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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格是个体行为的全部本质，人格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是个体实现社会化的过程； “人格

建构”其实是个体 “自我品质”与 “自我行为”的不断建构过程，由于个体在家庭、学校、社会等环境

中的 “榜样群体”、 “教养方式”、 “人格典范”不同，导致了儿童在社会化中所获得的 “人格烙印”

也就不同。笔者根据长期的跟踪调查与行为研究，将儿童社会化 “人格建构”中具有代表性的 “人格烙

印”分为：类植物 “人格烙印”、类动物 “人格烙印”、传统 “人格烙印”及理想 “人格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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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是个体行为的全部本质。人格表现在个

体的一贯行事风格与稳定态度上，通过人的行为

表现出来，人格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是个体实现社

会 化 的 过 程 ——— 即 从 “自 然 人 ” 过 渡 到 “社 会

人”，它是个体在遗传、环境、他人和自我等主

客观因素的长期相互作用下，在其成长的岁月中

打 上 的 “行 为 烙 印 ” 。 所 以 心 理 学 家 荣 格 说 ：

“文化的最后成果是人格”。遗传是个体发展的

物质基础，环境驱使人去求生存、谋发展，教育

促使个体不断地成长与自我超越，可见个体总是

从不知到知，由知之不多到知之较多，并不断地

认识自我与世界，教育的显著特征是促使人的不

断 发 展 和 变 化 ， 教 育 的 终 极 目 标 是 不 断 实 现 知

识 、 能 力 、 观 念 和 情 感 基 于 个 体 本 身 的 有 机 内

化。不同的 “榜样群体”、 “教养方式”、 “人

格典范”对儿童的社会化有不同的导向，儿童在

不 同 的 家 庭 、 学 校 与 社 会 环 境 中 ， 获 得 并 “集

成”了社会的价值观和传统的行为习惯，并为自

己将来面对社会、走向社会做好各种心理与行为

的准备。

一 社会化与 “人格建构”

社会化是指个体获得知识、语言、社会行为

规则、价值观、交往技能等，从而能使个体与社会

融为一体，并能以社会允许的方式自如地行动，从

一个生物的个体转变为合格的社会成员 0 " 1 。社会

化是个体持续一生的经验过程，个体的社会化要完

成的两大任务是：其一是个体要掌握一定的社会行

为规范；其二是个体必须具备按规范行动的品质。

在个体的社会化过程中，儿童时期的社会化发展最

为关键，在儿童社会化过程中： - " /家庭教育是主

体。家庭成员的素质以及由此创设的家庭教育环境

和家庭教育质量是推进儿童社会化发展的关键因

素；在家庭中儿童通过父母的影响及指导获得了最

初的生活经验、社会知识、行为规范，可以说家庭

是儿童社会化的最早执行者和基本执行者。儿童的

社会化发展是儿童成长的必经之路，在这路上，家

长是第一 “导师”，是模仿对象。 - . /学校教育是

主导：学校教育是教育者利用学校系统，对受教育

者所进行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有系统的教

育组织形式，由于学校教育具有相对的独立性、稳

定性，以及明确的目标性，奠定了它在儿童社会化

发展中的主导功能——— 传递社会知识经验，构建个

体的心理结构，构筑个体的 “精神能量”，培养个

体行为习惯。学校是儿童社会化发展的主体 “演练

场”，儿童走入社会的许多知识、观念、方法、技

能等都是在学校这个 “演练场”中进行模拟、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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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日趋熟练的。 # $ %社会教育是主流：社会教育是

