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人际关系看人格
———认知 ! 情感系统理论的视角

杨慧芳 郭永玉
（华中师范大学 心理学院，武汉 "#$$%&）

摘 要：人格的认知—情感系统理论（’()*+,+-. ! /00.’,+-. 121,.3 ,4.(52 (0 6.51(*/7+,2，简称 89:;）

被视为是与大五人格理论齐名的一种人格理论。该文拟从个体外部的人际关系层面来阐述该理

论，以加深对理论的理解。然后，又从 89:; 与其它人际关系理论的契合说明该理论是一种整合性

的人格理论。最后，指出了 89:; 的优点和局限性，并由此对人格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进行了探

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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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的提出

> B> 人格的认知—情感系统理论

自从人格心理学建立伊始，人格心理学家一直

在追求两个不同的目标：人格结构和人格过程。两

种目标体现在人格心理学的两个主要任务中：其一，

确定人格结构组织，以说明每个个体的独特性；其

二，所确定的人格组织必须一方面能解释个体行为

的稳定性和一致性，另一方面能对刻画个体生活经

验特征的思维、情感和行为的变异性进行解释［>］。

早在 >&#% 年，人格心理学之父 CB DB 977(6(5, 就提

出，根据个体在不同情境中独特和稳定的特征来刻

画个体。由此思想顺承下来，在人格心理学中有重

要影响的特质论致力于寻找人格中稳定的结构。而

另外一批人格心理学家则发出“人格是如何运作”的

疑问，并根据不同情境中社会行为变异性内在的心

理过程来寻求答案［@］。由于目标各异，不同的人格

理论似乎彼此冲突，并形成不同的理论取向。

D·E+1’4.7 等人提出的认知—情感系统理论（简

称 89:;）是继大五（F+) 0+-.）人格理论之后的又一重

要理论。这两种理论分别代表了人格研究中的特质

研究取向与社会认知研究取向［#］。作为人格特质论

的一种典型，大五人格理论认为人格主要包括五个

因素：神经质性（G.H5(,+’+13）、外向性（IJ,5/-.51+(*）、

开放性（K6.**.11）、随和性（9)5../F7.*.11）、尽责性

（8(*1’+.*,+(H1*.11），构成人格的特质，可以依据这五

个维度来加以组织［"］。大五人格理论从结构的角度

来研究人格，可以对人格作静态的描述并反映人格

的稳定性，却不能对人格的过程动态进行解释，忽视

了情境的作用和人格的复杂性。

针对大五人格理论的不足，89:; 不仅考虑了人

格的结构和稳定性，而且兼顾了人格的过程和变异

性，反映了人格的认知、情绪和社会取向的研究日益

受到重视，并逐渐形成整合的趋势［?］。89:; 认为，

个体 稳 定 的 人 格 系 统 结 构 是 由 认 知 情 感 单 元

（89L1）以某种稳定的组织关系构成的，反映了个体

人格的独特性。在 E+1’4.7 等人看来，个体人格的差

异是由于认知建构能力、解码策略、结果期望、结果

价值和自我管理系统等认知层面的人格变量不同而

造成的。个体稳定而独特的人格结构是个体经验、

社会学习与生物遗传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个体的

人格系统不断地与外部环境发生动态的交互作用：

人格系统产生的行为影响着社会环境，影响着个体

对随后面临的人际情境的选择；反过来，这些情境又

会影响人格系统［A］。

> B@ 从人际关系的角度研究人格的原因

个体人格要受到所处人际关系的影响。;H77+-/*
提出，“人格永远无法与个人生活于其中的人际关系

背景相分离”［>］。如果从人际关系的角度入手，能得

到关于人格的什么知识呢？

许多可归于人格的行为不仅反映了单独个体的

特点，而且与其发生的人际关系背景密不可分。这

一思 想 已 由 文 化 心 理 学 家 M+)(,1N2（>&%=）、C.5)/*
（>&%#，>&&$）以 及 符 号 互 动 论 者（8((7.2，>&@@；

