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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心理传记学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
———基于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的知识图谱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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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师范大学 心理学院、心理传记学研究所，甘肃 兰州７３００７０）

摘要　知识图谱分析法可清晰展现某一研究领域的现状与趋势。本文以中国知网（ＣＮＫＩ）
为主要数据源，通过其他多种渠道补充数据源，借助Ｅｘｃｅｌ办公软件和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５．２．Ｒ２可视化

软件，分别绘制发文数量的时间分布、作者及机构合作、发文期刊统计以及关键词聚类图谱。研

究表明：我国心理传记学类文章年发文量曲折增加，研究群体正不断壮大，研究内容有一定的创

新但进步不明显，目前尚需克服合作零散、理论创建不足等问题，推进理论和方法的科学化，提升

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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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心理传记学（Ｐｓｙｃｈｏ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ｙ）是把人放在特

定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下，研究独特的、非凡人物一

生的生命历 程，通 过 揭 示 和 重 建 其 生 命 故 事①，认

识其 心 理 现 象 发 生 的 本 质。１９１０年，Ｆｒｅｕｄ以 其

代表性著作《列奥纳多·达·芬奇与他童年的一个

记忆》（Ｌｅｏｎａｒｄｏ　ｄａ　Ｖｉｎｃｉ　ａｎｄ　ａ　Ｍｅｍｏｒｙ　ｏｆ　Ｈｉｓ
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为其 开 山 之 作，开 创 了 心 理 传 记 研 究

的先河，此后，心理传记学在西方若隐若续地发展。
早期发 展 过 程 中，Ｆｒｅｕｄ、Ｅｒｉｋｓｏｎ、Ｅｌｍｓ等 人 对 相

关理论进行了探讨，但理论体系并不完善，且存在

史实不充分、解释过度、证据不足等缺陷，因而饱受

批评。此 后，Ｒｕｎｙａｎ、ＭｃＡｄａｍｓ、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Ｅｌｍｓ
等人出版了相关理论性著作，增强了心理传记学的

理论建树。加 之２０世 纪８０年 代 Ｔｈｅｏｄｏｒ　Ｓａｒｂｉｎ
对叙事取向心理学的积极努力，带动了心理传记学

的发展。此 外，１９８８年，美 国 心 理 学 家 Ｇｅｒｇｅｎ的

《走向后现代的心理学》这一专题报告提倡研究方

法的多元化以及从文化历史的视角研究人②，间接

对心理传记学的发展有所促进。理论的发展、叙事

心理学的影响以及后现代思潮的冲击加快了心理

传记学的全球化速度，这种趋势也传到了国内，国

内的心理传记研究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全面展开。
三十年来，心理传记学在国内的发展状况如何？相

比于西方的 研 究，中 国 的 心 理 传 记 学 研 究 有 何 特

色？中国心理传记学的未来在哪里？本文将借助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信息可视 化 分 析 软 件，通 过 文 献 数 据 绘

制图谱，以一种更直观、更清晰的方式展现中国心

理传记学研 究 的 现 状，并 通 过 对 图 谱 的 分 析 和 讨

论，揭示其在国内的发展趋势。

二、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 以 中 国 知 网（ＣＮＫＩ）期 刊 全 文 数 据 库

为数据源，以“心理传记学”作为主题检索，日期是

２０１８年６月４日，共 检 索 到１５３篇 文 献。去 重 并

剔除与主题不相关者，共得到９６篇文献。以“心理

历史学”作为主题检索，共得到４１条结果，筛选有

效记录２９条，去除与以“心理传记学”为关键词查

到的４篇重复文献，得文献２５篇。从以上已筛选

文献的参考文献和引证文献出发，采用手动方式逐

条筛选其他相关文献，共筛选出６７篇。另通过香

港、台湾数据库搜索到论文２３篇。综合所有数据

并汇总，共统计到２１１篇与心理传记学紧密相关的

文献，其中包括６３篇学位论文、１３８篇期刊论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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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篇会议摘要。
（二）研究工具

本文主要采 用Ｅｘｃｅｌ和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５．２．Ｒ２信

息可视化分析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和知识图谱绘制。
知识图谱（Ｍａｐｐｉｎｇ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Ｄｏｍａｉｎ），又称知

