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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四库全书》看中国人的自省品格
王 馥 芸,董 薇,李 志 强,秦 启 文

(西南大学 文化与社会发展学院,重庆市400715)

摘 要:自省是中国古代君子和圣人必备的品格,也是当代中国人健全人格中积极自我观的优秀品格。

中国人主要通过自察和自讼对自己进行自省,希望通过自省来改正过失、预防过失和提升自我。中国人的自

省对个体、家庭和社会的各个层面都产生影响,分别表现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通过对自省在古今、中外

的相关内容进行比较,表明中国人的品格源自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同时还具有时代性,以及跨文化的相似性与

差异性。中国人自省品格的养成受内部因素和外部条件的共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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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黄希庭认为“我们学习心理学,研究心理和行为,其目的是点燃心灵的真善美,提高人们的生活

质量”[1]。健全人格是个人最佳心理和行为的有机整合,也称理想人格[2]。在培养健全人格时,积
极自我观是其内部动力,而自省则是积极自我观中的一种优秀品格[2],也是健全人格的基础[1]。自

省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种重要修身方法,也是君子、圣人必备的道德品质,而君子、圣人就是儒家

的理想人格。自省最早在《易经》中出现,要求“君子以恐惧修省”[3]卷7,《震卦》,p299;在《论语》中,孔子提

出了“内自省“的方法,要求他的学生“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4]《里仁篇第四》,p39。曾子则提出

了“吾日三省吾身”的修身方法,要求自己每天检查自身“为人谋而不忠乎? 与朋友交而不信乎? 传

不习乎?”[4]《学而篇第一》,p3;孟子将自省归为君子必备的品质,要求“君子必自反也”[5]卷8,《离娄章句下》,p197。到

了近现代,自省也一直在道德人格塑造中发挥着重要作用。1945年4月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在

《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要有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这一作风建立在中国共

产党人充分分析中国传统道德修养论中有关人的自省自律思想的基础之上[6]。而《公民道德建设

实施纲要》中则明确提到:“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加强道德修养,自重、自省、自警、自励。”[7]习近平

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对党员提出新时代的要求,要求共产党员做到“三严三实”,其中

“严于律己”就要求“慎独慎微、勤于自省”[8]。之后的一系列相关专题教育和对党员干部进行定期

自省报告的要求都显示:自省,这一我们所熟知内容再一次被广泛宣传和倡导,显示出其重要性。
从先秦时期到今天,经过漫长的历史进程和文化的代际传承,自省作为中国人一种重要的人格

特征,早已与人们的生活密不可分。但目前国内关于自省的研究多集中在思想道德建设方面,缺乏

对自省在人格心理学方面的研究;并且对于自省的概念,虽然很多学者都对其下了定义,但其内涵

和外延都相当模糊,缺乏一个清晰的界定。又由于自省是一个中国文化积淀的概念,带着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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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化”烙印,并不能用西方心理学中相关的概念来替代。因此,本研究试图深入中国的传统文

化,通过对中国古籍的分析和归纳来明确自省的概念,了解其所包含内容,并探索其功能,丰富健全

人格理论,为人格研究中国化贡献力量。

二、方 法

(一)自省语料库的构建

本文古籍资料通过数据库检索的方法,利用计算机检索瀚堂典藏数据库中收录的文渊阁版《四
库全书》收集所得。《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官修书,汇集了我国清代乾隆以前的主要文

化典籍,保存了非常丰富的古代文献资料[9-10],因此本研究认为根据其所建立的语料库对中国古代

文化有较强代表性。本研究的检索方式采用关键词检索,以“自省”为关键词,检索古籍总数3461
部,检索到古籍共516部,总检出率为14.9%。之后对检索结果进行简化整理,简化的标准主要有

三条:一 是 删 除 “自”与 “省”连 用 却 不 成 词 者,如 “今 年 正 月 初 八 日 自 省 出 廵 南 至 普

安”[11]卷487,《朱司马督蜀黔疏草二》;二是删除不以“自省”为主题的表述,如“谁能居有余之位自省爵禄以奉天

下不足者乎”[12]卷四,《天道第七十七》;三是删除重复的语句。简化整理后,形成正式的语料库,其中含有

“自省”的内容共1089条,涵盖经、史、子、集四类古籍。检索文献分布情况见表1。
表1 检索范围、检出率和整理后的检出结果

总类
古籍总数
(部)

检索到古

籍数(部)
子类(部)

检出率
(%)

检出结果
(条)

经 489 75 春秋类12 礼类7 诗类5 15.3 183
四书类28 五经总义类4 孝经类1
易类9 小学类9

史 564 40 编年类1 别史类1 传记类7 7.1 82
地理类5 纪事本末类4 目录类1
史钞类1 史评类2 杂史类5
载记类1 诏令奏议类3 正史类1
政书类6 职官类2

子 976 61 道家类7 类书类8 农家类1 6.3 93
儒家类29 释家类7 术数类2
小说家类6 杂家类1

集 1432 340 楚辞类4 别集类326 词曲类3 23.7 731
诗文评类4 总集类3

  (二)自省内容分析

参照胡金生和黄希庭[13]以及赵彩花等人[14]的研究方法,采用内容分析的方法对语料库中“自
省”的相关材料进行语义分析。其过程具体为:(1)建立类目。先逐步删除重复引用的项目,再根据