E./O，>&#"）提出过。此外，发展心理学家和自我理

论家都认为，自我及其所有的认知、情绪特征都是在

人际关系中得以形成、展现和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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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人格的社会认知概念和人类信息加工的原

则，!"#$% 等人提出，被归于人格的行为是由个体与

其关系背景之间的互动所产生，而非个体单独的特

质所致［&］。个体行为由两种心理过程决定：一是个

体内部的由其 ’()! 决定的个体差异；二是外在于

个体的情境。当个体处于某种人际关系中时，其伙

伴的行为构成了个体的情境，这两个过程之间的交

互作用决定了个体的行为。

鉴于 ’()! 在人格心理学中的重要性以及人际

关系对人格的重要影响，同时又因为该理论过于抽

象，本文拟从人际关系的角度来对其进行具体阐述，

以加深对理论的了解。此外，用 ’()! 来解释两个

人之间人际关系的形成可同时对人格的稳定性和可

变性做出说明。

* 用 ’()! 理论解释二人群体的形成

理论是由概念组成的系统，用来描述、解释和预

测所研究的现象。心理学中的理论首先是被设计来

理解个体［+］，’()! 就是这么一种工具，它具有以下

三种功用：第一，能将情境的作用包括进来而非排除

出去；第二，通过说明不同个体如何对同一情境在认

知、情感和行为上反应不同，’()! 能解释为何同一

情境对不同个体的作用不一样；第三，该模型认为个

体行为会影响到其所面临的情境［,］。

以下将以 ’()! 和情境中的人格（-./0#1%2345 6
31 6 7#14.84）来解释二人群体的形成机制。二人群体

由个体内（314/%31$393$:%2）和个体间（314./31$393$:%2）的

两个过程一起运作经两个阶段而形成［&］。第一阶

段，分两个过程：（&）每个个体的稳定的个体内认知

—情感过程可被模塑成一个 ’()! 网络；（*）个体间

认知—情感过程在所遇到的情境中产生了稳定的个

体差异。第二阶段，两个个体的 ’()! 网络长时间

互动并结合成为二人群体系统（$5%$37 0504.;），由

此，个体的行为和二人群体中稳定的互动行为会产

生。

* <& 用 ’()! 对二人群体中的每个个体的心理概

念化

利用 ’()! 可将二人群体（$5%$）中的每一个体

的心 理 表 征 为 认 知 和 情 感 相 互 连 接 的 独 特 网 络

（1.4=#/>）。不同个体的 ’()! 网络不同之处在于：

特定的认知或情感的可得性（%9%32%?32345）不同；认知

和情感联合的模式和强度不同，这就决定了它们被

激活的容易程度（即可及性）（%77.003?32345）不同［&］。

通过引导个体对那些被自动激活的情境、认知和情

感进行解释，’()! 网络促成了个体所面临的情境和

对情境反应之间的独特关系。

个体内过程：个体通过其 ’()! 网络对情境的

心理意义进行编码，对情境赋予心理意义和主观解

释。对于不同个体，同一种人际情境会激活不同的

认知和情感模式，从而导致不同人对同一情境的知

觉、解释和反应不同。

个体间过程：’()! 影响所面临的情境。个体的

’()! 网络在特定人际情境中被激活，影响其行为反

应，并进而影响其人际情境。该过程与 @:00（&,+A）

提出的人格影响情境的“选择（0.2.743#1）—唤起（.9#B
7%43#1）—操纵（;%13-:2%43#1）”模型相似［&C］。“选择”