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之外的社会文化机构及有关

社会团体、组织、个人对社会成员，特别是青少

年所进行的有效影响。由于社会教育内容的多样

性，对个体人格建构的主导性，决定了它在儿童

社会化中主流作用。

建构主义 # &’()*+,&*-.-)/%强调个体的主动性在

建构认知结构过程中的关键作用。建构主义是在

观察和科学研究的基础上，探究人怎样学习的理

论，这一理论认为——— 人是通过体验事物和反思自

己的经验来构建自己对世界的理解和知识的，无

论在何种情形中，我们都是自己知识的主动的创

造者。 0 1 2 在个体 “精神自我”建构方面，是个体

通过理解重复发生的事件独自建构知识，知识与

其说是客观的，不如说是个体的、适应性的 （凯

利）；知识不是被动吸收的，而是由认知主体主

动建构的 （冯·格拉塞斯菲尔德）。当我们遇到

新的事物时，我们必须使其与我们先前的观念和

经验协调起来——— 我们可能会改变我们信任的东

西，或者抛弃不相关的新信息。由此可见， “人

格建构”与发展过程，其实是个体 “自我品质”

与 “自我行为”的不断建构过程，建构的层次与

水平完全取决于主体、环境、客体三者间的相互

作用。儿童生活在信息资源丰富、人际交往频繁

的各种环境中，由于个体涉及的知识、兴趣、人

际等的范围不同，以及自我主动性建构水平与行

为目标不同，造就了形形色色的、异彩纷呈的个

体行为本质。

二 社会化 “人格烙印”

“烙印”原指在畜生或器物上烫的火印，作

为标记，多比喻不能抹去的痕迹。 0 $ 2 “人格烙

印”是指儿童个体在其社会化过程中，由于受家

庭、学校、社会等环境中的 “榜样群体”、 “教

养方式”、 “人格典范”的长期影响，而产生并

逐渐稳定下来的、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个体行为倾

向 。 个 体 在 成 长 的 环 境 中 ， 由 于 接 受 的 价 值 观

念、行为方式、态度体系及社会道德规范不同，

造就了个体社会化的具体内容和行为目标有所不

同，儿童在社会化中所获得的 “人格烙印”也就

完全不一样。笔者根据长期的跟踪研究与行为调

查 ， 将 儿 童 社 会 化 与 “人 格 建 构 ” 中 容 易 产 生

的、具有代表性的 “人格烙印”分为以下几种：

（一）类植物 “人格烙印”

类植物 “人格烙印”是指儿童个体在其社会化

过程中，在特定教育与特殊环境的长期影响下，个

体在 “人格建构”中逐步产生并逐渐稳定下来的、

具有一定代表性的、类似某种植物特性的个体行为

倾向。其典型的类植物 “人格烙印”有：

"3 小草人格：从 《小草》的歌词中可以看到 “没

有花香，没有树高，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春风

啊春风把我吹绿，阳光啊阳光把我照耀，河流啊山川

把我拥抱⋯⋯可是我的朋友遍及天涯海角”。小草

生命力很强，它向大自然奉献了绿色与生命，但它自

惭形秽；生命中随有期望，但往往是被动接受与等

待；它虽默默奉献，却也默默的哀叹，它们缺乏的是

自信与自我肯定。 # " %人格特征：这种人往往被动接

受，不思进取，缺少责任心和上进心，但善于自我宽

慰，具有“阿 4 精神”，略带“自卑情结”，这是国人中

最典型的“平民人格”。 # 1 %医治药方：“尝新激励，超

越自我。”

13 梅花人格： “万花敢向雪中出，一树独先

天下春”， “铁臂凌霄5 繁花似霞”；它那不畏严

寒、傲立风霜、迎雪而开的气节让人敬畏；它那玉

洁冰清、神姿绰约、清新幽雅的气度令人倾心；它

那执着勇敢，坚忍不拔的品格常激励人心；梅花堪

称 “香、色、韵、姿”四绝，而且 “花、叶、根、

核仁”俱可入药。 # " %人格特征： “众花冬眠我独

开；众人皆醉我独醒。”这种人有独特的眼光和敏

锐的观察能力，思维灵活、心直口快，容易走极

端；他们为了真理、信念、正义等不屈不挠，宁愿

牺牲自己也要坚持斗争，具有 “梅花情结”。典型

人物屈原、陶渊明。 # 1 %医治药方： “走出自我；

融入社会。”