“自省”文献的总体特征,利用小组讨论和专家评审的方法从内涵、类别和功能三个方面整理出具体

类目,并对各类目的涵义、分类标准及典型范例做明确界定。(2)内容归类,归类的内容以“自省”为
主题的语句为单元,由于有些语句可同时归入不同的类别,而有些语句其内容没有涵盖所有的类

目,因此归类性质是多重归类,最后结果以归类次数为计算单位。归类时采用小组讨论的方式,由
两名古代文学硕士研究生和一名心理学博士研究生组成内容分析小组,共同对每个分析单元进行

归类。

三、结 果

(一)中国古籍中“自省”的内涵

对古籍的分析结果显示,自省的手段主要分为“自察”和“自讼”两个方面(见表2)。“自察”指



的是自我观察、自我审视。东汉许慎编撰的《说文解字》中所载“省,视也,从眉省,从屮”,其字形为

,本意为“查看”[15],因此自省最首要的手段就是对自身的查看和审视,表现为“日三省吾身”。
“自讼”指的是自我责备、自我批评[16-17]。“自讼”最早由孔子提出,《论语·公冶长》中记载,“子曰:
已矣乎! 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4]53强调了孔子对“见过自讼”的重视和呼吁。自省的另

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在自身有过错、有失误、有缺点和不足时对自身进行自我批评和责备。
表2 自省的内涵中自省手段内容分析结果

类目
检出次数

及比例(%)
实例

自察
825
(75.7)

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精义·卷二下》)
缘其日亦是臣当直,退而自省,苟非臣疏缪,无此处分,若犹冒处,义实难安。(《续资治

通鉴长编·卷四百三十九》)
万法从心当自省,个中冷暖有鱼知。(《安晚堂诗集·卷六》)

自讼
264
(24.2)

震者动而不安也,咎谴责也,悔谓能见过而内自省也。(《周易集说·卷二十八》)
伏以清台献占,太阳当食,引咎自省,方切兢兢。(《攻媿集·卷四十八》)
过大而心不知,诟积而无与语,或内视自省,輙兢愓不安。(《逊志斋集·卷十》)

    注:资料来源于文渊阁版《四库全书》

内容分析的结果显示,自省的内涵按目的可以分为“改正过失”“预防过失”和“提升自我”三个

方面(见表3)。“改正过失”体现在“改过”的子类目中,指自身引咎自省,通过自察自讼以达到改过

自新的目的。“预防过失”体现在“持守”“警戒”“谦己”三个子类目上。“持守”一指坚守本心,二指

守成。“持守”的第一种意思主要体现在儒家的修德过程中,即保持本心,保持自身好的品质,而其

在朱子的修身论中得以明确表述。朱熹主张在日常生活中通过自省其身来“存心”“持敬”“主静”,
最终达到“存天理、去人欲”的理想道德人格。[18]“持守”的第二种意思是指通过“日旦就业,夕而自

省,以役其身”[19]卷5,《曾子制言中》来达到守业、守成的目的。“警戒”强调的是对自身的监督和警示,通过

自省来预防过错的发生。朱熹和吕祖谦所著《近思录》的第十二卷名为《警戒》,其中阐述了曾子“日
三省吾身”的方法,并指出其可以达到警戒自身的目的[20]。“谦己”指的是克己、自谦,是对自身才

智、优势的隐藏和回避,既是待人礼貌,克己复礼的表现,也是对自身的防御和保护,这一方面多出

现在臣子给君王上奏中,体现对君王的敬重和臣服。“提升自我”则反应在“加勉”“进德”“致知”三
个子类目中。“加勉”指的对自身进行鼓励(勉:劝人努力、鼓励[21]),朱熹在其对论语的集注中提到

“曾子以此三者日省其身,有则改之,无则加勉。”[22]卷1,《学而》,p48“进德”即增进道德修养水平,朱熹提

出“见贤思齐焉则知 所 以 道 问 学 矣;见 不 贤 而 内 自 省 则 知 所 以 磨 自 修 矣。夫 如 是 乃 可 以 进

徳。”[23]卷二下,里仁,p157,因此通过自省来增进道德修养,也是其一项重要目的。“致知”的含义在这里采

用朱熹在《大学章句》中的注解:“致,推极也;知,犹识也。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22]4。
即对知识无尽的追寻和获取,对事物认识的不断加深。通过对自身学习行为、过程和所获得的学识

进行自察和自讼,能达到对知识加深理解、获得更多知识的目的。
(二)中国古籍中“自省”的影响

古籍内容分析显示,自省的影响体现在“个体层面”“家庭层面”和“社会层面”(见表4)。自省

在个体层面的功能表现为“修身”,中国修身文化以道德自律为基本模式。[24]自省在内容以德性为

最主要的部分,其目的中的“进德”“改过”“加勉”均是为了修身,而“致知”更被朱熹认为是达成修身

的途径,其在《朱子语类·卷十四》中提到:“正心、诚意、致知、格物,皆是修身内事”“此四者成就那

修身”[25]卷14,《大学》,p252。自省在家庭层面的功能表现为“齐家”。儒家确立了夫义妇顺、父慈子孝、兄
友弟恭的家庭伦理规范,自省内容中对伦常中“夫妇、父子、兄弟”这三伦的自省,起到监督和警戒自