识域可视化或知识领域映射地图，是显示知识发展

历程与结构关系的一种图形③。由于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软

件所绘制的图谱特征鲜明，使得其被迅速地广泛应

用④。它是由美国德雷克塞尔（Ｄｒｅｘｅｌ）大学华裔学

者陈 超 美 教 授 开 发 的 基 于Ｊａｖａ语 言 的 可 视 化 软

件，可通过挖掘数据信息而绘制科学知识图谱，使

复杂的知识网络更清晰，有助于预测知识发展前沿

的新态势⑤。自２００４年９月 该 软 件 推 出 以 来，作

为一个专用的科学知识图谱绘制工具，已得到国际

科学计量学界相关研究机构和人员的广泛使用。

三、数据分析与图谱解读

将数 据 导 入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时 间 跨 度 为１９８３—

２０１７年，时间段 为１年，数 据 来 源 勾 选 题 目、摘 要

和关键词，网络节点类型分别是作者、机构以及关

键词，并设置合适的阈值，采用寻径算法或最小生

成树剪枝算法，生成可视化知识图谱。
（一）发文量随时间分布图

发文数量的变化可直观体现某一领域的发展

状况，绘制心理传记类文章的发表数量随时间分布

的情况，如图１所示。首篇文章发表于１９８３年，早
期的研究者多使用传统历史学家提供的传记资料

推测重要人物成年时的个性，这些对重要人物的心

理传记的研究形式被看做心理历史学研究的主要

形式⑥。１９８３—２０１１年间，发文量曲折增长。１９８７
年，香港中文大学邹秉洛在其硕士学位论文《中国

青年导师鲁迅之性格及其发展》一文中首次系统采

用了心理传记学的研究方法。之后，台湾辅仁大学

丁兴祥教授于１９９３年春天首次开设心理传记学课

程，随后又指导陈祥美、赖诚斌等多位研究生完成

心理传记学方向的学位论文，推动了心理传记学在

台湾的发展。大陆也于１９９７年由郑剑虹在导师黄

希庭的指 导 下 完 成 第 一 篇 心 理 传 记 学 硕 士 论 文。

２００５年，Ｓｃｈｕｌｔｚ主 编 的《心 理 传 记 学 手 册》出 版，
此书同时涵盖了理论介绍和案例分析，其出版促进

了心理传记学在国际上广泛传播，同时带动了中国

心理 传 记 学 研 究 模 式 在 此 时 期 的 发 展。２０１２—

２０１４年间发文量较之前增速较快，且在２０１４年达

统计年限内发文数量的峰值，主要归因于《生命叙

事与心理传记学》集刊的出版，仅２０１３、２０１４这两

年所统计的４８篇论文中就有１６篇均来源于该集

刊。整体而言，发文数量随时间分布图揭示出我国

心理传记学的曲折发展，总体趋势是：成果数量逐

年增加，特别是学位论文的增加，直接推动了该领

域的持续发展。

图１　１９８３—２０１７年国内心理传记学研究年发文量走势图

　　（二）作者合作图谱

作者共现分析能够识别出某领域的核心作者

以及作者间合作强度。如图２所示，从各节点可看

出对应作者发文量的多少，越大的节点对应发文量

越多的作者；节点颜色代表发文年代，按照时间先

后顺序色调由暖变冷；节点间连线和连线粗细能揭

示作者间合作状况，越粗的连线揭示作者间越频繁

的合作。图２中，共出现作者２０１个，作者间合作

有８９个，网 络 密 度 为０．００４４。所 有 节 点 中，可 明

显看到５个较大节点，分别是以郑剑虹、舒跃育、丁
兴祥、吴继霞、李朝旭为中心的作者群。其中丁兴

祥和郑剑虹所对应的节点中心颜色更深，表明丁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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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郑剑虹 是 我 国 较 早 开 始 心 理 传 记 学 研 究 的 学