$3 竹的人格：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

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一节复一节，千枝攒万叶；我自不开花，免撩

蜂与蝶。” #郑板桥 %。在春天它虽不引人注目，但

在冰封大地之时，它却依旧挺拔、颀长，只有松、

梅与之做伴；它抗寒而 “傲斗风雪”，挺直腰而

“笑傲众生”，不变节而绿叶长青；春天新竹笋像

一只只利箭，穿过顽石，刺破硬土，勇往直前，脱

去层层外衣，披上一身绿装；它 “经霜雪而不凋，

历四时而常茂。”充分显示了它不畏困难，不惧压

力的强大生命力和顽强品格。 # " %人格特征：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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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虚心有节、始终如一、高风亮节、一生正直，

宛如竹子枝繁叶茂而不开花，虚心顽强而不与世

俗同流合污，但有时也免不了清高与狂放。 # " $医

治药方： “莫信直中直，须防仁不仁。”

（二）类动物 “人格烙印”

类动物 “人格烙印”是指儿童个体在其社会

化 过 程 中 ， 在 特 定 教 育 与 特 殊 环 境 的 长 期 影 响

下，个体在 “人格建构”中逐步产生并逐渐稳定

下来的、具有一定代表性的、类似某种动物特性

的个体行为倾向。其典型的类动物 “人格烙印”

有：

%& 孔雀人格：小学课文 《美丽的孔雀》一文

中描述的孔雀，它虽美丽漂亮，但华而不实；它

虽体态优雅，但没有能力翱翔于蓝天，喜欢自我

鉴赏、故作娇媚，甚至惺惺作态；从 《骄傲的公

鸡》一文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孔雀人格的影子，它

只看到了自己华丽的外表，而不懂得关注自己的

内部品质。 # % $人格特征：这种人经常关注自己的

穿着和仪表，特别关心别人对自己外表的称赞与

评价；他们目光短浅，能力偏低，性格偏怪，情

绪常不稳定，好走极端，有 “自恋趋向”。 # " $医

治 药 方 ： “外 表 的 美 丽 ， 永 远 躲 不 过 岁 月 的 风

霜。”

"& 狐狸人格：狐狸聪明伶俐，善于隐蔽自己

的弱点，发挥自己的优势； 擅长 “以己之长，攻

彼 之 短 ” ， 有 创 新 、 察 言 观 色 、 随 机 应 变 的 头

脑，有敏锐的政治嗅觉，有圆滑的人际技巧 。 # % $
人格特征：这种人过于狡猾、缺乏实干；具有两

面手法，有投机思想，忠诚度偏低，很难得到信

任和找到真正的朋友。典型代表人物和王申 。 # " $医

治药方：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

’& 狼的人格：狼善于卧薪尝胆、知己知彼与

团结协作，能同进退，不会攻击比自己强大的敌

人，如果不得不面对强敌，必然 “群而攻之”；

狼有自知之明，它们也很想当兽中之王，但狼知

道自己不是虎，它们能用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

的回报；狼表里如一，它们也想善良，但自己的

胃 只 能 消 化 肉 ， 只 好 堂 堂 正 正 地 干 起 吃 肉 的 勾

当；其自由可贵、有傲气，更有傲骨，决不会为

了嗟来之食而不顾尊严的向他人摇头摆尾；狼钟

情，且 “授子以渔”，从母狼怀孕直到狼崽有独

立能力之前一直保护它们，当小狼有独立能力时

坚决离开它，它们知道若做不了狼就会变成羊。

# % $ 人格特征：这种人勇敢、强悍、狂妄、野心，

但自尊、智慧、机敏，具有十足的野性和血腥味；

由于他们凶残和不择手段而容易取得成功。典型人

物西夏国主李元昊。 # " $医治药方： “为善为乐，

为恶难逃。”

（三）传统 “人格烙印”

