理等

多种因素对个体人格系统必然会形成影响。这在我

们的临床研究中的大量临床案例充分说明了这一

点。这是从社会宏观方面来理解的，我们已经作过

论述。同时我们认为，这些复杂的社会文化属性必

然要通过家庭教养方式与生活事件过程对个体人格

发展过程与人格发展状态形成莫大的影响。我们可

以通过图１从整体角度看到自然环境和社会文化属
性因素对个体人格形成的先天与后天的影响，充分

展示出中医学整体理论对我们现在构建现代中医心

理学人格形成与发展的系统整体观。

图１　人格发展过程中先天与后天影响之间的关系模式图

　　人格的发展会受到个体的社会文化背景的影
响。不同的国家和民族有着不同的文化底蕴，也就

形成了不同的民族特性和心理特征。心理学的生命

力就在于应用，要研究人格，需要结合相应的社会环

境、文化背景，将人格发展与社会文化环境进行剥离

再融合来分析。由中医学这一中华优秀文化宝库中

分化发展并日益繁荣起来的中医心理学，为心理学

研究模式的多元化和本土化开辟了一条具有深厚历

史积淀的新途径。中医心理学在人格研究上需要解

决２个问题：人格“发展”与“本土化”问题。
３　先天禀赋是人格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成分

《素问·宣明五气》称：“五脏所藏，心藏神，肺

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肾藏志”，是人精神活动的主

体。五神与五脏形成直接联系，化生诸多心理活动，

衍生出以七情为基本要素的情志心理结构和人格结

构，由此构筑了中医心理学理论体系。五神不仅是

人的最基本、最核心的精神活动，还是沟通人际联

系、形成社会关系的基础和桥梁，可见人格的形成与

发展可见，离不开五神。而先天禀赋的充盛与否在

五神的发生发展中既是相应物质基础，也是生命活

动的激发条件，是人体生命活动的集中体现。“人

格”是中医之“神”概念的一部分。神是中医心理学

的核心问题。中医的“三神”理论认为，中医之“神”

的含义非常广泛，除了“整体生命活动的外在表现”

和“人体的最高功能层次”之外，还包括人的精神、

心理结构和心理活动，体现出“元神”（不神）、“识

神”（思虑神）和“欲神”３个不同的层次８。见图２。
其中“元神”是“神”最重要的部分，是先天的，有了

它，就有了生命；元神不受意识支配，可自主地发挥

作用，识神则赖其而产生，却又可干扰元神；元神存

在于大脑结构当中；元神是生命的主宰。而现代心

理学则认为，气质是个人生来就具有的心理活动的

典型而稳定的动力特征，是人格的先天基础。从这

个角度来看，所谓气质，已经在中医整体论思想中有

所体现了８。

图２　中医关于神、元神（不神）、欲神、
　　识神（思虑神）之间的关系

４　家庭教养方式与生活事件对个体人格形成与发
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国古代非常重视家庭教育，家庭教育思想可

谓源远流长。在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中可以看出，

除了先秦的礼法，汉代的家法，六朝以后出现的家

训、家规、家仪等，都有着对家庭教育的专门论述，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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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还有大量散见于经史子集中的有关家教的名言、

名篇和大量的古代传统家书以及传播于世的教子诗

文等，也无不蕴含着丰富家庭教育思想，阐释对家庭

教育重要性的认识。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齐家既

是修身的目标，又是治国的基础。所以，怎么样“齐

家”便成为中国古代家庭教育的根本追求。魏晋南

北朝时期，社会上涌现了大批家庭教育著作，如诸葛

亮的《诫子书》，嵇康的《家戒》，向朗的《戒子遗书》

等。此中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堪称是我国历史上

第一部内容丰富、体系宏大的家训。关于家庭培养

方式对人格形成与发展的影响，尤其对青少年时期

的人格影响，国内外均有相关文献报道９１４，我们下
面还将从临床案例研究结果中予以更详细的介绍。

我们通过图３可以从宏观角度看到基因遗传背景
下，后天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与家庭教养方式对个体

人格形成与发展的影响。

图３　人格发展与自然、社会以及家庭环境
之间的关系模式图

　　 图４　人格发展过程中各内部要素与家庭教养
　　方式、生活事件之间的关系模式图

　　我们还可以通过图４进一步看到对个体人格发
展过程中，家庭教养方式与生活事件对人格形成产

生的影响，其中的具体内容，我们是从３０年临床研
究积累的病历（包括来自近千例精神与心理疾病患

者自己所描述的成长过程），并经过现代质性研究和

临床研究过程中逐步提炼而成。其中的具体内容我

们将通过其他文章进行详细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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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关系［Ｊ］．中国神经精神疾病杂志，２０１７，４３（４）：２２９２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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