己的行为,使自己的行为符合其伦理规范,最终实现“家齐”的功能。自省在社会层面的功能表现为

“治国平天下”,既强调君王和臣子都要检查自身的行为和思想是否符合“君贤臣忠”“君义臣



表3 自省的内涵中自省目的内容分析结果

总类目
检出次数

及比例(%)
子类目 实例

改正过失
311
(28.6)

改过

文武群臣斥其怠事废职之罪,开其悔过自新之途,使各痛以自省,而陈其既往之

失勇,以自改而勉乎? (《医闾集·卷八》)
引咎自省,方切兢兢。(《攻媿集·卷四十八》)
震者动而不安也,咎谴责也,悔谓能见过而内自省也。(《周易集说·卷二十

八》)

预防过失

35
(3.2)

持守

此又圣贤之指,人欲其自省,终不欲増损一毫芒。(《孟子传·卷二十四》)
故君子思仁,昼则忘食,夜则忘寐,日旦自省以役其身,亦可谓守业矣。(《儒行

集传·卷下》)
独倚梧阴心自省,十年清梦故依然。(《宫教集·巻二》)

352
(32.3)

警戒

读者讽诵期月之章而自省焉,则亦足以有警矣。(《四书或问·卷三》)
吾辈今日讲这章书,须要自省胸中有一毫势利否? (《松阳讲义·卷五》)
我教汝两句切要之言,可大书于壁,时时玩味,而自省庶乎? 有警于心耳。(《医
闾集·卷三》)

51
(4.7)

谦己

盖圣人以盛德之至,犹恐其无诸己而自省如此,亦谦己以勉人之意。(《朱子语

类·卷三十四》)
自省才惟薄,难堪徳过仪。(《淳熙稿·卷十二》)
虽仰戴君父生成之恩,而退自省量,大惧上玷明公登选。(《丹阳集·卷一》)

提升自我

114
(10.5)

加勉

自省其内而无所病,则心广体胖,而何忧何惧之。(《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

六十》)
反身自省,而所性之实理无所亏丧,则此心泰然,俯仰之间浩然自得,性分之乐

孰大于是? (《榕村四书说_读孟子札记·卷下》)
伊川曰:君子之遇艰阻,必自省于身,有失而致之乎? 有所未善则改之,无歉于

心则加勉。”(《近思录·卷二》)

174
(15.9)

进德

曾何会盟之足恃哉,蔡郑与邓为楚疆而惧,则相与为会于邓,而不自省其德之不

修也,不亦鄙乎? (《诚意伯文集·卷十三》)
见前世道徳之主,英明之王,则瞻之仰之,退而自省。(《横浦集·卷十二》)
是以恭俭爱民,惟恐烦之,呜呼,其可谓有德者矣,若太宗闻諌而能自省不亦贤

乎。(《历代名贤确论·卷六十八》)

52
(4.8)

致知

我无是也有凛然自省之意,而即随言其求知之方。(《松阳讲义·卷七》)
儿子远宗兄子文辉亦在侧,皆愕然不能答,既而各请予解,予欲令其自省,但曰,
解经须读经。(《经稗·卷十二》)
葢子思子特以二人拟伦,而启发后学之心也。学者观此,胡不豁然自省。(《蒙
斋中庸讲义·卷二》)

  注:资料来源于文渊阁版《四库全书》

行”[26]《隐公三年》,p32、“君君臣臣”的“君臣”伦理,又强调君王和臣子检查其在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执
行中是否遵循了德治,是否符合天道天理,以最终实现“国治”的功能。“平天下”在这里指平定天

下,是“大一统”国家观念的践行。“自省”检查了国家政策、君王德行是否利于国家、天下的统一,以
实现“平天下”的功能。

四、讨 论

(一)中国文化背景下自省品质的特征及古今传承

通过对中国古籍中的“自省”进行内容分析,本研究得出了古籍中自省人格的一些特征,这些特

征不仅只体现在古籍中,也传承至今。从自省的内涵来看,古人将自察和自讼作为自省的两种手

段,这两种手段在现代也得到延续。吴宓在《我的人生观》中写到:“略自省察,将吾中心所确信而愿

终身奉行者,条列出之,是为吾之人生观。”他通过自我审察的方式进行自省,认识和确立了自己的



人生观。[27]自讼也常常在自省时被采用,毛泽东不仅提出中国共产党要有自我批评的作风,也坚持

通过自我批评来自省,在纠正“大跃进”错误的七千人大会上,他主动表示,“我们这几年工作中的缺

点、错误,第一笔账,首先是中央负责,中央又是我首先负责。”[28]

表4 自省的影响内容分析结果

类目
检出次数

及比例(%)
实例

个人层面
930
(85.4)

见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荀子》卷一)
敢不勉厥进修厚,其涵养心焉,自省何以副溢美之言。(《宫教集·巻八》)
但当频自省,诸恶誓莫作。(《剑南诗稿·卷四》)

