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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作者认为人性应被确立为心理学研究的逻辑起点。
人性的本质特征是以自我意识为核心的人的心理特性，主要表现为小我，大我和超我三种形态。
遵循逻辑与诠释相结合的原则，通过与现代西方心理学的研究相比较，本书以对孔子、曾子，子思、
孟子和荀子等人思想的系统分析为例，讨论了先秦儒家人性心理学思想建立的理论基础和概念体系，
先秦儒家关于人性的结构、人性衍进的过程及其心理学机制，关于人性能达的最终境界的认识。
本书也对先秦儒家人性心理学思想的基本特征及其对于建立本土心理学理论体系的启示进行了总结，
并在附录中提出了一个中国传统文化心理学理论体系（范畴系统）的初步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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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鑫辉，1935年生，江西萍乡市人。
中国心理学家，南京师范火学心理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曾任江西师范大学教授、系主任.所长，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河海大学等校客
座教授，中美精神心理学研究所顾问。
中国心理学会第4-9届理事或常务理事兼专业委员、正副主任，江西省心理学会理事长或高级顾问，全
国心理技术应用研究论坛主席，第28届国际心理学大会顾委。
《心理学报》《心理科学》编委，《心理学探新》主编，名誉主编.顾问。
他不仅是中国心理学史学科的主要创建者之一，而且是提出创建现代心理技术学和现代大教育观理论
的首倡者。
招收培养硕士生、博士生、博士后50人。
个人学术专著和主编著作有《中国心理学思想史》《现代大教育观》《心理学通史》《心理学的历史
·理论·技术》和《现代心理技术学》等50多部。
在《心理学报》《心理科学》和大学学报等刊物发表论文180多篇。
科研成果获全国和省级一、二等奖20多项。
1988年获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1989年获全国优秀教师称号，1991年起终身享受国务院
颁发政府特殊津贴，2009年获中国首批心理学家证书。
以心理学家、社会科学家和教育家，被列入《国际心理学家名录》，荚国剑桥国际中心《20世纪杰出
人物传》、《当代世界名人传·中国卷》等国内外传记。

　　刘华，1967年12月生于四川省蓬溪县。
1989年入读贵州师范大学教育系，分别于1993年、1996年获教育学学士学位.心理学硕士学位。
1997年人读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2000年获心理学博士学位。
2000年~2003年于浙江大学教育学博士后流动站从事与中国教育现代化相关问题的研究。
2003年迄今任职于浙江大学教育学院，主要从事心理学理论、教育与发展心理学及中外教育现代化问
题等研究与教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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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　人性：心理学研究的逻辑起点
　一、逻辑起点的界定
　二、对人性的设定是判定心理学派别的标尺
　三、实证主义心理学对人性的“取消”
　四、现象学心理学对人性的“还原”
　五、人性是统合心理学研究的逻辑起点
　六、“辩证法”与“真觉”：心理学人性化研究的新方向
　七、中国传统人性心理学思想及其对现代心理学的意义
第一章　 自我意识：人性的心理学内涵
　一、 “人”与“人性”
　二、自我意识是人性（心理特性）的实质
　三、人性的动态发展结构：小我、大我与超我
第二章　 逻辑诠释：传统文化心理学思想研究思路
　一、诠释学与心理学
　二、诠释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心理学思想研究
　三、逻辑与诠释融通的操作方式
第三章　人贵论：传统人性心理学思想的理论基础
　一、人贵论在心理学中的地位
　二、早期人贵论的基本观点
　三、从人的起源看人贵论的含义
　四、先秦学者对人何以贵的论证
　五、从与西方的比较看先秦的人贵论思想
　六、人贵论作为中国古代人性心理学思想研究的奠基性观念
第四章　义、礼、仁：先秦儒家人性心理学思想概念系统
　一、天（命）
　二、性（德）
　三、孝
　四、义
　五、礼
　六、仁
　七、“义”“礼”“仁”的关系
　八、“关系自我”的“形而上性存在”
第五章　 性与习成：孔子的人性心理学思想
　一、生性与习性：论人性的基本范畴
　二、性命互证：论人性本源
　三、性习循环：论人性结构及其关系
　四、人性本善：论人性的价值趋向
　五、性与习成：论人性获得的心理机制
第六章　 德性之知：曾子的人性心理学思想
　一、“明德”--论人性的实质与来源
　二、从“知止”到“能得”--论知性的发展
　三、“明明德”--论人性的发扬
第七章　情以为性：子思学派的人性心理学思想
第八章　尽心养性：孟子的人性心理学思想
第九章　化性起伪：荀子的人性心理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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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结束语：先秦儒家人性心理学思想的基本特征及其对建设现代中国本土心理学的启示
附录　中国古代心理学史范畴研究原则论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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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第一段引文中，忿嚏、恐惧、好乐、忧患都是情，曾子这里不厌烦琐，以排比的写作方式，语
气逐渐加强，似乎要极力表明：情是认知正常进行的最大影响因素，但不是促进而是干扰。
情欲干扰认知的主要表现是使得感官不能定位于其所要面对的对象，以至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不
知味，亦即“不得其正”。
既然如此，他是否像老子一样主张摒弃情欲呢？
从后文“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是拂人之性，灾必逮夫身”一语看来，曾子实际上是像孔子一样
承认了情欲的合理性，因而不主张完全摒弃情欲，诚如朱熹《大学章句》所说：“盖是四者，皆心之
用，而人所不能无者。
”朱子以体用关系释心知和情欲，虽然有附会之嫌，但还是正确地看到了《大学》对情欲的承认。
情欲既有一定的合理性，又对认识有干扰作用，这就产生了矛盾。
那么，这个矛盾产生的原因何在？
又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呢？
　　在第二段引文中，《大学》对情欲干扰认识的原因给出了解释。
亲爱、贱恶、畏敬、哀矜、敖惰亦都是情。
“辟”，朱子解释为：“辟，犹偏也。
”原来，知之所以不得其正，不在于有没有情的参与，而在于情有所偏执，偏执之情使得认识带上了
强烈的主观色彩，掩蔽了认识对象的客观性，因而不能理性而全面地观照对象的正反两方面的特征，
不能得物之宜，所以，在喜爱的情绪下就不能发现对象的“恶”，同样，在厌恶的情绪下就不能发现
对象的“美”。
《大学》又引谚语云“人莫知其子之恶，莫知其苗之硕”，给情感掩蔽认识的命题予以旁证：不知子
之恶，是因为溺爱；不知苗之硕，是因为贪得无厌（朱熹云：“溺爱者不明，贪得者无厌，是则偏之
为害。
”）。
这里，《大学》可以说已经发现了我们现代心理学中称为“晕轮效应”（haloeffect）的心理效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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