者。另外也有一些小合作团队，节点间只有一条连

线，其网络并没有展开，因而只局限于两人合作，合
作力量较弱。总览全图，可以看到很多比较孤立的

点，且各团体间的网络联结比较少，说明该领域作

者间的学术合作十分欠缺，中国心理传记学的研究

还处于比较分散的状态。

图２　１９８３—２０１７年国内心理传记学研究作者合作图谱

　　统计数 据 表 明，发 文 数 量 最 多 的 作 者 是 郑 剑

虹，共发文１９篇，基于普莱斯定律对核心作者的界

定，在本领域中发文量≥３的为高产作者。发文量

排名前１０位的作者如表１：

表１　１９８３—２０１７年国内心理传记学研究高产作者

序号 作者 发文量／篇 首发文章时间 单位

１ 郑剑虹 １９　 １９９５ 岭南师范学院

２ 舒跃育 １６　 ２００８ 西北师范大学

３ 丁兴祥 １１　 １９９４ 辅仁大学

４ 吴继霞 １０　 ２００７ 苏州大学

５ 赖诚斌 ５　 １９９４ 辅仁大学

６ 李朝旭 ４　 ２０１６ 曲阜师范大学

７ 杨玲 ４　 ２００８ 西北师范大学

８ 陈祥美 ４　 １９９４ 辅仁大学

９ 朱晨海 ４　 １９９９
上海市中小学教

育科学研究所

１０ 王世明 ３　 ２０１３ 闽南师范大学

如表１所示，除排名居前４的作者发文数量较

多外，其他作者的发文量普遍较少，表明国内长期

稳定从事心理传记学研究的人员较少。从作者的

单位 分 布 可 见，辅 仁 大 学、苏 州 大 学、岭 南 师 范 学

院⑦ 和西北师 范 大 学 是 从 事 心 理 传 记 学 研 究 的 主

要机构。从初次发文时间来看，丁兴祥和郑剑虹等

人是最早从事该领域研究的学者，李朝旭等人是心

理传记学研究的新生力量。赖诚斌、陈祥美、朱晨

海等研究者虽然早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就已经有相

关学术文章发表，但后期再没有产出更多心理传记

作品。
（三）机构合作图谱

利用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软件生成机构合作知识图谱，
可借此直观了解该领域的研究在国内的分布情况。
图３中研究机构用节点表示，各节点大小代表发文

量，连线越粗代表机构之间的合作次数越多，节点

色调由冷变暖表明机构的发文时间由远及近。图

３中 节 点 共 ７３ 个，连 线 共 １６ 条，网 络 密 度 为

０．００６１，各节点间的连线较少，说明跨机构 合 作 研

究较为缺乏。图中可明显看出西北师范大学、岭南

师范学院、辅仁大学、苏州大学等机构是我国心理

传记学研究的主要机构，其中辅仁大学研究起始时

间较早。心理传记学相关论文的产出机构广泛分

布于全国各大高校，说明心理传记领域的研究已在

全国逐渐展开。
（四）发文期刊统计

通过发文期刊可以了解一个领域文章的质量

如何，越高级别的期刊收录的该领域的文章越多，
表明文章质 量 相 对 较 高，学 界 对 其 的 认 可 度 也 较

高。使用Ｅｘｃｅｌ软件统计１９８３—２０１７年间发文数

量在２篇及以上的期刊，记录首次发表心理传记学

类文章的时间，并统计所收录文章占所有统计到的

期刊文章的比例，结果如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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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１９８３—２０１７年国内心理传记学研究机构合作图谱