指（&）个体的人格特征影响其选择进入何种人际情

境；（*）他的人格特征影响到我们是否愿意与其交

往。此外，个体既会无意识地通过“唤起”，即个体的

人格特征从他人那里引出某些连续和可预测的反应

而影响其人际情境，也可能以有意地试图去改变他

人行为的一些方式，即“操纵”去影响人际情境和社

会。

* <* 两个 ’()! 网络结合形成二人群体

对二人群体的形成和发展的解释主要根据两个

理论假设：（&）具有相似特征的情境倾向于激活同一

个 ’()! 次网络，使得个体产生相似的行为反应。

（*）在亲密关系中，伙伴（-%/41./）的行为会成为另一

个体的情境输入。

经过一段时间后，二人群体中的个体为应对伙

伴特定行为而被激活的认知—情感动态会变得越来

越容易接近，用最小的行为输入就可被激活。当一

种人际关系建立后，每个成员内隐或外显地形成关

于伙伴的心理图式（如他是一个喜欢独处的人），并

更可能进行自上而下（4#- 6 $#=1）、图式驱动（07".;.
6 $/39.1）而 非 自 下 而 上（?#44#; 6 :-）、刺 激 驱 动

（043;:2:0 6 $/39.1）的心理加工。从而，个体对伙伴

行为的解释与其图式一致［&］。于是，一个动态的二

人系统就形成了。

二人群体的动态性意味着每一个体的 ’()! 网

络中被激活的特定认知和情感以及每个 ’()! 网络

所产生的可观察行为并不稳定，而是随时间、情境输

入而变化。对社会中个体而言，其所面临的环境主

要是由与其结成人际关系的各种各样的人组成，故

环境或情境最重要的特征应是内在的动态性和变化

性。在二人群体中，人际环境由那些不断变化、个体

性的、活动的和反应的伙伴行为组成。因此，同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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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尽管他自己的 !"#$ 不变，但如果与不同人建立

不同的人际关系，该个体就会表现出不同的行为。

% &’ !"#$ 对人际关系形成的解释作用

利用 !"#$，可以较好地解释人际情境中个体人

格的稳定性和变异性。就稳定性而言，个体情境和

行为之间这种“() & & & *+,-& & &”关系是由个体独特而

稳定的 !"#$ 网络造成的［.］，可以独特地描述个体

在跨情境行为变异性中蕴涵的一致性。当个体遇到

具有相似特征的情境时，同样的 !"#$ 网络会被激

活，从而产生相似的行为反应。在较短时期内，个体

内在的 !"#$ 自身会在不同情境中保持相对稳定和

不变，但在特定时刻，被激活的特定思维和情感会随

激活它们的情境输入而变化。因此，!"#$ 的稳定结

构性质会影响特定情境中特定认知和情感的动态激

活，反过来，不同的认知和情感会导致个体表现出不

同行为。

因此，!"#$ 理论将个体的心理概念化为一种稳

定的认知情感处理系统，可以将情境中的人际特征

概念化，关注情境中的个体差异。这种概念化有助

于建立一种结构（)/01,23/4），由此结构出发，可以将

人格领域和人际关系领域中许多看似不同的研究取

向加以整合。事实上，人格心理学一直呼唤一种整

合模型，既能阐明个体内部稳定的心理过程，也能解

释亲密关系中的人际动态，而 !"#$ 正好是这么一

种理论。

’ !"#$ 理论与其它人际关系理论的契合

运用 !"#$ 理论和情境中的人格模型，可以将

有关人际行为中个体差异的几种理论如关系图示

（/,50*(3-05 67+,106）、成人依恋理论（0895* 0**07+1,-*
*+,3/:）和拒绝敏感性模型（138,5 3) /,;,7*(3- 6,-6(*(<(=
*:，简称 >$ 模型）等不同的研究取向加以组织和整

