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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格（personality）是一个内涵非常丰富的模糊概念。
从字源上看，我国古代汉语中没有“人格”这个词，但是有“人性”、“人品”、“品格”等相关的
词。
例如，最早提到“人性”的孔子曾说过“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认为素质是基础，个体差异来自环
境和教育。
人性、人品、品格虽与人格在内容上有联系，但却是不同的术语。
　　心理学中的“人格”一词译自英语中的“personality”，而“per-sonaiity”一词则源自拉丁文的
“peisona”，其本意是指面具。
面具即演戏时应剧情的需要所戴的脸谱，以表现剧中人物的角色和身份。
因此，在心理学中人格曾被定义为“个体内在心理物理系统中的动力组织；它决定一个人对环境独特
的适应方式”（Allport，1937）或“认知、情感和行为的复杂组织，它赋予个人生活的倾向和模式”
（Pervin，1996）等等。
　　人格，是一个人的存在方式。
它总是与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紧密联系的，依存于一个人被视为什么，承担何种社会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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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本系统研究道家人格的著作，也是一部具有中国理论特色的人格研究论著。
全书内容包括道家人格的世界观，道家人格的人的本质观，道家人格的人性观与价值观，道家人格的
基本特征，先天人格与后天人格，实现道家人格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道家人格与儒家、佛教、基
督教人格的比较，道家人格的基本性质、道家人格历史地位及现代价值等。
该书以命、性、性命关系、人天关系和人我关系统领对道家人格的研究，从人格的思想理论基础，到
人格的具体表现，再到人格实现的原理和方法，全面系统地考察了道家人格的各个方面，为读者展示
了一幅道家人格的完整概貌，对于理解传统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具有独到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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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现代的观点来看，人的神就是人的精神意识。
根据作者的研究，精神意识是一种以概念为单元的存在形式。
那么什么是概念呢？
所谓概念就是通过以简单抽象的符号去表征复杂具体的对象在大脑中所形成的观念。
对人来说，概念都是通过运用语言文字符号去表征各种对象而在人脑中建立起来的观念，即一个一个
的单词。
（值得指出的是，过去人们普遍认为只有实词是概念，虚词不是概念。
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不仅名词、动词、形容词等实词是概念，而且副词、连词、助词等虚词也是概念
，总之，所有的词都是概念。
）在人的精神意识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人先是学习掌握一个一个的概念，然后将一个一个的概念组
合起来形成命题，最后，再把一个一个的命题组合起来形成命题系统，从而完成对事物的完整把握。
这个过程也就是由单词到句子，再由句子到文章的过程。
人类对各种知识的学习和掌握过程也就是这样一个由概念到命题再到命题系统的过程。
现实中，人类也正是通过对各种概念、命题和命题系统的掌握和各种技能的学习训练，从而实现精神
意识及其功能的把握的。
从大脑的具体机制来看，精神意识的建立则是通过在脑内构建一个一个的概念程序、命题程序和命题
系统程序实现的。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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