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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传记学研究综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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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研究范式也日益转变，心理传记学作为一种研究范式已受到大多数学

者的关注。探讨心理传记学的概念、国内外的历史发展、研究方法、研究现状及前人研究的不足与展望等，发

现在研究过程中创建新理论才是关键。在未来的研究中，应该让心理传记学走向大众，走向生活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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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学术研究活动也随

着社会思潮的转变在对象和实践上有所不同，同时

各个学科也随之发展，心理学也不例外。但是心理

学研究所要达到的根本目的，是要洞悉人类的行为

之谜，是把人作为分析的核心内容，通过分析人类动

机达到对人本身的认识［1］，正如美国心理学家布根

塔尔所说:“最终目标是准备全面地描述: 作为一个

人活着究竟是什么意思……这一种全面的描述将必

然包括人类先天才能的一系列内容; 他的潜在的思

想、情感和行动; 他的形成、演变和衰老; 他与各种环

境条件的相互影响……他可能有的经验范围和种

类; 以及他在世界上的有意义的地位。”［2］然而在心

理学领域中，研究通常采用实证主义的观点，而这样

取向的效度和对某些研究课题的适用性也越来越遭

到质疑［3］。所以从实验室出来的结果虽然达到了

统计上的显著性，但往往不能很好地理解真实的生

命，往往忘记了去研究人类行为背后的个人动机是

什么，更不能阐释人类的需要、动机、态度以及情感

等。然而随着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出现了跨学科

和学科整合的特点，随之也产生了一些不同于传统

实证主义取向的学术活动。心理传记学当然就是在

这样的条件下应运而生。心理传记学作为质化的叙

事研究是一种研究范式、一种特殊的研究方法，是一

种艺术的方式，同时成为近年来新兴的学术领域，也

越来越吸引国内外学者的眼球。心理传记学主要研

究潜意识，这种潜意识既包括传主尚未感知的心理，

也包括其“不愿承认的心理实在”［4］( P100)。它作为

一种重要的方法去了解个人生命，探究的是个体生

命最深层、最特殊之处，具有独特性和差异性，并对

心理学探究一般化具有深刻的意义。

一、心理传记学简介

关于心理传记学的定义，不同的学者有着不同

的看法。弗里德兰德( Friedlander) 将心理传记学定

义为心理分析理论或概念在传记学上的运用［5］。
鲁尼恩( W． Ｒunyan) 认为心理传记学的界定不只是

将人格理论应用在传记，同时也包括将心理学理论

的任何分支的心理概念、资料及方法应用于传记

学［6］( P32)。麦克亚当斯 ( McAdams，D． P． ) 和奥克博

格( Ochberg，Ｒ． L． ) 则认为心理传记学是有系统地

运用心理学理论将个人生命转换成一个连贯且具启

发性的故事［7］( P63 ～ 64)。郑剑虹先生则认为心理传记

学是采用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单个人物的生活史

和人格进行心理学的编排和解释的方法［8］( P87)。周

宁认为心理传记学是指明确地使用正式的或系统化

的心理学概念、原理或理论于传记的研究，并把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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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发展历程转换成一个连贯的并具有启发性的故

事［9］( P16)。综上所述，可以认为心理传记学是运用

系统的概念和理论知识，试图将非凡人物的生活史

和人格进行心理学解释，试图揭示出个人行为模式

的内在因果联系和生命过程中一些辉煌的阶段。总

之是对具有历史意义的生命过程展开分析。

二、国外的研究

心理传记学的研究最早开始于奥地利精神分析

医生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1910 年出版的《列奥纳多

·达·芬奇和他对童年的一个记忆》( Leonardo da
Vinci and a Memory of His Childhood ，1910 /1957 )