家庭层面
24
(2.2)

凡几一岁之内侍君亲者,凡几若此者,皇子兢兢自省之日也子曰:为人子者,止
于孝。(《西山文集·卷三十七》)
更望契兄于公事之暇掩闗静坐,常以舜何人予何人自省,便如适远乡而思见父

兄。(《勉斋集·卷十七》)
自讼不敢怨怒而觊父母,自省之意亦明词,婉意切足,补韩子之失。(《明诗综·
卷二十八》)

社会层面
135
(12.4)

十二月又螽,阴阳错乱之甚,当世君臣亦可以自省矣。(《春秋本义·卷三十》)
然用则治,不用则乱,反掌之耳,为政者可以知自省矣。(《四书因问·卷五》)
卫不自省其从宋伐丧之罪,而以报复为事,罪之也。(《春秋明志录·卷五》)

   注:资料来源于文渊阁版《四库全书》

通过自察和自讼,自省能够实现改正过失、预防过失和提升自我三个方面的目的,这三方面体

现了自省人格的不同特征。“改正过失”体现了自省的弥补性。个体通过自省能够认识自身的过错

和不足,进而进行修正和弥补,实现“有过则改”[3]卷6,《益卦》,p244。在人的一生中,有过失、有不足是正

常的,没有十全十美的人,如《左传·宣公二年》中所言“人谁无过”[26]657。所以我们的文化将重点投

注在改正过失上,“故不贵于无过,而贵于能改过”[29]卷26,《教条示龙场诸生﹒改过》,在发现过失后能将过失和

不足弥补就不算晚,“亡羊而补牢,未为迟也”[30]卷17,《楚策·庄辛谓楚襄王》。自省的弥补性在现代也被反复

验证,邓小平同志讲:“干革命,难免要犯错误。我们的办法就是不断总结经验,有错误就赶快

改。”[31]闻一多先生更是希望在自省中能发现和承认自身的弱点,并在工作的过程中将其弥补,他
认为:“我们倒不怕承认自身的‘弱点’,愈知道自身弱在哪里,愈好在各人自己的岗位上来尽力加强

它。”[32]

自省目的中的“预防过失”体现了自省的维持性。个体通过自省能够维持自己思想、行为中好

的、正确的部分,并对其进行警戒,预防过失的产生。儒家思想推崇孟子的“性善论”,孟子在阐述该

理论时 提 出“君 子 存 心”,认 为“君 子 所 以 异 于 人 者,以 其 存 心 也。君 子 以 仁 存 心,以 礼 存

心。”[5]卷8,《离娄章句下》,p197“存心”,就是指保存自己的善良之心不失掉。之后的程朱理学继续发扬这一

论点,朱子强调在修身中“存心”,认为“心若不存,一身便无所主宰,”[25]卷12,《持守》,p199即保持本心,保
持人性中初始的善和仁义礼智四性。自省目的“预防过失”的子类目“持守”及“警戒”都体现了对本

心的维持,对过失的预防。我党在执政过程中,就充分利用自省,来实现对共产党人优良品性的维

持和对过失的警戒与预防。胡锦涛在庆祝建党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各级干部都要自重、
自省、自警、自励,讲党性、重品行、做表率,做到立身不忘做人之本,为政不移公仆之心,用权不谋一

己之私,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33]毛泽东同志也在农村征税的过程中自省:“我们这几年是不是

粮征得太多了? 人民的负担是不是太重了? 这从反面来说,也是对我们工作敲响了警钟。”[34]以此

来警醒自身,预防工作中出现大的过失,避免人民的不满。
自省目的中的“提升自我”则体现了自省的提升性,其子类目“加勉”“进德”“致知”,显示自省除

了能够弥补过失、维持良善之外,还能够对个体进行勉励,使个体的品德、学识都得到提升。鲁迅是

现代通过自省来提升自我的典范,他的文章中有通过自省对勇气和希望的增长及自我的革新:“独



有这一件小事,却总是浮在我眼前,有时反更分明,教我惭愧,催我自新,并且增长我的勇气和希

望。”[35]这印证了自省在现代的提升性。
(二)中国文化背景下自省影响的古今传承与革新

古籍中自省的功能从个体、家庭和社会层面可以表现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说明中国人的

自省绝不只止于个人取向,只关注个体的利益,它还包含社会取向,包含着个体对家庭和社会的责

任,个体的自省不仅实现独善其身,更能兼济天下。自省的这些功能在现代得以继续传承,并随时

代发展有了新的变化。在自省功能“修身”的体现上,蔡元培强调学生在学习上需要自省,确定“我
于那几科觉得很困难的,须格外用功些,那几科觉得特别喜欢的,也不妨多学些”[36],以期达到更好

的学业水平。梁启超“猛然自省,觉得非学道之人,不足以任大事”,于是针对自身设计了修身内容:
“以五事自课:一日觅己,二日诚意,三日主敬,四日习劳,五日有恒”,并且“时时刻刻以之自省,行之

现已五日,欲矢之终身。”[37]