　　表２　１９８３—２０１７年国内心理传记学研究主要发文期刊

期刊名称 次数 文章始发时间 比例（％）

生命叙事与心理传记学 １８　 ２０１３　 １３．０４

心理科学 ＊ ８　 １９９９　 ５．８０

应用心理研究 ６　 １９９９　 ４．３５

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 ６　 １９８３　 ４．３５

社会心理科学 ５　 ２００８　 ３．６２

阴山学刊 ５　 ２０１１　 ３．６２

湛江师范学院学报 ５　 ２００６　 ３．６２

心理技术与应用 ４　 ２０１４　 ２．９０

学习与探索 ２　 １９８８　 １．４５

心理学进展 ２　 ２０１３　 １．４５

江汉论坛 ２　 １９８８　 １．４５

欧美文学论丛 ２　 ２００５　 １．４５

西北师大学报 ２　 ２０１５　 １．４５

宁德师专学报 ２　 １９９７　 １．４５

　　备注：＊标注的为心理学核心期刊

如表２所示，目前国内该领域的文章主要发表

于心理学类和人文社科综合类杂志。心理学类杂

志中《生命叙事与心理传记学》和《应用心理研究》
杂志均创刊于台湾，这与辅仁大学丁兴祥教授等人

的积极推动密切相关。心理学核心期刊中仅有《心
理科学》杂志因其对多元研究方法的更开放的态度

刊载了８篇 心 理 传 记 学 类 文 章，占 所 统 计 文 章 的

５．８０％，且 自１９９９年 该 杂 志 首 发 此 类 文 章 以 来，
约平均２年发一 篇 相 关 文 章，年 文 章 收 录 量 相 当

少。《现 代 外 国 哲 学 社 会 科 学 文 摘》、《学 习 与 探

索》、《江汉论 坛》等 杂 志 虽 然 早 在２０世 纪８０年

代就已发表相关 文 章，但 在 随 后 却 没 能 接 纳 更 多

此类文章。整体来 看，心 理 传 记 学 类 文 章 零 散 地

分布于各杂志（其 中６９篇 文 章 分 布 于６９个 不 同

的杂志），文章质 量 参 差 不 齐，相 关 研 究 尚 未 引 起

学界持续关注。
（五）研究内容知识图谱

关键词是对研究内容的高度概括，因此通过对

关键词的分析有助于了解该领域的主要研究内容，
并从中发现取得的成果和存在的问题。图４为高

频关键 词 聚 类 图 谱，其 中，节 点５３２个，连 线６２７
个，网 络 密 度０．００４４。左 上 角 信 息 栏 中 出 现 的

Ｍｏｄｕｌａｒｉｔｙ和Ｓｉｌｈｏｕｅｔｔｅ参 数 值 用 来 评 估 聚 类 效

果，Ｍｏｄｕｌａｒｉｔｙ是网络模块化评价指标，Ｍｏｄｕｌａｒｉ－
ｔｙ值即Ｑ值，其取值区间为［０，１］，Ｑ值越大代表

聚类越好，Ｑ＞０．３时聚类显著；Ｓｉｌｈｏｕｅｔｔｅ值能评

估网络同质性，该值越趋近于１，网络同质性越高，
当Ｓｉｌｈｏｕｅｔｔｅ＞０．７时，聚 类 信 度 较 高⑧。本 研 究

中Ｑ值 为０．７８７１，比０．３大，聚 类 非 常 显 著，Ｓｉｌ－
ｈｏｕｅｔｔｅ值为０．９５６２＞０．７，聚类信度较高。

从图４中可看到，我国心理传记学领域共可分

为３２个集群，按内容类别归类，可分为四大主要类

别。聚类标签＃０、＃２分 别 是 心 理 传 记 学 和 心 理

传记，其实质为研 究 方 法。聚 类 标 签＃１、＃３、＃６
分别是心理史学、历史心理学、心理学，此为与心理

传记学密切 相 关 的 学 科 分 支。聚 类 标 签＃４为 人

格，是研究侧重点的体现。聚类标签＃５、＃７、＃８、

＃９、＃１０分别是传记家、鲁迅、西尔维娅·普拉斯、
马克思、诸葛亮，这些即为研究者做心理传记研究所

偏爱的传主或同一研究者对某一传主的深入研究。
频次较高的关键词能代表该领域的研究热点，

统计关键词频次在４次以上的关键词，如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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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１９８３—２０１７年我国心理传记学研究关键词聚类图谱

表３　１９８３—２０１７年我国心理传记学研究关键词频次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１ 心理传记学 ７１　 １４ 鲁迅 ５