一书。弗洛伊德同时也研究了威尔逊总统。但弗洛

伊德开始研究这两位人物只是为了运用他的精神分

析理论。20 世纪 20 年代，心理传记被大量出版，其

作者通常并未经历过正规的精神分析或者精神医学

的训练［10］( P116)。大量心理传记作品引用精神分析

中的恋父恋母情结、潜意识、性冲动等理论难免有些

牵强附会。30 年代，心理传记学继续发展，但心理

传记学作品出现了泛滥，研究方法也受到批评。40
年代，心理传记学发展比较缓慢。50 年代心理传记

研究出现了重大转折，产生了一些对方法学要求严

谨的作品。主要有埃里克森出版的《青年路德: 一

项精神分析与历史研究》［11］，他把人际关系和社会

关系等因素加入心理传记作品的分析，摆脱了童年

经历绝对化和“泛性论”，并推动了精神分析理论向

新精神分析理论的转化。六七十年代，出现了著名

的心理传记作品。90 年代，由于心理传记学概念的

界定以及理论和多元方法的发展，出现了心理传记

学学位论文。同时出现了许多研究心理学家的心理

传记作品。如中国香港心理学家岳哓东博士的《少

年我心》等著作就是此类代表。21 世纪初，心理传

记学在理论和方法上得到了大的进展。这一时期，

心理传记学研究已形成了三个较为稳定的领域: 政

治人物的心理传记学研究、心理学家的心理传记学

研究和艺术家的心理传记学研究。

三、国内的研究

20 世纪 80 年代，随着弗洛伊德著作的广泛传

播，以精神分析理论为基础的心理传记作品开始被

逐渐介绍到国内，但范围更多被局限在史学理论的

专门领域，以至于心理传记学没被其他学科的学者

所了解，更不知道心理传记与人物传记有何区别。
从心理学角度向国内介绍心理传记学，最早是台湾

辅仁大学的丁兴祥教授。他曾师从心理传记学大师

埃尔姆斯( Elms) 。1990 年开始在辅仁大学开设“心

理传记学”课程，并指导心理传记方面的学位论文。
大陆最早对心理传记学研究的教授当数郑剑虹先

生，1997 年发表的硕士论文《梁漱溟人格的心理传

记学研究》［12］。他的这篇文章在研究方法上有所突

破，首次使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该方法克

服了传统心理传记学的缺陷，即并不是对传主的人

格和所有行为都采用因果式的解释，而是在量上也

有一定的影响。此后这一路线被许多学者所承认，

出现了大量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心理传记

学著作。如杨波撰写的《司马迁人格及成因的心理

传记学研究》、舒跃育撰写的《历史人物之二重形象

研究———以诸葛亮的心理传记分析为例》和傅安国

撰写的《人格与事业生涯的发展: 以金庸的心理传

记学为例》等。2008 年郑剑虹开始在大陆开设“心

理传记学课程”，并主持翻译 William Todd Schultz
主编的国际心理传记学之作《心理传记学手册》，此

书对传播心理传记学知识起了推动作用。2010 年

萧延中出版“在明澈‘冰山’之下的幽暗底层———写

在心理传记学译丛即将出版的时候”。准确分析了

心理传记学理论的运用。随着对政治人物的研究热

潮，尤其是对毛泽东的分析，2013 年由陈瑶姬写的

《心理传记视角下的毛泽东》也随之出版。其著作

对研究政治人物的心理传记起到很大作用。
在研究方法上，心理传记学从以弗洛伊德的精

神分析理论为基础的质性研究到埃里克森的新精神

分析研究再到郑剑虹的定性与定量研究相结合，方

法上一直都在创新。所以到目前心理传记学的具体

研究思路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西方心理传记学传

统的纯质化的研究模式，另一种是郑剑虹 1997 年首

次将统计方法因素分析应用于心理传记中而发展起

来的质量结合的研究。作为一种质化研究方法，心

理传记学研究的整个过程，可以分为选择传主、运用

已出版的资料、收集未出版的资料、访谈有关人士和

进行心理传记撰写这五个阶段［13］( P80)。而质量结合

研究模式的具体步骤为: 第一，选择传主; 第二，根据

可靠的史实和研究的需要编写传记; 第三，让若干被

试阅读所编写的传记后对传主通过郑剑虹的人格形

容词量表( 也可以是其他的量表) 进行人格评定; 第

四，将人格形容词数据输入电脑进行探索性因素分

析，分析出传主的人格成分; 第五，根据心理学理论

和知识以及传主的生活史，解释和分析其人格形成

的原因，并解释其后期的行为，对原来理论中不能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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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的问题提出自己的假设，得出研究结论［14］( P28 ～ 32)。
总之，研究传主可以采用历史文献法、传记内容分析