合［?］。

这些研究取向具有一些共同特点：将每个个体

的心理概念化为认知和情感相互联系的一种稳定模

式，既重视个体的终生经历（0 5(), @ *(1, 3) ,AB,/(=
,-7,），也重视个体的遗传结构（C,-,*(7 104, @ 9B）。

’ &? 关系图式

D0582(-（?EE%）将关系图式定义为“集中体现了

人际关系模式中的规律性的认知结构［??］，这些结构

包括人际关系中的自我的表征，互动中他人的表征

以及对于互动模式的人际脚本（(-*,/B,/63-05 67/(B6）。

除了认知结构，关系图式还包括情感反映［?%］，即对

人际关系中的自我、互动中的他人以及在亲密关系

中指导行为的人际脚本的情感和感受。因此，可以

将关系图式概念化为一种认知和情感的特定结构

（73-)(C9/0*(3-），该结构表征了人际互动中自我和重

要他人的关系，在相关的人际情境中会被激活，并有

稳定的个体差异。

’ &% 成人依恋理论

成人依恋理论对关系图式中的个体差异从理论

上进一步加以阐述。成人依恋理论假定，婴儿通过

与最初的养育者反复互动形成的依恋类型会形成有

关重要他人（6(C-()(70-* B,/63-6）的依恋表征（0**07+=
1,-* /,B/,6,-*0*(3-），由自动的和无意识的认知和情

感过程组成，这些过程会成为未来人际关系的心理

表征的基础。心理表征通过让人们在对许多人际行

为进行解释和反应时从事图式驱动的心理加工过

程，从而对个体生活施加影响［?’］。在与陌生人交往

时，人们也会用已经存在的有关重要他人的心理模

式去处理新认识的人的有关信息。因此，这些心理

模型不仅促进了个体与不同关系伙伴之间关系的稳

定性和一致性，而且促进了其在整个人生进程中的

稳定性。

’ &’ 拒绝敏感性模型

拒绝敏感性模型（简称 >$ 模型）不仅阐明了人

格和亲密关系的 !"#$ 结构，更阐明了情境线索如

何引发某种特定的认知和情感动态。那些拒绝敏感

性高的个体在进入某种关系后，焦虑地期待着被拒

绝，这种担忧和期待会明确地被那些情境中拒绝性

的线索引发出来。有关 >$ 的研究阐述了个体内与

该人格类型相联系的认知和情感过程如何导致了特

定的负面结果［?%］。高 >$ 的个体因为期待着被拒

绝，他们一般将环境中相关的线索编译成真实的拒

绝。知觉到的拒绝增强了他们最坏的担忧，并自动

引发了消极的认知—情感反应［?F］。

总体上，关系图式、成人依恋理论以及拒绝敏感

性的理论和研究都阐述了情境与人格互动对行为的

决定作用。这些研究与 !"#$ 结构一致，都提供了

一种理论结构，由此可将行为互动的研究与社会认

知的研究联接起来。即个体的人格特征无论是被概

念化为认知—情感过程或是一般性的人格维度，都

会使他们倾向于在其环境中创造出特定的情境。反

过来，他们的环境会维持或增强其已有的人格特征。

F 小结

F &? 对 !"#$ 理论的评价

传统人格理论局限于从个体内部探讨人格，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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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作为人格分析的单元，认为每一个体内部都存

