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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意识在人格系统中的地位与作用

彭 运 石

提 要 心理学界过去未能很好地从自我意识与人格其他构成
、

与环境教育影响的相互关

系中考察自我意识在人格系统中的地位与作用
。

本文对人格结构从新的角度进行了划分
。

并以此为

基础
,

考察了自我意识与人格其他构成
、

与环境教育影响的相互关系
,

从而揭示出自我 意识 在人

格结构中所处的地位
,
阐明了自我意识在人格发展中的作用的表现

、

程度
、

范围以及发挥作 用 的

机制等问题
。

关键词 自我认识 评价 协调监督 调控

在我国和苏联心理学界
,

人们在探讨人格
夕
自我意识问题时

,
看到了自我意识在人格结

、

发展中的某些作用
,

并试 图在把自我意识当作人格的一个构成部分的基础上
,
来理解自

我意识在人格结构

( 如人格倾向性
、

评价和调节系统
。

、

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
。

基于此
,

他们都把自我意识看作和人格其他构成

人格心理特征等 ) 相独立和相并列的成分
,

把自我意识看作是人格的自我

例如
,

早在四十年代
,
鲁宾斯坦在 《普通心理学原理 》 一书中就提出了人

格表现的整个系统
,
包括着

: 1 ) 个性倾向性
, 2 )能力系统 ; 3 ) 气质和性格系统 , 4 )

作为自我调节
、

自我评价系统的 自我意识
门

。

六十年代以后
,
苏联心理学界

“
多数人认为自

夕
个性发展水平和 自我意识水平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

”

我意识是个性的重要组成部分
夕

类似的提法在我国亦普遍存在
。

我意识是个性发展和成熟的标志

。

①

一些同志指出
: “

自我意识是人格形成的主导因素
” ⑧ “

自
,

是个性系统的核心内容
” , ①有的教 材将 人格 结构 分为

“
个性倾向性

、

性
、

心理过程
、

个性心理特征和自我
” 三部分⑤ ,

还有的同志把人格结 构划 分为 个性倾向

心理状态
、

个性心理特征和 自我调节系统等五部分
。

⑥这些研究自然丰富了

我们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
。 但将自我意识看成是和人格倾向性

、

人格心理特征等相独立
、

相

并行的人格构成部分
,
是值得商榷的

。

这样做势必妨碍我们准确地揭示自我意识在人格系统

中的地位与作用
。

因此 , 还有必要对这一间题重新探讨
。

我们以为
, 深入地理解自我意识在人格结构

、

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
, 一方面

, 必须准确

地理解自我意识与人格的概念
。

只有这样
, 我们的探讨才不致流于片面

。

另一方面
,

必须考

察自我意识与人格其他亚结构的相互依存关系
。

唯有如此 , 我们才能较惬确地批理仕 日伐息

识使用的范围
、

程度 以及这种作用的机理
。

而要做到这一点
,

关键在于人格结构作出比较恰

。

唯有如 此
,

我们才能骊推确筑积根什 目 芥篇

当的划分
。

, 我们曾考察了自我意识与人格的概念
,
我们

以为

在拙作 《关于 自我意识的概念 》 ① 一文中
, 我们曾考察 了目我总识勺人裕田狱忘

, 双们
,
自我意识乃是作为主格我的自我 ( I ) 对作为宾格我的自我 ( M e

) 的存 在
、

活动 及

其过程的有意识的反映
夕

程的动力来源于客观环境

是一个人的整个精神面貌

是自觉的自我认识与自觉地 自我对待的统一
。

自我意识这一发展过
、

教育的影响和个体内部因素的矛盾运动的结果
。

而人格
, 不仅仅

,
而是具有意识和自我意识的特点

、

存在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并施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1 9 9 0年

