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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应关系中的理想人格

周 一 骑
!南开大学 社会心理学系#天津市!$$$%>"

摘!要!中国传统心理思想不把理想人格当作某种独立于人的客观存在#而总是将其置于感应关系中$

感应关系注重相互影响%对理想人格采取感叹&比兴&以具体言行呈现形象的叙事方式能加强其感染力’而 以

崇敬之情&凝聚的精神去了解理想人 格 也 容 易 与 之 发 生 感 通$对 理 想 人 格 的 内 在 理 解 须 经 过 人 格 转 化 的 过

程#以自身的体验印证理想人格的言行$诠释&感应&人格转化同时完成$

关键词!感应’理想人格’诠释’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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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自马斯洛提出(自我实现)概念之后#理想人格

才开始成为人格心理学研究的一项内容$其实理

想人格的概念在中西文化中始终是存在的#只是囿

于研究方法的局限#很晚才进入心理学的视野$理

想人格在不同的文化及不同的语境下有不同的名

称%西方历史上的名目有圣徒&英 雄&有 教 养 者*>+#
中国古代则有圣&贤&君子&大丈夫&豪杰#现代心理

学则称之为(自我实现的人)$但无论用什么名称#
理想人格大体是指人的本性得到充分发展#指明了

人的成长方向#可作为普通人榜样的人格$马斯洛

对自我实现者开创性的研究所具有的意义在于%指
出确有理想人格存在’指明了人格发展的方向#开

(高度心理学)之先河$但马斯洛的研究还留有许

多未解决的问题%其一#既然确有理想人格存在#如
何实现理想人格才是关键所在#马斯洛虽对此有所

讨论#但并不详尽$其二#要实现理想人格#必须有

此意愿$而马斯洛用来描述理想人格的语言是客

观的&中性的$这种语言适于证明某物的存在#却

很难引发人的兴致#激发人的志愿$知道有理想人

格的存在#未必就有成为理想人格的意愿$其三#
只有当我们与某人之间建立起某种关系时#才能彼

此发生影响$据此#要实现理想人格#最好是同具

有理想人格者发生关系#自觉主动地受其影响$而

马斯洛所描述的是理想人格一般&抽象的特征#未

能呈现出具体的人物形象$人只同具体的人#而不

同抽象的特征发生关系$
中国文化大体上是崇尚理想人格的 文 化$西

方人崇仰上帝#中国人则崇仰圣贤$儒家崇圣#道

家崇仙#释家崇佛$圣&仙&佛都是理想人格而不是

神$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许多内容都是围绕着如

何成就理想人格而展开的#这些内容都可称为(关

于理想人格的心理思想)$中国的(理想人格心理

思想)虽然在引导人朝着健全完善的方向发展上与

马斯洛的(高度心理学)别无二致#但在方法&途径&
叙事风格上却存在很大差异$通过比较这种差异#
才能突显中国传统人格心理思想的特点及价值#并
有可能进一步丰富(高度心理学)的内容$

中国(理想人格心理思想)的最大特点在于%不
是把理想人格当作某种独立于人的客观存在#而总

是将其置于感应关系中$

!!二、感应及其特性

(感应)一词最早出现于,易-之(咸卦传)%(二

气感应以相与$)*#+咸与感为通假#咸卦乃以少女少

男相悦象征感应$,孝经-(感应章)说%(孝悌之至#
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诗云.自西自东#
自南自北#无思不服$/)*!+这是说孝 悌 不 仅 有 感 化

他人之效#甚至还能感动神明#类似于(感天地#泣

鬼神)的说 法$,汉 书0礼 乐 志-说%(鸟 兽 且 犹 感

应#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二者都把人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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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人与鬼神之间的关系视为感应关系!汉朝人