２ 心理传记 ３９　 １５ 精神分析 ５

３ 人格 ３５　 １６ 毛泽东 ５

４ 心理历史学 ２４　 １７ 自杀 ５

５ 历史心理学 １８　 １８ 诸葛亮 ５

６ 心理史学 １７　 １９ 人格特质 ４

７ 人格特征 １３　 ２０ 梁漱溟 ４

８ 历史学家 １２　 ２１ 心理分析 ４

９ 弗洛伊德 ９　 ２２ 曾国藩 ４

１０ 生命故事 ７　 ２３ 悬念性问题 ４

１１ 心态史学 ７　 ２４ 传主 ４

１２ 西尔维娅·普拉斯 ７　 ２５ 学科 ４

１３ 心理学 ６

表３中 “人格”、“人格特征”、“人格特质”的频

次排名均靠前，揭示出当前我国心理传记学研究者

对传主 人 格 研 究 的 重 视。郑 剑 虹⑨、杨 波⑩、朱 晨

海瑏瑡、傅安国瑏瑢、舒跃育瑏瑣 等人的研究均从人格层面

出发对传主进行心理分析。“心理历史学”、“历史

心理学”、“心理史学”、“历史学家”体现了心理传记

研究的跨 学 科 性 质，从 历 史 来 看，在“Ｐｓｙｃｈｏｂｉｏｇ－
ｒａｐｈｙ”这一英文词出现之前，心理历史学在某种程

度上与心 理 传 记 学 等 同瑏瑤。开 展 心 理 传 记 研 究 需

要一定的历史学和心理学的基础，基于史料前提的

分析更有助于对传主真实心理动机的阐释。“弗洛

伊德”、“精神分析”的频次较高，一方面因为弗洛伊

德是心理传记学研究的开拓者，很多相关文章中谈

到历史起源不免都会提及弗洛伊德，另一方面，当

前我国研 究 者 主 要 采 用 精 神 分 析 理 论 分 析 传 主。

“生命故事”的出现频次高，源于研究过程中将传主

的生命编排成连贯而富有启发性的故事，可以更好

地理 解 传 主 生 命。关 于 传 主，对 西 尔 维 娅·普 拉

斯、鲁迅、毛泽东、诸葛亮、梁漱溟及曾国藩的研究

者较多或者研究较深入，因此这些词语出现频次较

高。“悬念性问题”的研究模式是近年来较吸引人

的一种研究方式，以悬念性问题为线索，更有助于

研究者就传主生命中的“悬念”展开进一步的原因

追 踪，同 时 也 容 易 引 起 读 者 对 心 理 传 记 研 究 的

兴趣。

四、讨论

（一）中国心理传记学发展的重要成果与主要

问题

１．心理传记学在中国的重要成果

研究结果表明，国内的心理传记学所取得的成

果主要表现在发展规模的增加和研究内容的丰富

创新两方面。一方面，心理传记类文章发文数量、

参与该领域研究的作者数量和相关研究机构的增

加均体现了我国心理传记学发展规模的增加。究

其根本，国内目前已经加强了心理传记学的制度化

建设，成立了相关的学会、研究所和专业委员会，主
办了相应期刊，相关学术期刊先后开辟“心理传记

学”专栏。例如，“心理传记学专题”在台湾《应用心

理研究》杂志的开辟（２００１）、“生命叙事与心理传记

学学术研讨会”的召开（２０１２）、《生命叙事与心理传

记学》杂志的创刊（２０１２）、“心理传记学研究所”组

织的成立（２０１３）、“生命叙事与心理传记学会”的成

立（２０１４）以及“心理学质性研究专业委员会”的筹

建（２０１７）等，均对心理传记学在国内的推进影响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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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另一方面，研究内容的关键词聚类图和关键词

频次统计表中可看出该领域研究内容的创新。“人
格”“悬念性问题”等词语较凸显，这与质量结合的

研究模式紧密联系。该模式由传主人格的评估与

分析和悬念性问题的确定与分析两部分构成，它是

大陆学者郑剑虹在开展心理传记学研究过程中的

创新，也是我国心理传记学研究过程中取得的重要

成果。对传主人格的评估分析须从外显和内隐两

方面进行互为补充和印证的综合性评估，以获得对

传主人格的全面理解。它通过定性或定量方法确

定悬念性问题后，以其为主要线索，将传主生命编

排成连贯而有启发性的故事，达到更好地诠释传主

的目的。与大陆的创新不同的是，心理传记学在台

湾逐渐形成了主客对话的研究模式。所谓的主客

对话就是主体和客体的对话，主体即指研究者，客

体也就是心理传记学研究中的传主。此种研究模

式下，研究者更多基于自身的生命经验和传主的立

场，与传主本人和理论进行对话，研究传主的生命

经历而勾 动 研 究 者 本 身 的 生 命 经 验瑏瑥。可 以 肯 定

的是，这些重要成果均是我国研究者努力谋求心理

传记学的发展所创造的，但需注意的是，质量结合

的研究模式虽新颖，但也存在科学实在论与社会建

构论结合的矛盾。这主要是因为量化研究基于实

证主义的哲学观，假设一切心理现象都客观存在，
研究者独立于被研究者之外，且价值中立。而质性

研究偏向以现象学、诠释学、符号互动论等思想为

其理论基础，假定心理现象与研究主体的涉入紧密

联系，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彼此互动，价值中立不可

能存在瑏瑦。二 者 无 论 从 哲 学 基 础，还 是 从 本 体 论、
认识论、价值论等方面都有本质区别，彼此对立，矛
盾突出。此外，主客对话的研究模式主要受德国著