在自省功能的家庭层面,冰心在《我最尊敬体贴她们》中以男性角度写文,要求男性自省,“我以

为男子要谈条件,第一件事就得问问自己是否也具有那些条件。比如我们要求对方‘容貌美丽’,就
得先去照照镜子,看看自己是不是一个漂亮的男子。我们要求对方‘性情温柔’,就得反躬自省,自
己是否是一个绝不暴躁而又讲理的人。”[38]封建社会结束后,女性不再遵循“夫为妻纲”,夫妻关系

发生改变,追求男女平等,要求男性自省在和女性关系中的所作所为,推己及人,才能处好新时代的

夫妻关系,才能实现“家齐”,体现了新文化运动后中国伦常关系的变迁。
中国封建社会结束后,“君臣”这一伦常关系也已消亡,但并没有影响中国的知识分子关心国家

兴亡,他们开始以主人的身份自省其身,希望为救亡图存、国家兴盛贡献力量,并希望唤醒更多人参

与其中。胡适在《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中谈到:“能够自省,才能平心静气地听别人的话,了解别

人的话。了解别人的话,乃是民主政治最基本的条件。”[39]表明他希望通过自省实现民主政治。老

舍认为“自励出于自省:一个衰老的国家遇到极猛烈残暴的侵略,当然要自省,那自居为民族的天良

的文艺工作者,无疑的会首先下一番自我检讨的工夫”[40]。他主张通过自省来认识过去的错误,实
现国家和民族的复兴。这些都是与古籍中自省“治国平天下”的功能一脉相承,都体现了自省在社

会层面的作用,并随时代发展焕发了新的力量。
(三)自省在中西方文化背景下的一致与差异

自省是一个具有中华文化特色的概念,但在西方的文化里,也有与之相类似的概念,通过将两

者进行比较,能够进一步加深对自省的理解。从词义上来看,“省”字指的是“视”与“看”的意思,即
查看、检查,用法如“日三省吾身”。“自”与“省”连用早在《论语》中可见,即“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

内自省也。”[4]《里仁篇第四》,p39现代汉语中“自省”意为“自我反省”,指回顾自身,是对自我的一种检查与

审视[41]。英语中,与“反省”对应的词汇是reflection,其本意是物体在镜中形成的映像,引申为反

映、回忆和回顾。[42]“self-refection”即“自省”,是对自我的一种反映和回顾。中英词义对比可看出,
自省都是对自我和自身的一种回顾和审视,但中文中的自省更强调主观性,强调主观的评判,而英

文中的自省更强调如镜面反射成像一样,是对自我一种客观的反映。
从其内涵上来看,中国古籍中的自省指通过对内部心理活动(包括思想、道德、情感)和外部行

为表现的自察和自讼,来达到改正过失、保持警戒和提升自我的目的,既是一种修身方法,也是中国

人的一种人格特质,因为我们的文化要求“日三省吾身”。而西方心理学家Grant等[43]将自省定义

为“仔细理解个体的思想、情感和行为”,Bennett-Levy等[44]将其定义为“观察、解释、评价个体自己

的思想、情绪、行为和其结果。”Germain等[45]将其定义为“自省是一种方法,通过回顾过去的经历,
包括个人的和专业的,检查它们的影响和结果,然后将这些新见解和习得应用到未来实践中”。中

西方对自省的定义显示出相似之处,其对象也都包含精神层面和行为层面,其内容也涉及自我成

长、学习、工作和人际交往等方面。但中国文化背景下的自省,最重要的内容是对德性的自省[46],



而这一点在西方对自省的研究中并没有提到,并且西方文化背景下对自省内容的研究重点落在个

体情绪和感受上。这一点充分体现了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性,是中华文明中礼教文化突出道德意识

和伦常观念与西方文化中的个人主义的鲜明对比。[47]

从自省的影响上看,中国古籍中的自省显示出修身、和谐家庭和朋友关系、促进国家社会进步

的功能,当代中国学者的研究也显示,自省能够塑造道德人格、提升个人修养、促进心理健康[46,48]。
西方心理学家对自省的研究显示,自省能够提高工作质量[49]、促进学业进步[50-51]、提升亲社会行为

和促进人际关系[52]、有助于情绪调节和心理健康[53],这一系列结果显示出自省功能跨文化一致性

的部分。而西方心理学家的研究还发现,自省不是总带来积极的结果,自省产生的结果和其水平的

高低相关,健康和自省水平的关系呈倒U曲线,中等水平的自省和最佳水平的健康显著相关[54],过
高水平的自省被认为是自省中适应不良的部分,又称为“冗思”(self-rumination),会导致紧张焦虑,
诱发工作失误[55],也和抑郁显著相关[56]。但在中国文化背景下,不论是古籍中还是当代的研究中,
都侧重于关注自省积极的功能,并未对自省的水平及其消极影响进行探讨。