好言"天人感应#$把天与人的关系类比于人与人的

对话关系!就人类思想的一般发展进程看$往往是

先有某种观念$然后才有对此观念的反思!虽然感

应观念早已出现于先秦及两汉$但对感应比较系统

的讨论则是宋明理学!程颢说%

!!有感必有应!凡有动皆 为 感!感 则 必 有

应"所 应 复 为 感"所 感 复 有 应!所 以 不 已

也&E’卷>$D!
凡相互唤起的连续行为$都可视为感应!此感

而彼应$彼感而此应!往来唱和$相互问 答!其 中

任何一次行为$既是感$也是应%就唤起对方之回应

而言$是感(就回应对方之唤起而言$是应!感与应

都是基于一方的角度相对于另一方而命名的!双

方彼此对等$可以互相易位!任何一方都是行为的

主体$因此$感应具有"主体间性#)8.25-6,FG5;2898C
2:*!在感应观念 看 来$自 己 永 远 居 于 感 或 应 的 一

方$永远在参与感应的过程$而没有独立于感应之

外的客观超然的立场!中国人眼中的世界$就是一

个"交感#的世界$而没有客观的世界!中国之所以

没有发展起科学$多少与此有关$因为科学离不开

客观超然的立场!无论对待什么东西$中国人似乎

总做不到客观冷静$而总是问%这与我有什么关系？

换言之$中国人的世界$只有"彼#与"此#+"这一边#
与"那一边#$除此以外$更无其他!儒家的"仁#$是
讲己与人的关系!(道 家 的"道#$是 说"彼#与"是#
的关系"!语言是思维方式的反映$同时也在制约

思维方式!古 汉 语 只 有 第 一+第 二 人 称 的"余#与

"汝#$而缺 少 第 三 人 称 代 词#$正 可 说 明 中 国 人 的

感应观念!
感应即是关 系%你 影 响 我$我 影 响 你,,,投 桃

报李$你来我往!在这种观念下$不存在孤立之物$
而只有处于关系中之物!认识某人$必通过认识他

与别人$尤其是与我的关系!一个人$总是作为一

个人 子$一 个 兄 弟$一 个 父 亲$或 一 个 朋 友 而 存 在

的!离开了关系$人就是没有血肉的抽象概念!
感应是或然的!感应之双方 相 互 依 赖$因 此$

感应 关 系 是 或 然 的$不 能 前 定$不 能 单 方 面 控 制!
以交谈为例$我既不能预知你要说什么$也不能预

知我要说什 么$因 为 我 说 什 么 须 根 据 你 说 什 么 而

定$你说什么又须根据我说什么而定!
感应具有创造性!在感应过程中$总有一些新

的东西超出双方的预期产生出来!凡创造必定是

超出预期的!这种创造属于"协同创造#%双方共同

参与其中$而非一人独自思考之所得!这种创造不

一定表现为科学发明或艺术创作等具体有形的成

果!新的人格+新的视野+新的思考方式都是创造!
这些往往是人际交往的结果!

感应具有超时空性!事物自身总是存 在 于 一

定的时空中$但此事物对其他事物的影响却总是超

出其自身之外!所谓"立德+立功+立言#之三不朽$
都是指不随生命俱朽的影响而言!"人生自古谁无

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感应的意义甚至超过了生命

本身!这意味着%生命的价值视其影响力而定$生

命的意义因感应而获得!"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

草!#君与群为同源字%君子之所以为"君子#$在于

其影响能波及一群人(小人之所以为"小#$在于其

影响力及身而止!换言之$与小人相比$君子能在

更广大的时空范围里发生感应!

!!三、感应及理想人格的叙述

中国传统心理思想对于理想人格的叙述有一

个非常独特之处$即很少对理想人格作纯客观的描

写$而更多是呈现叙事者对于理想人格的主观印象

及感受!其理由是%纯客观的描写将焦点集中于事

件的真实性上$但问题是$即使此事件是真实的$如
果不能对听者产生影响$也是没有意义的(当人面

对足以使之感动的理想人格时$如果硬要把自己的

感情封闭+隐藏起来$而做一冷眼的旁观者$反而是

不自然的(只 要 叙 事 者 的 感 情 没 有 偏 私 而 足 够 健

全$其叙事中所带的感情就不仅允许存在$而且是

必不可少的(带有感情色彩的叙事$其目的不在于

呈现客观事实$而在于与听者进行沟通,,,叙事者

意在与听者分享其所欣赏+崇敬的东西$他假定使

之感动的东西也会同样感动听者(如果把对理想人

格的叙述看成是叙事者与听者之间的一个沟通事

件$那么沟通的效果,,,感而有应$就是最重要的$
叙事者的感情越是深厚饱满$越能使听者发生共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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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的叙述方式!对于沟通的结果起着决定性的作