传统 “人格烙印”是指儿童个体在其社会化过

程中，在传统教育与特定环境的长期影响下，个体

在 “人格建构”中逐步产生并逐渐稳定下来的、具

有一定代表性的、传统价值观与人生观的个体行为

倾向。其典型的传统 “人格烙印”有：

%& 市侩人格：是绝对的利己主义者，凡有机

会他就上，凡有利益他必先，且作得很恰当圆滑，

天衣无缝，一切看上去是那么的自然。他们眼光尖

锐、准确，手段高妙、敏捷，当你想探索他的灵魂

或抓捏他的核心时，他却软滑滑地，滑得你全身毛

骨悚然，不知道那里是他的核心，可一旦触到了他

的利害，他又挺硬的，甚至可以和你拼命。他们最

忌 “太认真”，更要面子、名誉与自尊。 # % $ 人格

特征：这种人聪明、灵活、敏感，见利忘义、唯利

是图，为了利益不惜背叛朋友，甚至出卖人格、国

格，容易首先富起来，更容易失去朋友 ( 缺少后

劲。 # " $医治药方： “山峰越高、山谷越深。”

"& 东郭人格：来自寓言 《东郭先生与狼》的

故事。东郭先生乐善好施、有知识，重礼节、重伦

理，但迂腐、动手能力和辨别能力差，还会说假话

（他骗走了追狼猎人），当面对狼的 “无赖”时，

他却不知所措，还不如一个农民机智与聪明。 # % $
人格特征：这种人虽有知识和懂得道理，但他们死

读书和读死书，生活、生存能力差，容易上当受

骗，喜钻牛角尖，常怀 “酸葡萄心理” ，这类是

国人中传统知识分子人格，典型人物孔已己。 # " $
医治药方： “优胜劣汰，适者生存。”

’& 愚公人格：从 《愚公移山》的故事中，我

们可以看到愚公其人——— 看重个人意志和集体力

量，有自信，注重持之以恒，但缺乏科学头脑和辩

证思维，使蛮劲、走弯路，显然搬房子比搬山容

易。 “铁棒成针”的故事也犯了类似的错误，钉子

磨成针或用铁棒去兑换针，必然要快捷得多。 # % $
人格特征：这种人精神可嘉，但头脑简单，四肢愚

笨，方法更不可取。 # " $医治药方： “给我一个支

点，我可以撬起地球。”

)& 嫉妒人格：对别人的优势心怀不满，只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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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见自己的劣势，而看不见自己的优势。他们不

能正视自己，而且主观臆断，大多虚荣、心胸狭

隘、疑心病重、占有欲强，常捕风捉影，不满、

怨恨、烦恼、恐惧，他们有明显的对抗性，不断

膨胀的发泄性，不易察觉的伪装性，明确的指向

性。 # $ %人格特征：这种人常常有不悦、怨恨、恼

怒和自卑的消极情绪，怀有 “踩倒别人、我做老

大 ” 的 破 坏 性 情 感 。 典 型 人 物 春 秋 战 国 时 的 庞

涓 。 # & % 医 治 药 方 ： “临 池 羡 鱼 ， 不 如 退 而 结

网。”

（四）理想 “人格烙印”