从研究取向上来看,中国研究者多以文史分析[57]和哲学思辨[58]的方式,将自省当做一种修身

方法,来探讨其在道德人格塑造[47,59]及心理健康教育[48]上的作用。或者是通过文献综述,将西方

心理学对自省的研究取向、方法和结果进行介绍[60]。西方心理学家主要以实证研究的方式,通过

问卷调查、实验研究等方式,来探索自省的结构、作用机制以及脑机制。为了能对自省进行量化研

究,西方心理学家开发出一系列测量工具,例如Fenigstein等[61]开发的自我意识量表中的自省分

量表(self-reflectionscale),Grant等[43]开发的自省-洞察力量表(SelfreflectionandInsightScale),

Beck等[62]开发的贝克认知洞察力量表(BeckCognitiveInsightScale)中的自省分量表(self-reflec-
tivenesssubscale)。同时试图用元认知理论[63-64]、社会认知理论[65-66]等理论解释自省,并利用fM-
RI技术探索自省的脑机制,发现前额叶皮层(dorsomedialprefrontalcortex),皮质中线结构(corti-
calmidlinestructures),其中包括前扣带回(anteriorcingulatedcortex),扣带回后部(posteriorcin-
gulatecortex),背内侧前额叶皮质(dorsalmedialprefrontalcortex)和腹内侧前额叶皮质(ventral
medialprefrontalcortex)以及颞下回(inferiortemporalgyrus)扩展至颞中回(middletemporalgy-
rus)和楔前叶(precuneus)等脑区的激活和自省的加工过程显著相关[67-73]。

(四)自省品格的养成

自省作为积极自我观的一种重要品质,能够帮助人们改正过失、预防过失和提升自我,并由此

对个人、家庭和社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因此自省品格的养成就格外有意义,能够帮助人们培养健全

人格。自省品格的养成主要受两方面影响,一是内部因素,即个体的自我教育;二是外部因素,即他

人教育和社会文化影响。自我教育是培养健全人格最重要的方法,其具体内容包括自我认知、自我

要求、自我践行和自我评价,其目的是塑造个体自爱、自立、自信、自省、自强的品质,让个体成为幸

福的进取者[2]224-234。培养自省品格时,自我教育最首要的步骤就是“立志”,即自我认知和自我要

求。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自省作为修身的一种重要方法,君子所具有的一种重要品格,其目的就

是为了帮助个体达到自己的理想自我,实现成功的最终目的,这个理想自我就是儒家所说的“志”。
儒家的“志功论”非常重视立志的作用,认为想要成为君子、建功立业,首先是要立志,如孔子的“士
志于道”[4]《里仁篇第四》,p37,孟子的“尚志”[5]卷13,《尽心章句上》,p315,二程的“立志,志立则有本”[74]卷1,《论学篇》,以及

王阳明的“是 以 君 子 之 学,无 时 无 处 而 不 以 立 志 为 事”和“盖 终 身 问 学 之 功,只 是 立 得 志 而

已”[28]卷7,《示弟立志说》,p316-317。而想要立志,则需要对自我有所认识,对自己的条件、能力和喜好有所了

解,这样才能形成可行的志向,对自我产生合理的要求。当个体的理想自我变得明晰,当个体对自

我产生要求,其在朝向理想自我靠近的过程中会主动对自己的内外表现进行观察和调控,即通过自

省来约束自己、提升自己。培养自省品格其次是要自我践行和自我评价。立志过后,只有通过实践

行为才能实现,才能完成理想自我。孔子曰“力行近乎仁”。他认为在品格培养过程中,应身体力



行,重视对君子进行品格行为的训练和品格习惯的培养。自我践行的过程包括自我监督、自我调控

和自我评价[2]228-231,而自省是对个体内部精神活动和外部行为表现的自察和自讼,自我监督也就相

当于自省中的“自察”,自我评价相当于自省中的“自讼”,在个体做具体的事情,进行自我践行的过

程中会主动地进行自省。
在自省品格培养的外部因素方面,首先是要靠他人教育。教育者不仅包括教学的老师,更包括

受教育者的父母或者能够起到教育作用的其他人。教育者能按照受教育者的身心发展特点予以适

当的指导,充分发挥他们建立健全人格的自觉性、积极性,教育者还能帮助受教育者树立明确的是

非观念[2]234。在个体的成长过程中,他的家长和老师需要不断地引导其进行自省,在其有过失时要

求他进行自省,在其有所成时提醒他进行自省,同时教育他养成“日三省吾身”的自省习惯。除了

“言传”外,教 育 者 更 要 注 重 自 身 的 “身 教”,“其 身 正,不 令 而 行;其 身 不 正,虽 令 不

从”[4]《子路篇第十三》,p136,教育者们需要首先自己有自省的品质和习惯,在生活中自己主动自省,才能使

受教育者通过模仿真正学会自省。社会文化影响对个人自省品格的形成也有重要影响,被社会主

流文化所肯定和倡导的品格必然更容易在个体身上形成。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自省一直被社会

主流文化所弘扬,在中国封建社会起统治作用的儒家思想认为,自省是塑造理想人格的方法;当代

社会主义中国的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认为,自省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作风,是新时期共产党员应有的

修养。因此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下,中国人更容易形成自省品格。
本研究通过对古籍的分析初步确定了古籍中自省的内涵,并通过现当代的文学作品中对自省