用!换言之!我们不但要知道发生了什么!还要注意

此事件是如何讲述出来的"具体说来!以下几种修

辞与叙事方式直接影响到理想人格的感应效果#
!一"感叹

语气是感情的自然流露"客观的叙述!如科学

论文!通常避免带有感情色彩!因此!其字里行间也

透露不出语气来"但在传达主观感受的叙事中!语
气却能起到感染读者的作用"最能充分传达语气

的就是感叹词及感叹句"例如孔子对颜回的称道#
$贤哉 回 也！一 箪 食!一 瓢 饮!在 陋 巷"人 不 堪 其

忧!回 也 不 改 其 乐"贤 哉 回 也！%&B’雍 也 这 段 话 中

$哉%为感叹词!首句及末句皆为感叹句"$贤哉回

也%是$回也贤哉%的倒装句!之所以把$贤哉%置于

句首!是通 过 加 重 语 气 突 出 颜 回 的 贤 德($贤 哉 回

也%一再出现!单从行的角度看!是重复多余的!但

孔子对颜回的赞赏之情却溢于言表"
!二"比兴

传统心理思想常采用诗歌中的$比兴%手法叙

述理想人格!具体说!就是把理想人格比喻为某种

形象!或是把对理想人格的印象与观感用某种意象

形容出来!以激发起读者的兴致"例如#孔子弟子

对孔子就多采用这种手法叙述"颜渊自称他效法

孔子的体验是#$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
焉在后%&B’子 罕(子贡形容孔子如$数仞之墙!不得其

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B’子 张(有若把孔

子比为$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太山之于丘

垤!河海之于行潦%&%’公 孙 丑 上(曾子称孔子如$江汉以

濯之!秋 阳 以 暴 之!皓 皓 乎 不 可 尚 己%&%’滕 文 公 上"庄

子形容其理想中的神人为$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

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

海之外%&@’"老子把得道者形容为$敦兮其若朴)未

雕琢之木材*(旷兮其若谷(混兮其若浊%"宋人对

理学家的描写也同样用此手法"诗人黄庭坚说周

敦颐$胸怀洒落!如光风霁月%&D’卷>#!E#$!朱公掞说见

到 程 明 道 的 感 觉 是 $在 春 风 中 坐 了 一 个

月%&D’卷>"!E%%"$比兴%手 法 与 心 理 学 以 客 观 写 实 手

法描述人格形成鲜明的对照"虽然它不是客观的!
但也不是主观的向壁虚造"这里我们必须跳出主

客二分的思维模式而代之以感应观念"从感应的

角度看!形象化的东西总是比巨细无遗的写实主义

更栩栩如生!更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也更能打动

人"比兴手法类似于国画中的$写意%#写意不是刻

画描摹现实!而是传达作者心中的$意象%!意象不

是表达作者的个人体验!而是诉诸作者与欣赏者的

共同体验!换言之!意象乃是富有成效的沟通媒介"
写实性语言为追求精确而避免产生歧义!往往只表

达单一的意义!可是当人所要传达的是内心的感受

时!写实性语言就未必是最佳的选择!因为内心的

感受往往是模糊+笼统+无法界定+难以言传的!而

形象化的表达就不失为简捷+得体的交流方式!这

是因为形象所包含的意义往往是隐含的!超过了其

显而易见的直接意义"使用形象化的语言其实有

其势所 必 至+不 得 已 而 为 之 的 理 由"正 如 孟 子 所

说#$观 于 海 者 难 为 水!游 于 圣 人 之 门 者 难 为

言%&%’尽 心 上,,,圣人的人格是难以言传的"关于这

一点!唐君毅曾有很精辟的论述!他认为#人的思想

与语言!总是对对象加以特殊的规定"而当人面对

的是无限的对象时!譬如人在接触自然界无尽的广

漠平野+茫茫大海时!特殊的规定便不能穷竭!此时

即会停止一般的思想与语言而感到一种无言之美"
对于所接触 的 有 无 限 性 的 伟 大 人 格!也 是 同 一 情

形"不过其 中 略 有 不 同#对 自 然 界 的 无 限 的 体 验

中!人的心情是平铺的(而对于有无限性的精神人

格!人的无限的体验是向上的!此时人会感到一种

引其向上超升的力量!于是反省其自身的体验!而

另有一种描述自身体验的语言与思想"然而此思

想与语言!不是用以规定客观对象的人格!而只是

表露我对此人格主观的体验&>$’#>$J#">"
!三"用有代表性的具体言行呈现人格特征

传统心理思想总是力避抽象!若要描绘某种人

格特征!便选取有代表性的言论+行事表现此特征!
这种表现方法来自史学!其优点在于总能以生动鲜

活的人格特征感动读者"上文孔子对颜渊箪食瓢

饮不改其乐的勾勒即属此类"孟子称伯夷为圣之

清+柳下惠为圣之和!而举其言行曰#$伯夷目不视

恶色!耳不听恶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 不 使"治

则进!乱则 退"横 政 之 所 出!横 民 之 所 止!不 忍 居

也"思与乡人处!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也%($柳

下惠不羞汙君!不辞小官"进不隐贤!必以其道(遗
佚而不怨!阨穷而不悯"与乡人处!由由然不忍去

也"-尔为尔!我为我!虽袒锡裸程于我侧!尔焉能

浼我哉？.%"二人的形象跃然纸上!所以说#$闻 伯

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闻柳下惠之风者!
鄙夫宽!薄夫敦"%&%’万 章 下 孟子在这里特别强调此二