具体影响于社会生活的独立的
、

活生生的社会生活的主休
。

这样理解人格
, 我们就可以在人

格结构中区分出人格的客观方面与人格的主观方面
。

人格的客观方面
,

指的是一个社会主体

身上所具有的社会属性
,

他在社会生活中所施的具体影响以及一个人的具体的肉体的存在
。

而人格的主观方面
,

指的是人格心理结构即
“

内部心理条件的总和
” 。

依人格心理结构的 自

觉性层次
,

人格心理结构可以区分为意识方面和无意识方面
。

而天格的意识方面
,

依其反映

的对象的不同
,

又可区分为 自我意识与非自我意识两个方面
。

即一个人关于自身的认识
、

情

感和意志的体系 ( 即通常所说的一个人关于 自身的心理过程
、

心理状态
、

人格倾向性
、

人格

心理特征所构成的体系 ) 和一个人关于外界 的认识
、

情感
、

意志的体系 ( 即由通常所说的一

个人关 于外界的心理过程
、

心理状态
、

人格倾向性和人格心理特征所构成的有机统一体 )
。

这样我们便可以看出自我意识并不是和心理过程
、

心理状态
、

人格倾向性
、

人格心理特征等

人格的亚结构相并列
、

相脱离的
一

个亚结构
,
而是通常所说的关于 自身的心理过程

、

心理状

态
、

人格倾向性
、

人格心理特征所构成的系统
。

人格结构中的自我意识系统与人格其他方面密切联系着
。
一 方面 , 它的作用的形成和发

挥依赖着人格的客观方面
,

需要以人格的客观方面作为其形成的直接基础并通过它来表现
夕

也依赖着人格心理结构的非我意识方面
。

人格心理结构中的非我意识方面是 自我意识形式和

发挥作用的中介
、

途径
。

通过非我意识所接受的社会道德规范
、

环境信息
、

团体期望等是自

我认识
、

评价
、

调节的标准
、

参照
。

无意识的东西作为心理生活 中的一种未被意识到的对外

界和自身的反映
,

评价和调控
,

也影响着一个人的自我意识
、

自我评价
、

自我体验与自我调

控
。

并且
,

无意识的东西在一定的条件下还可以转化为有意识的东西
,

从而使得自我意识更

加深入
。

但同时
,
自我意识并不是人格的客观方面及人格的非我意识等方面的消极产物和附

属品
,

而是对人格这一整体 ( 包括人格客观方面
、

非我意识方面
,

在某种意义上还包括自我

意识本身 ) 的积极的
、

能动的
、

自觉的反映
,

是对人格的自觉的自我认识之自我 对 待 的统

一
。

自我意识的这一特性决定了它在人格系 统中能作为一个自我认识
、

评价
、

协调监督和调

控系统而存在
。

首先
, 它是人格系统中的一种自我认识

、

评价装置
。

对自身的能力
、

行为方

方面进行认识
、

评价
,
并结合通过非我意识所获得的外界信息和价值标准

夕
确定 自己该做什

么
、

能做什么
、

该怎样做
、

做得好坏… … 等等
,

为 自我调控
、

自我体验奠定基础
。

其次
, 它

是人格结构 中的协调监督装置
。

根据所拟定的计划
、

所确定的目标
,

督监 自己活动的全部过

程 , 以保证自己的活动
、

自己的动机与动作的连贯一致
,

以实现原定的计 划
。

如果自我意识

对人格系统的协调监督功能丧失
夕

就会导致人格分裂
,

产生
“ 双重人格

” 。

再次
, `

它是人格

结构中的调控
、

指令装置
。

它根据自我认识所提供的关于 自身的信息和非我认识所提供的关

于环境的信息
,
根据 自我认识

、

评价装置所拟定的计划
、

目标
, 以及 自我协调监督装置所提

供的这种目标
、

计划执行情况的信息
,
对 自己的活动进行 自觉的调控

。

这表现在
:

起动与制

止行动
, 心理活动的转移

, 心理过程的加强和减弱
,

积极性的提高或减低等方面
。

通过对自

己活动的调控
,

达到与环境
、

与自身的协调
,

实现对客观外界的改造与自身的提高
。

作为人

格系统的自我认识
、

评价
、

协调监督
、

调控指令
一

装置的 自我意识
, 必将对人格其他构成发生

重大影响
。

首先
,

就人格客观方面而言
,

人格客观方面的改造与提高
,

人格客观方面在人格系统

中作用韵发挥
,
莫不依赖于 自我意识的作用

。 只有当我们对 自己的生理特征 ( 身高
、

体重
、

体型
、

外貌
、

健康状况等 )
、

社会属性 ( 自己的社会价值
、

扮演的社会角色
、

在别人心 目中

的印象
·

一 ) 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和评价时
, 我们才会提出改变自己的这些方面的要求