的使用和描述对其进行了验证,同时讨论了自省品格培养的方式。但古籍中的“自省”显然并不能

等同于当代中国人的“自省”,今天的人们对“自省”是如何看待的,当代的“自省”具有哪些内涵和分

类,都是需要通过深度访谈和开放式问卷来进一步调查研究的。并且,自省的水平能否测量,用什

么样的工作测量,以及自省水平的高低会带来怎样的影响,都值得未来的研究进行进一步探索。

五、结 论

中华古籍《四库全书》的内容分析结果显示:(1)“自省”的内涵可按手段和目的两方面分析,其
手段可细分为“自察”和“自讼”,其目的可细分为“改正过失”“预防过失”和“提升自我”。(2)“自省”
的功能体现在个体、家庭和社会层面,表现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3)中国人的自省既

有与古代一脉相承的传承性,又有随时代发展的时代性。(4)自省具有跨文化的相似性和差异性。
(5)自省品格的养成主要受两方面影响,一是内部因素,即个体的自我培养,包括立志、自我践行、自
我评价;二是外部因素,即他人教育和社会文化影响。

参考文献:
[1] 黄希庭,陈红.点燃心灵:心理学研究与教学的契合———黄希庭教授专访[J].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6,4(1):57-64.

[2] 黄希庭,尹天子.做幸福进取者[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

[3] 黄寿棋,张善文.周易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4] 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5] 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8.

[6] 王新宏.批评与自我批评理论方法的历史发展和现实运用[J].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3(2):45-49.

[7] 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关于印发《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通知:中发[2001]15号[EB/OL].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第32号

(2001-09-20)[2001-11-20].http://govinfo.nlc.gov.cn/gtfz/zfgb/gwygb/2001112032/201010/t20101011_452574.html

[8] 社论.从严上要求,向实处着力[N].人民日报,2014-03-10(1).

[9] 汪受宽,刘凤强.《四库全书》研究的回顾与思考[J].史学史研究,2005(1):62-66.

[10] 吴育良.文澜阁《四库全书》的补钞及价值[J].晋图学刊,2013(1):75-79.

[11] 陈子龙等选辑.明经世文编[M].北京:中华书局,1962:5359.

[12] 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M].王卡,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3:295.



[13] 胡金生,黄希庭.自谦:中国人一种重要的行事风格初探[J].心理学报,2009,41(9):842-852.
[14] 赵彩花,黄希庭,岳彩镇,等.从《四库全书》看小我自强的人格特征[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36(1):6-10.
[15] 许慎.说文解字[M].徐铉,校订.北京:中华书局,2013.
[16] 王俊梅.秦汉时期的“自讼”[J].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25(3):27-30.
[17] 张正甫.孔子自律思想管窥[J].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0(5):15-19.
[18] 高旭.论朱子“持守”思想及其儒学践履精神[J].武陵学刊,2015,4(1):13-18.
[19] 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M].王文锦,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94.
[20] 朱熹,吕祖谦.近思录集释[M].张京华,辑校.长沙:岳麓书社,2010:898.
[21] 新华字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22]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3] 朱熹.朱子全书第七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24] 曹德本.中国传统修身文化研究[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19(5):17-23.
[25] 黎靖德.朱子语类[M].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
[26]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1.
[27] 李帆.民国思想文丛———学衡派[M].长春:长春出版社,2013:57.
[28]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10.
[29] 王守仁.王文成公全书[M].王晓昕,赵平略,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5.
[30] 刘向辑录.战国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556.
[31] 邓小平.在接受美国记者华莱士电视采访时的谈话[N].人民日报,1986-09-15.
[32] 闻一多.闻一多选集:第2卷[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7:486.
[33] 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1-07-02(2).
[34] 唐春元,黄先健.《毛泽东的说服与攻心之道》[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168.
[35] 鲁迅.呐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59.
[36] 蔡元培.蔡元培教育文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117.
[37] 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227.
[38] 冰心.寄小读者·关于女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137.
[39] 胡颂平.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180.
[40] 老舍.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文学运动史料选四·文化下乡,文化入伍[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187.
[41] 现代汉语词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42] 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43] GRANTAM,FRANKLINJ,LANGFORDP.Theself-reflectionandinsightscale:anewmeasureofprivateself-consciousness

[J].SocialBehaviorandPersonality,2002,30(8):821–836.
[44] BENNETT-LEVYJ.Therapistskills:acognitivemodeloftheiracquisitionandrefinement[J].BehavioralandCognitivePsycho-

therapy.2006,34(1):57-78.
[45] GERMAINA,NOLANK,DOYLER,etal.Theuseofreflectivediariesinendoflifetrainingprogrammes:astudyexploring

theimpactofself-reflectionontheparticipantsinavolunteertrainingprogramme[J].BMCPalliativeCare,2016,15(1):1-11.
[46] 何丽青,陈勃.唤醒道德自省潜能的途径分析[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39(4):39-42.
[47] 陈来.中国文明的核心价值———国学流变与传统价值观[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2.
[48] 贺丽娟.孔子的自省思想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启示[J].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1,32(4):94-96.
[49] FERNÁNDEZ-ÁLVAREZH,CASTAÑEIRASC,WYSSG.Commentaryonthreearticlesonself-practice/self-reflectionincog-

nitive-behavioraltherapy[J].AustralianPsychologist,2015,50(5):335-339.
[50] TRAVERSCJ,MORISANOD&LOCKEEA.Self-reflection,growthgoals,andacademicoutcomes:Aqualitativestudy[J].