法以及实验研究法等多种方法结合传主的研究内容

进行选择。
在学术交流方面，2010 年第十三届全国心理学

学术大会理论心理学专题报告由湛江师范学院郑剑

虹组织。这是在全国心理学大会上首次心理传记学

的专场交流报告。此次专题报告围绕“历史心理学

与心理传记学: 纪念弗洛伊德开创心理传记学一百

周年”开展［15］( P5) ，对心理传记学理论、方法与进展

进行 了 梳 理，并 由 涂 阳 军 报 告 了《儒 道 互 补 人

格———王安石和嵇康的比较心理传记学分析》［16］、
舒跃育报告了《诸葛亮人格特征及成因的心理传记

学研究》［17］、孙菁报告了《蔡元培的人格特质》［18］、
曹文雯报告了《马寅初人格特征初探———运用多维

尺度分析法》［19］、郭小川报告了《吴玉章人格特质的

历史心理学研究》［20］。2011 年第七届华人心理学

家学术研讨会在台湾开展。本次会议由中央研究院

民族学研究所、台湾大学心理学系、中原大学心理学

系以及台湾心理学会主办，台湾师范大学教育心理

与辅导学系、东吴大学心理学系以及政治大学心理

学系协办。在此次研讨会中，由辅仁大学心理学系

的丁兴祥教授组织了“心理传记学专题”，由海峡两

岸的学者丁兴祥、张慈宜、郑剑虹、舒跃育和张继元

分别作了五场报告。研讨会的主旨是以促进各地区

华人心理学家社群之间教学相长，并加强心理学各

个领域研究的交流互动。2012 年由台湾龙华科技

大学通识教育中心主办了海峡两岸“生命叙说与心

理传记学”学术研讨会。三个会议场分别由台湾政

治大学幼儿教育研究所所长倪鸣香教授、台湾辅仁

大学心理系丁兴祥教授和宋文里教授做“叙述访谈

与传记研究”、“辅仁心理传记学的继往开来”、“自

传俗民志的实践与应用”的报告，随后，进行分组报

告，主要涉及心理传记与生命叙说、叙述访谈与传记

研究、生命叙说与生命关怀三个主题，共报告 14 篇

论文。会议还讨论了会议论文的出版以及会议制度

化建设等问题。确定以后将由海峡两岸轮流主办该

主题的会议，并且每年结集出版一本书。来自海峡

两岸的各学科学者 80 余名，主要围绕理论视角讨论

了研究模式，并涉及了实际案例研究与分析。主题

报告为郑剑虹博士的“国际心理传记学的发展与中

国大陆的研究”。此次会议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更

为跨学科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交流平台。会议

的成功举办，奠定了海峡两岸定期开展“生命叙事

与心理传记学”方面交流的基础。2013 年“生命叙

说与心理传记学”学术研讨会由湛江师范学院心理

传记学与生命叙事研究所主办。主要围绕“生命叙

事与质性研究”和“心理传记学”两个主题进行，是

为了增进两岸学者的学术交流，促进心理传记学与

生命叙事在华人文化圈的发展，以及学科之间的发

展、融合与合作，以叙事为研究取向，以生命故事为

研究对象，将心理学、政治学、历史学等众多人文社

会学科及研究者联系在一起。
在机构的建设方面，在 2013 年同一年中，湛江

师范学院和西北师范大学同时成立了心理传记学研

究所，其研究方向分为三个领域: “非凡人物”的研

究、平民皇帝的研究和心理学家研究。此外，西北师

范大学心理传记学研究所开设了专门网站 http: / /
psychobiography． nwnu． edu． cn /，这是目前唯一的心

理传记学方面的中文网站。

四、前人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当然，心理传记学研究也有自己的不足。首先

心理传记学一直不被心理学接受，主要是由于心理

传记学过于痴迷于研究单个个案，过于依赖弗洛伊

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具有主观性，不能进行统计分析

的实证性研究，所以也没有评判的标准。同时单一

证据的解释不足为证，应该从多方面寻找证据，以在

解释上形成一个证据链。其次心理传记学研究选择

的传主大多局限于历史人物和杰出人物。资料的收

集往往存在很大的难度，在资料的取舍上也有争议。
研究中学者的价值观不同对研究也有很大的影响。
这些问题在以后的研究中值得注意。同时在重视心

理学解释的时候，不能忽视文化、社会、历史等因素。
再次要建立完整的、具有深度的心理传记理论，必须

对心理传记史进行总结，同时考察作为心理传记史

片段和构成要素的心理传记批评。最后心理传记学

不能只局限于心理学科本身，应该走向社会，走向生

活世界。
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心理传记学也有自己的

特点，并希望能得到进一步发展。心理传记学的研

究，目前更多的是应用人格理论来解释个人的生命，

主要围绕理论的解释以及理论怎样运用，检验心理

学的相关理论，而不是提供经验资料修整或创建新

的人格理论。在研究过程中应该将理论探索和实例

研究相结合。首先，研究注重生态效度［13］( P81)。必

须把传主放到真实的历史条件下和社会环境中去研

究，并注重把握传主与社会的互动作用。其次，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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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纳法和推论法。对大量收集到的有用资料进行分

类，归纳推论传主的生活故事。再次，研究是一个不

断演化发展的过程。研究者要根据理论假设和收集

的资料进行不断的修改才能真正完成心理传记论

著。最后重视研究中的关系互动。因为心理传记学

本身就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心理传记学研究

的积累对人格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发展心理学、临
床心理学和认知心理学起到促进作用，并且心理传

记学注重研究传主与历史条件下文化之间的互动，

所以心理传记学的研究取向对于心理学的本土化和

文化心理学的发展有促进作用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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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Ｒeview of the Studies on Psychobiography

WANG Xiu － qin
( School of Psychology，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0)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research paradigm has increasingly
shifted． Psychobiography as one of research paradigm has been received more attention from the numbers of schol-
ars． We should explore the concept of Psychobiography，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t home and abroad，research
methods，current research and the shortcomings of previous studies，and create a new theory，which is the key of
research． In the future，the Psychobiography should come to the public and to the living world．

Key words: Psychobiography; special studies; research paradig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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