在一种能够被描述、测量甚至可以改变的人格。而

事实上，人格不仅存在于个体内部，也存在于个体外

部的社会关系中。!"#$ 体现了社会建构论的倾向，

不仅考察了人格结构，也重视对动力过程的分析，且

同时兼顾了个体和情境两种因素，认为人格是在人

境互动或人际互动的过程中得以建构的。

通过 将 二 人 群 体 概 念 化 为 两 个 相 互 关 联 的

!"#$ 网络组成的二人系统，就可以理解人格的稳定

性如何产生。即通常只被归为个体自身的人格特质

既是由个体内部的认知情感动力系统所引起，也是

由所遇到的情境中的稳定的个体差异所造成。

从人际关系的角度理解 !"#$，可以看出，个体

所经历的思想、情感和行为并非只是个体人格系统

单独的功能，而是个体所处人际系统的功能。!"#$
整合了人格中的个体观念与群体观点，认为要理解

个体独特的人格结构，也要对其在人际系统中发展

出来的关系特征加以了解。而人际关系一直是社会

学和社会心理学的兴趣所在，将人际关系纳入人格

心理学的研究范畴，体现了 !"#$ 对人格心理学、社

会心理学以及其它相关学科的整合。

人格心理学不仅要说明个体的特征性的结构和

动态现象，而且要研究人格现象内在的过程。!"#$
从分析形成个体 !"#$ 网络的认知、情感以及它们

之间的联系入手，通过分析二人群体的形成，!"#$
关注个体与人际情境之间的互动，阐明了人际系统

对个体人格的影响作用。不仅个体的人格可以用

“如果—那么—”的情境—行为（%&’()’&*+ , -./)0&*1）
关系来建构，人际关系中也有这样一些独特而稳定

的关系特征，可以用“如果—那么”的关系来建构。

如，如果到了人多的地方，他就会紧张得说不出话

来。

为什么人格领域中的不同研究取向似乎是不一

致的？如果用情境中的人格来回答，则不同的研究

取向反映了个体内在系统的不同方面。一方面，有

的人格研究取向只反映了个体面临的情境中的个体

差异，即“&2’%”不同；另一方面，有的人格研究取向侧

重于个体的行为差异，即“’/.+’%”不同；还有的人格

研究取向偏重于“&2 3 3 3 ’/.+3 3 3”的关系，而不单单指

某一方。因此，不同的人格研究取向由于研究重点

不同，对于那些能解释个体行为差异的人格系统就

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提供了一种较好的方法

论：从分析个体的认知—情感处理系统入手来研究

人格的静态结构和动态过程［4］。

!"#$ 虽然能根据个体以及二人群体之间的稳

定的“情境—行为”剖面图（51*2&6.）帮助人们理解个

体的行为，并对个体和处于二人群体中的个体行为

进行预测［4］，但这种方法重在解释，从而在某种程度

上缺乏理论深度，也不可能对个体在每种情境下的

特定行为都绘出剖面图。与之相反，尽管大五人格

理论招致许多批评，如不能涵盖人格的复杂性［7］，但

随着大五人格理论在社会各个领域的广泛应用并获

得证明，大五人格理论仍是目前广为流行并得到普

遍认可的一种人格理论［47］。此外，!"#$ 以建构主

义为基础，其对人际关系的重视更像社会学理论。

尽管人格的建构无法排除人际环境，但脱离个体本

身的人格建构则有违人格心理学对个体内在人格探

讨的初衷。因此，如何在强调人际互动对人格建构

的同时，也对个体内部的人格差异进行探讨，即如何

在个体与群体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这也是未来人格

心理学应该努力的方向之一。

!"#$ 试图对人格的过程和结构进行整合，但在

整合时却没有对过程和结构进行区分，整个理论体

系有些混乱［48］。!"#$ 利用认知—情感变量系统来

建构人格特质，但这种建构有时指的是动态的过程，

有时则指的是稳定的结构。如“期望”这个变量既可

作为过程变量也可作为结构变量。其实 !"#$ 的提

出者之一 9&%:/.6 也意识到了该理论的局限性，他评

价自己的理论是“尝试性的”、“建议性的”、“开放性

的”，并有待进一步的修正［;］。

7 3; 人格心理学研究的未来展望

从以上对 !"#$ 理论的阐述可知，未来人格心

理学的发展趋势应体现在以下几点：（4）人格心理学

应将情境的作用包括进来而非排除出去。情境的内

涵应扩展开，不仅包括个体所处人际关系中的人际

情境，还应包括构成个体生活各个层面的过去和当

前的各种情境，如年龄、家庭、教育、社会阶层、民族、

文化、历史和性别等［8］。（;）对人格的关系性质进行

研究。在社会心理学和自我理论中，多个“关系自

我”（1.6)’&*+)6 %.62）在确定自我同一性（如作为妻子

的自我，作为女儿的自我，作为母亲的自我）时越来

越重要。尽管这些在人格和个体差异的大多数研究

取向中没有被重视，但就人格不断走向整合的趋势

来看，应对人格的关系性质进行研究，换言之，不但

要对人格的个体性进行研究，还应对于人格的社会

规定性进行研究。（<）未来的人格研究应关注复杂

=4 心理学探新 ;>>= 年



的行为互动和动力学，集中于将二人群体当作人格

分析的单元，而不再将其中的个体看作是孤立的［!］。

（"）形成对人格的全面理解。既要对人格稳定的结

构进行描述，也应对人格的动力系统加以解释，并对

人格内部的动力过程进行研究。（#）人格心理学应

结合其它学科，诸如生物学、医学、社会学等不同学

科，以更好地理解个体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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