BritishJournalofEducationalPsychology,2015,85(2):224-241.
[51] ENGCJ&PAIHC.DeterminantsofnursingcompetenceofnursingstudentsinTaiwan:theroleofself-reflectionandinsight

[J].NurseEducationToday,2015,35(3):450-455.
[52] PHILIPPICL,KOENIGSM.Theneuropsychologyofself-reflectioninpsychiatricillness[J].JournalofPsychiatricResearch,

2014(54):55-63.
[53] HARRINGTONR,LOFFREDODA.Insight,rumination,andself-reflectionaspredictorsofwell-being[J].TheJournalofPsy-

chology,2010,145(1):39-57.
[54] CALABRESEEJ,MASTTSONMP.Hormesisprovidesageneralizedquantitativeestimateofbiologicalplasticity[J].Journalof

CellCommunicationandSignaling,2011,5(1):25-38.



[55] BREBELSL,DECREMERD,SEDIKIDESCetal.Self-focusandproceduralfairness:theroleofself-ruminationandself-reflec-

tion[J].SocialJusticeResearch,2013,26(2):151-167.
[56] TAKANOK,TANNOY.Self-rumination,self-reflection,anddepression:Self-ruminationcounteractstheadaptiveeffectofself-

reflection[J].BehaviourResearchandTherapy,2009,47(3):260-264.
[57] 段德智.文化自觉与文化攀附和文化自省———从当代新儒家儒学宗教性讨论及其缺失谈起[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2012,26(2):9-18.
[58] 王海明.论自省[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36(5):8-12.
[59] 陈健平.论自省慎独在新闻工作者道德人格培育中的作用[J].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6,27(4):104-105.
[60] 李天然,李晶,俞国良.自我抽离:一种适应性的自我反省视角[J].心理科学进展2015,23(6):1052-1060.
[61] FENIGSTEINA,SCHEIERMF,BUSSA.Publicandprivateself-consciousness:assessmentandtheory[J].JournalofConsult-

ingandClinicalPsychology,1975,43(4):522.
[62] BECKAT,BARUCHE,BALTERJM,etal.Anewinstrumentformeasuringinsight:TheBeckcognitiveinsightscale[J].

SchizophreniaResearch,2004,68(2):319–329.
[63] VANDERMEERL,COSTAFREDAS,ALEMANA,etal.Self-reflectionandthebrain:atheoreticalreviewandmeta-analysis

ofneuroimagingstudieswithimplicationsforschizophrenia[J].NeuroscienceandBiobehavioralReviews2010,34(6):935-946.
[64] VANVELZENJH.Arestudentsintentionallyusingself-reflectiontoimprovehowtheylearn?Conceptualizingself-inducedself-

reflectivethinking[J].ReflectivePractice,2015,16(4):522-533.
[65] BANDURAA.Self-efficacy:TheExerciseofControl[M].Freeman,NewYork,NY,1997.
[66] SEGGELEN-DAMENIV,DAMKV.Self-reflectionasamediatorbetweenself-efficacyandwell-being[J].JournalofManagerial

Psychology,2016,31(1):18-33.
[67] NORTHOFFG,BERMPOHLF.Corticalmidlinestructuresandtheself[J].TrendsinCognitiveSciences.2004,8(3):102-107.
[68] MURPHYER,BRENTBK,BENTONM,etal.Differentialprocessingofmetacognitiveevaluationandtheneuralcircuitryof

theselfandothersinschizophrenia:apilotstudy[J].SchizophreniaResearch.2010,116(2):252-258.
[69] HOLTDJ,CASSIDYBS,ANDREWS-HANNAJR,etal.Ananterior-to-posteriorshiftinmidlinecorticalactivityinschizophre-

niaduringself-reflection[J].BiologicalPsychiatry,2011,69(5):415-423.
[70] PAULYKD,KIRCHERTT,SCHNEIDERF,etal.Me,myselfandI:temporaldysfunctionsduringself-evaluationinpatients

withschizophrenia[J].SocialCognitiveandAffectiveNeuroscience.2013,9(11):1779-1788.
[71] VANDERMEERL,DEVOSAE,STIEKEMAAPM,etal.Insightinschizophrenia:involvementofself-reflectionnetworks?

[J]SchizophreniaBulletin.2013,39(6):1288-1295.
[72] DEBBANÉM,VRTIKAP,LAZOURETM,etal.Self-reflectionandpositiveschizotypyintheadolescentbrain[J].Schizophre-

niaResearch,2014,152(1):65-72.
[73] ZHANGL,OPMEEREM,RUHÉHG,etal.Brainactivationduringself-andother-reflectioninbipolardisorderwithahistory

ofpsychosis:comparisontoschizophrenia[J].NeuroImage:Clinical,2015(8):202-209.
[74] 程颢,程颐.二程集·河南程氏粹言[M].北京:中华书局,1981:1186.

责任编辑 曹 莉

网 址:http://xbbjb.swu.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