夕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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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实现对人格的客观方面的改造和提高
。

不在意自己的相貌及形象如何
, 不对改变自己的相

貌及形象提出任何要求
,

个体便不会着力适当装扮自己在生活中塑造自己的形象
,
相貌这种

生理特征和形象这种社会特征对人格特征形成的作用便无从发挥
。

认识不到 自己 的社 会价

值
,
自己在别 ,

、
心 目中的印象

,

个体便会依然故我
,
不会得到任何改变与提高

。

其次
,
自我

意识影响着人格心理结构中的非我意识方面
,
这表现在

:

一方面
,

自我意识影响着我们对外

界
、

他人的认识
。

这不只在于
, 由于自我与非我间有些 共同 之处

,

个体 便有 可能
“ 以己度

人
” ,

将对 自己认识迁移到非我
,

通过自我与非我的比较
,
来认识非我

;
而且还在子

:
自我

意识影响着非我认识的目的性
、

方 向性
、

进程和发展水平
。

一个不能很好地认识自己能力的

人
,
在认识外界的活动中便不知道他该做什么和能做什么

。

一个自暴自弃的人
,
在认识非我

一

的过程中便会表现出目的不明确
、

意志力松懈
、

不求进取
。

而所有这些
,
都将使一个人对外

界的认识的深度
、

水平受到 限制
。

美国
』

自理 学家 关于 自我观念与学习成绩的关系方面所做

的研究有力地证实 了这一点
。

他们通过大量的实验
, 查明了自我观念与学习成绩之间的相关

度一般在 0
.

3一 0
.

5间
。

在智力分数相等的情况下
,
自我观念恰当的学生更能发挥 自己 的 潜

力
,

获得较好的学习成绩
,
而自我评价不太恰当的学生则未能发挥他的潜力

,
所获得的学习

成绩不够理想⑧
。

另一方面
,
自我意识影响着自我对非我的态度

,

影响着对非我的控制调节

和改造
。

自我意识协调着自我与他人
、

自我与外界的关系
,
而这种协调的成功与否

,
势必影

响着自我对他人
、

外界的态度
。

例如
, 当自我与他人发生纠纷时

,
如果自我不能认识到

一

自己

在这起纠纷中应承担的责任
,
而把责任一味地推给他人

, 那么 ,
自我与他人的关系便会趋于

紧张
、
在这种情况下

,
便很难想象自我能表现 出对他人的发自内心的尊重

,
亲近和友好的态

度了
。
不止于此

,

一个人关于 自身的态度还会扩及到非我
。

当一个人 因自己的失败而闷闷不

乐时
,
他会有意无意地迁怒于他人

。

而当一个人因成功而满意子自己时
,
他便可能感到

, 周

围的一切都是美好的
,
树木

、

鲜花
、

野草似乎都在向他微笑
。

同样地
,
自我意识还影响着自

我对非我的控制调节与改造
。

自我对非我
`

的控制调节与改造总是以关于 自身的能力
、

社会属

性等各方面的信息为依据并伴随着自我对 自身的活动的协调监督和控制调节的
。

最后
,

自我

意识还影响着人格结构 中的无意识方面
。

它促进无意识的东西向意识的东西的转化
,

从而使

无意识的对人格的影响变得自觉
、

深入
。

自我意识与人格其他构成的这种相互依存
、

相互促进的关系
,
决定了自我意识必将给整

个人格的发展带来广泛的影响
。

这主要表现在
:

1
.

