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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手册（上下册）》

内容概要

《人格手册：理论与研究》（第二版）是一本全面反映当代人格研究最新进展的心理学工具书，由各
领域的领军人物撰写，整合了人格领域的经典与现代研究，发展了人格研究的跨领域、跨时间的成果
。
    全书共五编。第一编导论，阐述了现代人格理论和研究历史；第二编理论观点，论述了精神分析、
特质论、社会认知论、认知情感论和交互作用论；第三编与其他领域的接口，论述了行为遗传学与人
格、人格的神经科学、人格的发展、人格与精神机能障碍、人格心理学与社会心理学的关系、人格与
文化等；第四编主要的研究专题，讨论了气质、无意识、自我、个人叙述与人生故事、人格与动机、
情绪和情绪调节、人格与健康、归因、创造力与天才、人际行为场、人格评鉴的主要原则等；最后一
编是本书主编之一Lawrence A. Pervin教授对人格研究领域的概观与展望。
    用明尼苏达大学Mark Snyder教授的话说，这本书是人格研究者与学习者“必读”的。本书内容翔实
，综合性强，观点公允，不仅适合于心理学的学者与学生，也适合于哲学、教育学、医学等领域的学
者与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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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手册（上下册）》

书籍目录

中译本序言序言第一编 导论  第一章 现代人格理论和研究历史第二编 理论观点  第二章 人类的本性与
个体差异：人类人格的进化  第三章 人格的精神分析取向  第四章 大五物质分类：历史、测量和理论透
视  第五章 人格的五因素理论  第六章 人格的社会认知理论  第七章 一种完整人格理论中的整合倾向和
加工动力：认知感情人格系统  第八章 整体的交互作用论：人格发展的一种研究取向第三编 与其他领
域的接口  第九章 行为遗传学与人格  第十章 人格的神经科学  第十一章 跨人生历程的人格连续性与变
化  第十二章 人格的发展  第十三章 人格与精神机能障碍  第十四章 关于人格心理学与社会心理学的接
口  第十五章 人格的文化构成第四编 内容领域  第十六章 气质：特质心理学的一个新范例  第十七章 心
理潜意识  第十八章 自我的自然主义观  第十九章 个人叙述与人生故事  第二十章 人格和动机：个人行
动与意动演变  第二十一章 情绪和情绪调节  第二十二章 压力、应对和自我调节过程  第二十三章 人格
与健康：疾病易感性和疾病适应性中的倾向与加工  第二十四章 人格心理学中的归因  第二十五章 创造
力与天才  第二十六章 人际行为场  第二十七章 人格评鉴的四项原则第五编 概观  第二十八章 结束语：
人格理论和研究的恒定性与变化人名索引主题题译名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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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手册（上下册）》

精彩短评

1、粗略的翻了翻  翻译的太恶心了啊
2、专业书.
3、内容不错，方法上有新意，但翻译不是很好。
4、恐怖的翻译！
5、都是大拿写的
6、物流配送效率挺快，就是物流配送效果差，一套书上下两册就发了个下册，工作太粗心，害得顾
客还得退还。不过，差错处理还可以。建议改进工作流程以确保效率与效果相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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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手册（上下册）》

章节试读

1、《人格手册（上下册）》的笔记-第226页

        《人格手册——理论与研究（第二版）（上下册）》 
 

抛弃人格的二元论概念 
（自我作为主体的和客体的二元性）

一种常见的二分法将自我分为主体和客体。当人们在环境中行动时就说他们是主体，而当他们反思和
作用于自身时又说他们是客体。社会认知理论对这种自我的二元看法提出质疑。积极的行动不会是孤
立于走我反应的。自我的双重功能显然是交互运作的。

社会认知理论将这种静态的二分法看成是一种功能联接的动力系统而不是将自我割裂为客体和主体。

社会认知理论也拒绝将人类主体分为多重自我。多重自我的人格理论势必成为一个难解的哲学问题。
它要求将多个自我回归到一个起统辖作用的监督者式的自我上，由它来选择和管理这多个自我以适合
特定的目标。实际上只有一个自我能够设想未来并选择行动路线来达到希望的未来和不利的前景。行
动是由一个人而不是一大堆起选择和指导作用的自我来调节的。

（自我系的统结构和过程的二元性）

自我评估传统上是根据自我概念而在人格理论中得以概念化的。这样的自我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关于
一般的自我意象的。

。。。即认为社会认知理论的过程应该与特质理论相结合如同在5因素分类中一样，以形成全面的的
人格理论。按照特质结构论者的做法，最从词典及人格问卷中选择出的日常行为描述词进行因素分析
将会产生构成人格基本结构的超特质。一些特质理论者带着传教士般的热忱，把外向性、适宜性、责
任心、神经质和经验开放性这几个被称为“大五”的一般的超特质当做人格结构的普遍特征。

特质是由什么构成的、它该有多广泛，以及特质应作为无关联的组群进行分析还是作为有着首要特质
及次要特质的相关联的组群进行分析。这种矛盾让人回想起以往关于本能或基本动机的正确数目的争
论。

特质者不仅在存在多少超特质的问题上有分歧，在包含什么因素以及如何称呼上也不一致。

通过行为描述词的因素分析寻求人格结构的指导性理论的缺乏进一步揭示了有关超特质起源的含糊性
。

每一种超特质都是一个多层面的聚合物。例如，经验开放性这个超特质就包括诸如对白日梦的认可、
对宗教权威的的拒绝、对艺术和诗歌的激情、对争论者的支持，以及尝试外国食物多种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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