人人格的感化力量"/庄子0书中的真人都是浑然

能忘者"$南 郭 子 綦 隐 机 而 坐!形 如 槁 木!心 如 死

灰%!居然达到$丧我%的境界&>>’齐 物 论"$丧我%即 是

$忘我%"$百里奚爵禄不入于心!故饭牛而牛肥!使
秦穆公忘其贱!与 之 政 也"%&>>’田 子 方 忘 我 之 至!也 使



人忘其有我!无独有偶"马斯洛发现自我实现者的

特征之一是#不以自我为中心$$不太关心他们自

己$$他们超越琐事"视野开阔"见识广博%&>#’!同

样都是描述忘我"马斯洛的手法就显得比较抽象!

!!四、与理想人格的感通之道

从感应的角度看"对理想人格的了解(讨 论 目

的不在于求得理想人格的真相"而在于我能与理想

人格发生感应!换言之"此处的#真%不是既成的事

实"而是一个有待实现的感应事件"或者说关系事

件!感应事件的充分实现一方面在于理想人格的

上凸"另一方面则在于我的下凹!所谓#理想人格

的上凸%即是在叙述中加强其感染效果"其途径已

见于上述)而#我的下凹%即包括在与理想人格的感

通之道中!此感通之道约有如下数端*
!一"崇敬之情

理想人格在我们心中呈现什么形象"与我们以

什么心情了解此理想人格有关!唐君毅认为"以崇

敬之情了解其思想与事业"是了解理想人格的必由

之路*流俗的论调说"唯有先对其人的思想(事业有

了充分了解"看到有值得我崇敬之处"才能对其生

出崇敬之心!但这只是道理的一半"另一半是*如

果你根本不承认有比我们自己更伟大的人格"而有

一向上之心"愿意去崇敬一更伟大的人格"并求有

如此之人格而崇敬之"则我们无论在现实社会与历

史世界中"均永远不会发现此人格!人真有如此之

心"则对人们数千年所共同崇敬的人格"即使全不

了解其一切"我们一闻其名"念其为过去如许多的

人所崇敬"我们即油然不能自已"而生一向往敬畏

之情!此情即我们最后真能了解 的 基 础&>$’#>$J#">!
自新文化运动以来"知识界普遍弥漫着一种#启蒙

心态%*即对历史上一切被前人所崇敬的东西心存

怀疑而致力于#揭露%真相!在这种眼光审视下"历
史即使不是一番骗局"也是被迷雾所笼罩!这种态

度造成了某种#自证预言%+++人们发现"在#迷雾%
被拨开"一个个#谎言%被戳穿之后"文化与历史被

剔除了意义与价值"剩下的只是一堆堆冰冷的#事

实%!意义与价值的缺失正是当前中国文化的危机

所在"此缺失正与我们对待理想人格的态度有关!
!二"精神的凝聚集中

唐君毅指出"一般人的精神常只是向外看向下

看"不能向内看向上看!人的精神向外看则分散"
向下看则自满)向内看则凝聚集中"向上看乃常觉

自己之不足而生敬畏&>$’#>$J#">!上文所谓#崇敬之

情%即是向上看"而宋明理学家所谓#观圣贤气象%

即是向 内 看!程 颢 说*#学 者 不 学 圣 人 则 已"欲 学

之"须熟玩味圣人之气象"不可只于名上理会!如

此只是讲论文 字!%&E’卷!"!所 谓#熟 玩%"具 体 说 就 是

#潜心默识"玩索久之"庶几自得%&E’卷!"!!若没有精

神的凝聚集中"以统会地形成理想人格的气象"而

体现于自己的心"便不能超越自己的小我"也不能

与理想人格相感通!这种对理想人格的讨论"也只

落得无数抽象的观念"成为#讲论文字%+++纯粹的

书本文字工夫而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五、理想人格的诠释

对理想人格的诠释就是对其人的#内在%理解!
我们从书本上读到的其人的言论(事迹"以及对其

人的评价"都是#外在%的"只是关于其人的#知识%!
要真正理解其人"须知其心!知其心意味着自己的

心与之相契合"能感其所感"乐其所乐"悲其所悲!
一个网球世界冠军对于网球的感悟"大概只有与他

相匹敌的对手能够理解"而面对球技平庸之辈"他

必有#个中甘苦"不足为外人道也%之感!庄子说*
#小知不及大知%"狭小的心知不足以窥测广大的心

胸!假如我们自身的人格境界未曾提升"又凭什么

去理解理想人格？因此"对理想人格的诠释同时也

就是自身人格的转化过程!自身人格的转化是与

理想人格相感应的自然结果*当我们由衷地欣赏(
崇拜某人的品行或才能时"自然会产生#我也要如

此%的念头)而#他是他"我是我%的漠然态度"则多