理想 “人格烙印”是指儿童个体在其社会化

过程中，在新人文主义人才理念与知识经济的历

史 背 景 下 ， 具 有 时 代 意 义 的 、 具 有 一 定 代 表 性

的、和谐完善的个体行为倾向。孔子的 “圣贤人

格 ” ， 老 子 的 “无 为 人 格 ” ， 墨 子 的 “兼 爱 人

格 ” ， 庄 子 的 “逍 遥 人 格 ” ， 佛 教 的 “佛 陀 人

格”，基督教的 “灵魂解放”，伊斯兰教的 “理

想天园”等都是对理想人格的设计与追求，但他

们均有一定的局限性和非现实性。为此笔者认为

在儿童社会化 “人格建构”中，理想的、具有现

实意义的 “人格烙印”是：

$’ 君 子 人 格 ： “君 子 为 政 之 道 ( 以 修 身 为

本 ” “君 子 务 本 ， 本 立 而 道 生 ” （孔 子 ） ，

“本”就是做人的根本， “务本”就是要学会做

人，学会作一个有仁爱之心，能 “泛爱众”，和

“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以仁为本，通过个人刻

苦的道德修养，完善自己的道德情操与人格，成

为德才皆备的人，然后推己及人，达到齐家、治

国、平天下； “君子若锺，叩之则鸣，拂之则不

鸣，叩之以小者则小鸣，叩之以大者则大鸣⋯ ”

达到 “志存高远、知书达礼、忠恕守信、重义轻

利、正大光明、和而不同”的气度与胸襟——— 人

格 特 征 ： 坚 定 、 自 信 、 轻 松 而 具 有 人 格 魅 力 ；

“循 规 ” 但 未 必 “蹈 矩 ” ， 心 胸 宽 广 ， 心 怀 主

义，服务大众，能明辨是非，心存浩然正气。典

型人物诸葛亮、苏轼、纪晓岚。

&’ 犹太人格：以犹太人为主的以色列是贫瘠

沙漠上崛起的 “袖珍超级帝国”。犹太人具有强

大的民族凝聚力，犹太民族自强不息、奋斗不止、

勇于创新，他们凭着自己的聪明智慧，成为世界上

赚钱最多的民族，在全球无论金融界、商界，还是

科学界，他们拥有的财富比重始终独占鳌头。据统

计，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中，")* 以上是犹太人。他

们重视教育，让孩子从小就知道书本是甜的；书柜

要放在床头，而不能放在床尾；在墓园中也常放有

书本，寓意生命有结束之时，求知却永无止境。学

者比国王伟大，他们信奉 “人不能像走兽那样活

着，应该追求知识和美德。” # 但丁 % ——— 人格特

征：这种人重个人修养，重社会责任，有强烈的进

取精神；尽终职守、顽强、坚韧，善于 “吸取他人

之长补己之短”，能 “破从来之陋习，求知于天

下。” 典型人物马克思、爱因斯坦。

"’ 水的人格： “上善如水，水利万物而不

争” ，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 “水能载

舟，也能覆舟”。 # $ %气态的水。 （天上的云）心

境好时倘佯蓝天、俯瞰人间、朝霞夕照、彩虹冉

冉，夜间随风细雨，润物无声；心境不好时遮天蔽

日、阴雨绵绵，或乌云翻滚、狂风大作，扔下瓢泼

大雨；发怒时雷声轰鸣，犹如千军万马，车轮滚

滚，让胆大者怯懦，胆小者恐惧。 （山间的雾）扑

朔迷离、清新优雅，或缭绕于山颠，或倘佯于沟壑

之间，或穿梭于树梢，或笼罩大地，让人近在咫尺

也模模糊糊、蒙蒙胧胧。 # & %固态的水。 （雪）洁

白无暇、飘飘洒洒、万籁俱寂、 “唯宇茫茫”；

（冰）冰清玉洁、晶莹剔透、薄者透明、厚者坚

硬，即便你是 “泰坦尼克”，如果你不躲避我，我

也能给你撞个大窟窿，让你沉入海底。 # " %液态的

水。 （深山之水）清泉，它清澈、清爽、清亮、清

纯透明，人见人爱； （屋檐之水）天长地久，以柔

克刚，水滴穿石； （大江之水）滔滔而来、滚滚而

去，后浪推前浪，汹涌澎湃； （大海之水）无边无

际、深不可测，或轻风细浪，充满诗情画意，或惊

涛骇浪，让人恐惧——— 人格特征：无形、无味、无

色；气态、固态、液态；能柔、能劲、能刚；能

轻、能重；能静、能动，看似没有性格，但事实上

无处无不性格。典型人物汉高祖刘邦，唐太宗李世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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