名存在主义哲学家 Ｍａｒｔｉｎ　Ｂｕｂｅｒ的对话哲学思想

的影响，从人与人的关系出发，强调关系中的对话、
包容与共享，使 心 理 学 更“人 化”瑏瑧。整 体 看 来，我

国在创新过程中依然依托于西方哲学思想，或许今

后可以尝试提出我们自己的本体论、方法论等。

２．中国心理传记学发展进程中的主要问题

一方面，作者合作图谱和机构合作图谱中清晰

显示出该领域学者间、机构间合作研究较零散。这

主要因为心理传记学的研究模式在我国尚处于初

级发展阶段，理论基础薄弱，暂未能形成系统的规

范，缺乏心理学研究工作者的普遍认可。这导致一

些研究者短期内看不到发展前景，虽然对该研究模

式有一定的兴趣，但为了谋求更稳妥的发展，只能

在初步涉足之后放弃而选择他向，学术拓展未能继

续，从而造成研究的零散。另一方面，发文机构和

期刊的统计表明我国心理传记学尚处于心理学大

环境的“边缘地带”，有待引起学界同仁关注。依主

流评价体系来看，心理传记学类文章的高产高校在

国内高校中心理学学科实力排名并不靠前，且与中

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

主流高校相比，此类高校的心理学发展状况堪称滞

后。心理学核心期刊中唯《心理科学》杂志收录仅

有的几篇心理传记学类文章，其他文章零散收录于

人文社科综合类杂志中。心理传记学的研究模式

何以见诸“边缘学校”、“边缘期刊”？也许正是因为

在这些“边缘化”体系中，主流实证的霸权地位还未

植根于更深层次，多元化的心理学研究思想更易被

接纳，才 使 得 心 理 传 记 学 谋 得 一 席 空 间。综 合 分

析，我国心理传记学发展进程中之所以面临以上问

题，可从内在和外在两方面进行原因分析。从内在

看来，目前高水平的心理传记学类文章寥寥无几，
研究者需努力提升个人研究水平，促进心理传记文

章质量的提升，让其研究价值体现于应用中。从外

在来看，当前的主流评价体系更偏爱实证研究，心

理传记学的研究价值并未突出。学界同仁有必要

改变思想，对人文取向的心理学研究模式持更开放

的态度，让心理传记学被接纳。
（二）心 理 传 记 学 会 在 近 十 年 内 快 速 发 展 的

原因

“心理学是研究人的一门科学，心理学的研究

要从人出发，而又归结到人。心理学的根本任务是

要科学地阐明人是什么，以求得对人的实质有充分

的正确理解”瑏瑨。客 观 地 讲，我 国 主 流 心 理 学 研 究

模式以“心理学是一门自然科学”为前提，将作为研

究主体的人的整体心理现象分散和消解，其对实证

科学文化的过于崇拜导致盲目，缺乏系统周密的逻

辑论证瑏瑩，虽然 关 注 到 了 人 类 心 理 的 客 观 性、生 物

性和遗传性特征，却忽视了其主观性、社会性以及

历史性特征瑐瑠，使得人类心理与历史文化背景相脱

离，无法达到理解整体的人的心理的目的。与此相

反，人文取向的心理学反对还原论和客观主义，主

张 研 究 统 一 的 人，认 为“人 是 一 种 成 长 中 的 存

在”瑐瑡，重视人的 自 主 能 动 性。相 比 于 科 学 主 义 取

向的心理学 研 究，此 种 研 究 更 趋 向 于 对 人 性 的 探

讨，重人文取向的心理传记学可谓为心理学走向人

文的一条回家路。实质上，我国五千多年的优秀传

统文化中对心理现象的研究多从心理的道德与精

神层面展开。不同于西方自下而上的研究，这是一

种自上而下形式的研究，本质就是人文取向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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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研究瑐瑢。因 此，人 文 取 向 的 心 理 学 在 中 国 兴 起，
可谓为心理学找到了一条回家的路。此外，虽然我