自我意识的发展水平是人格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
。

这是因为
,
自我意识的发展与人格其他方面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

。

一方面
,
人格客观

方面的发展
,

非我意识的提高
夕

必将推动自我意识的发展
。

而自我意识的发展又使主体更自

觉地
、

主动地对人格客观方面和非我意识方面进行改造
。

因此
,

自我意识的发展总是与人格

其他方面的发展相伴随的
,

或者说
,

二者的发展水平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

即 自我意识的发展

水平标志着整个人格的发展水平
。

_

2
。

自我意识维持着人格发展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

影响着人格的健康发展
。

维持人格发展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

是 自我意识本身所具有的功能
。

一个人总是根据他的

自我观念
、

自我要求来指导 自己的行为
,
并努力使 自己的行为和自我观念

、

自我要求等保持
,

一致
。

例如
,

一个自认为 自己是勇敢的人
,

在其行为中就会使 自己表现出勇敢的品质
。

一个

自认为 ( 或要求 ) 自己是一个养良的人
,
那么他在其行为中就会尽量表现出善良的品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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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意识的歪曲
、

障碍是导致人格异常
、

障碍 的重要原因
。

当一个人维持自己人格发展

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 维持到不恰当的地步时

,

心理变态
、

人格障碍
、

精神分裂等症状便会出

现
。

这一点
, 已为心理治疗实践广泛证实

。

詹姆斯
、

罗杰斯等人均指出了这一事实
。

人们发

现 ,
在变态人格患者身上

,

一般都表现出对自己的人格缺乏自知力
,
行为缺乏 目的性

、

计划

性
、

完整性
,

自制力差
,

常和周围人发生 冲突等特点
。 -

3
.

自我意识影响着人格发展的方向
、

性质
、

速度和进程
, 是人格发展呈现个别差异的

重要原因
。

这是 因为
,
自我意识不断地对人格发展进行着认识

、

评价
、

协调监督和调控
, 不断地改

变着自我对人格发展的态度和要求
。

当自我认识到人格应朝什么方向
、

性质发展
, 以及怎样

才能实现这种发展时
,
自我便会对人格发展提出朝这一方向

、

性质发展的要求
,
并调动自己

的潜力去实现这种要求
,

从而促进人格的发展
。

而在人格发展过程中
,
自我又不断地认识

、

评价
、

检验着以往对人格发展要求的合理性
,

以及这种要求的实现状况
。

如果 以往对人格发

展的要求不切实际
,

那么
,

自我便会改变对人格发展的态度和要求
,

从而使人格沿着新的方

向发展
。

不同 自我
夕
对自身人格发展的认识评价

、

调控
、

要求的不同 , 导致了不同人格发展

之间的差异
。

-
-

总之 , 自我意识作为人格结构中的自我认识
、

评价
、

协调监督和调控系统
,
在与人格其

他构成的相互作用中
,
对人格发展的各个方面和全部过程都发生了影响

。

但还要看到的是 ,

自我意识的这种影响是随着儿童 自我意识的发展而增大的
。

自我意识发展水平低的儿童
,

其

自我意识
、

评价
、

监督
、

调控能力都比较差
, 因而这时自我意识对人格的影响还是很小的

。

随着自我意识的发展
,
自我意识对人格发展的影响便逐步增大 了

。

自我意识发展水平越高
,

越深刻和正确
,
对人格发展的影响便越大

。

此外
,

还应指出的是
,
人格发展并不是在人格的孤立的

、

封闭的领域内进行的
。

教育
、

环境因素亦影响着人格的发展
。

因而在考察自我意识在人格发展中的作用时
,
还要注意到它

的作用之与教育
、

环境影响的辩证关系
。

一般说来
,

是教育
、

环境因素与人格内部因素在个

体的生活实践中的对立统一构成了推动人格发展的矛盾运动
。

在这对矛盾中
,
教育

、

环境因

素一般是人格发展的决定性方面
。

而 自我意识则和人格结构的其他方面一起
,
集 中体现出人

格发展的自觉性 ; 能动性方面
。

自我意识作用的形成和发挥一方面受环境
、

教育的决定
,

但

同时 , 它也影响着个体对环境
、

教育影响的接受
,
使个体的人格发 展显 示出 自觉规划

、

设

计
、

选择
、

调控
、

自觉完善和主动改造等特点
。

并且
,
承认在总的情况下教育

、

环境决定人

格的发展
,
并不排斥在特殊情况下人格内部的能动因素对人格发展的决定作用

。

自我意识和

人格其他方面一样
,
在一定条件下能决定人格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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