少带有深闭固拒的意味!#转化%是加达默尔#哲学

诠释学%的一个重要概念*转化是指#某物一下子和

整个地成了其他的东西"而这其他的作为被转化成

的东西则成了该物真正的存在"相对于这种真正的

存 在"该 物 原 先 的 存 在 就 不 再 是 真 正 的 存 在

了%&>!’>""!#化%与#真%有内在的关联*不#化%则不

#真%"若要#真%"就必须能#化%!换言之"#真%不是

一个固定的#东西%"而是一个嬗变的过程!无独有

偶"庄子也曾阐述#化%与#真%的关系*庄周梦为蝴

蝶"则此刻之蝴蝶是真)蝴蝶醒为庄周"则此刻之庄

周是真!所谓#真人%就是#物化%+++顺物而化的

人!试问*理想人格的经验(感受(心得是可一不可

再的"还是可以通过交流(学习(传递"变成别人的

东西"保存在别人那里？如果是后者"岂不意味着

理想人格又以新的形态出现在后人身上？如果我

理解了庄周"岂不意味着庄周又在我身上复活？或

者说我又化为了庄周？加达默尔早已说过*#一切

理解都是自我理解!%&>"’E"通过与他人相互感应(沟

通(交 流"小 我 得 以 提 升 为 大 我"#视 域 得 以 融



合!">!#!@@J!D%$如 果 自 我 是 在%我 中 有 你&你 中 有

我!的交流过程中不断成长的&那么理解对方&也就

理解了自己’提升了对方&也就提升了自己$这是

一种共生的协同创造关系$
通过与理想人格相感应而提升自己的人格&以

自己的心去印证理想人格的境界&是中国传统心理

思想&尤其是自禅宗及宋明理学以后所常采用的路

径$禅宗认为&佛的内心体验&不能靠智性的分析&
经典的诵读&那样只是得到关于佛的知识’而只能

在自己的实际生活中直接印证$成佛不是模仿佛

的形迹&而是要过自己的生活&实现了自己的本性

(自性)&就能成佛$唯有成为佛才能理解佛&这正

是%六经注我!的方法$所以禅宗主张*直指人心&
不立文字&见性成佛$此后宋明理学走的也是通过

人格转化印证圣人之言的诠释路径$经典遂成为

催化他们发生人格转化的%媒介!$程颢说*

!!今人不会读书!如读"论语#$旧 时 未 读$
是这个人$及读了$又只是这个人$便是不曾读

也!"E#卷!&>#

诵读经典的目的是提升自己的人格境界$
程颢又说*

!!"论语#有读了后全无事者$有读了后其中

得一两句喜者$有读了后知好之者$有 读 了 后

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E#卷!&>!

人格境界 越 是 提 升&就 越 能 与 理 想 人 格 相 契

合+相感应$
程颢曾求教于 周 敦 颐$周敦颐给他们提出一

个问题*教他们去寻找孔子颜渊生活的乐趣究竟在

哪里$虽然通过对孔子颜渊的历史情境及生活环境

的考察可以推论二人的乐趣所在&但那只是他们的

乐趣&与自己无关$一个生活得没有乐趣的人又如

何领略他人的乐趣？所以关键问题是在自己的生活

中寻得乐趣$程颢自称经此番指点以后%吟风弄月

以归&有吾与点也之意!"D#卷>"&E>D$程颢此后有诗曰*

!!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时人

不识予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E#卷>"&"%B

又诗曰*

!!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万物

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E#卷>"&"@#

程颢窗前有茂草覆砌&有人劝他芟了&他说*欲
常见造物生意$又置盆池&畜小鱼数尾&时时观之$
或问其故&他说*欲观万物自得意"D#卷>"&E%@$

万物之自得&也就是他的自得’造物之生意&也
是他心中的生意$他的生活随处洋溢着乐趣$程

颢寻找孔子颜回乐趣&正是转化自身人格+用自己

的生活印证理想人格的一个好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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