国有越来越多的心理学从业者，但无论在理论还是

技术层面却严重缺乏研究的独特性和创新性。主

要原因在于我国研究者没能站在一个更高的位置

系统地审视学科根基，缺乏自己的宏观思考，过于

局限于具体而零碎的研究，理论建树缺乏，属于我

们自己 的 学 科 理 论 体 系 或 研 究 范 式 并 未 系 统 建

立瑐瑣。此种情况下，以本文化中历史名人为研究对

象的心理传记学，为解决当前主流心理学所遇到的

困境提供了可能。
（三）中国心理传记学的未来

人的心理兼具生物和社会特性，这必然意味着

心理学 研 究 必 须 具 备 实 证 和 人 文 两 种 取 向 的 研

究瑐瑤。所以心理 学 之 偏 重 于 实 证 研 究 而 忽 视 人 文

研究必然不 利 于 其 长 期 发 展，而 心 理 传 记 学 的 发

展，正是人文取向的心理学逐渐被学界重视的体现

之一。在未来发展过程中，心理传记学这种人文取

向的研究模式有必要进一步丰富我国心理学的研

究内容。首先，结合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构建独

立的学科本体论和方法论，使心理学理论本土化，
心理传记学的研究从而可告别单纯地依靠西方的

理论解释我国历史人物。高校需加强对理论心理

学课程的重视，鼓励理论思考和创新，提升学生理

论素养。同时以学术研讨会或学术报告的形式研

究和探讨我国传统文化思想资源，构建本土心理学

的知识体系。对儒家和道家哲学思想的学习和反

思均有助于我们提炼凝聚我国历史文化气息的心

理学理论。只有结合具体的文化背景，心理学才能

全面保证其真正的科学性瑐瑥。其次，资料筛选有必

要更加精细化，增进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心理传记

学研究的传主多为历史人物，对于历史人物的研究

尤其需要注重历史证据的严谨性，研究者需要借助

一切可利用资源进行实地考量或多方考证，对于已

故不久远的人物可对其亲人或友人进行访谈，再综

合多方访 谈 资 料 辨 别 史 料 真 伪 或 补 充 史 料 信 息。
再次，提升应用价值。心理传记学在实际应用中的

价值有助于增加其影响力。具体可从三方面着手，
第一，鼓励对政治人物的心理传记学研究。一个国

家的政治人物尤其是政治首脑的个人性格特点或

行为对一个国家的政治决策有重大影响，甚至可能

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兴衰存亡，故有必要借助心理传

记学的研究模式剖析与预测政治人物心理。第二，
心理咨询、教育与心理传记学结合。心理传记学研

究多为个案研究，尤其是研究过程中涉及对个人行

为背后动因的分析，可将对个案行为的分析与心理

咨询中来访者的个人行为或教育中个体的异常行

为结合起来，发现共同点并找出可能原因，对来访

者或个体进行心理疏导。第三，心理传记研究应用

于人才任用及选拔。因不同岗位对人才的个人特

质需求不同，而心理传记学的研究视传主为独特的

人，因此可借助心理传记学的研究模式评估候选人

的独特性，将岗位人才分配合理化。总之，未来心

理传记学的理论、方法和实践均需不断改进，以促

进心理传记研究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五、小结

本文 以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知 识 图 谱 为 参 考，通 过 对

１９８３—２０１７年间的 心 理 传 记 相 关 论 文 的 分 析，直

观地揭示了目前中国心理传记学研究的现状与趋

势。从发展总趋势来看，目前中国心理传记学的研

究正在积极向前推进，发文量曲折增长，作者数量

逐渐增多，新生力量正融入该领域，多所高校对此

领域研究有所涉及，心理学核心期刊中亦收录有此

类文章，传 主 的 选 择 及 研 究 方 法 逐 渐 多 元 化。但

是，当前国内心理传记学研究中尚存在诸多不足，
研究零散、边缘化、创新不足等各问题都需要关注

并 改 善，这 样 才 有 利 于 我 国 心 理 传 记 学 的 长 足

进步。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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