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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的年轮》

前言

　　安徽人民出版社决定为我出文集，听到这个消息吃了一惊——已经可以出文集了吗？我？印象中
，总觉得文集这个东西，只有大人物才可以有。或者，是已故的老先生们才有的东西。　　我并不是
一般所谓的那种“谦虚的人”，相反从小老师常批评我骄傲。我不打算假装谦虚，也不认为自己很骄
傲，我觉得我不过是一个直人，有什么看法就直接说而已：比如我小学时同学称呼我“大学生”，我
坦然接受，因此被称为骄傲。不过后来我的确成为大学生，而那时有人又称呼我博士，我坦然接受，
因此被视为骄傲。不过后来我也的确成为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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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的年轮》

内容概要

《心灵的年轮》讲述个人生活在文化之中，犹如一滴水在江湖之中，江湖被污染，这滴水不被污染太
难了。“社会是个大染缸”，被污染后的人可以通过心理咨询和治疗清洁心灵。《心灵的年轮》沿着
中国人心灵发展的历史并且围绕着“被阉割的龙”这个意象，谈谈对国民性与中国文化之病进行疗救
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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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的年轮》

作者简介

朱建军，教授，北京林业大学心理学系主任，博士，心理咨询与治疗督导师。
　　于文史哲艺术多有涉猎，博采众长而自成一家。擅长催眠、精神分析、家庭疗法等多种心理咨询
治疗技术，并创立意象对话心理疗法，此为医人。目前，医人已获得大的成功，在国内心理咨询领域
享有盛誉。然其立足于改变国人之现状，研究历史、研究文化，力图使本民族摆脱精神误区，方为医
国。医国则略有心得，遂提出中国文化之基本心理症状始于秦始皇时期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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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的年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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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之路  出头椽子和缩头乌龟  “春秋责于贤者”和“做个小人真快活”  包羞忍辱是男儿吗  你想要
我没有理由不给你的  狷技术研究  为什么不可以  民间话语与通俗化技巧后记  安得女娲乎补苍天参考
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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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的年轮》

章节摘录

　　中华民族性格的缺陷　　民族性格　　一个人有其个性或人格，如果把一个民族看做一个人，一
个民族也有其个性或人格。　　这不是文学比喻，而是一个心理学的科学概念。　　心理学中有几个
相互比较接近的概念：性格、个性和人格。在日常用语中，性格和个性的意义差不多，人格还带有“
人的尊严和品质”的含义。不过，在中国心理学界普遍的术语使用中，个性和人格是同义词，代表人
的心理的整体稳定的结构，而性格是人格结构中的一部分。除了性格之外，一个人的能力特点、先天
的气质特点等也属于人格。当然，不同心理学流派所用的术语体系也有一定的区别，各有所长和所短
。本书不关心对这些术语体系的评价，为了方便起见，我基本沿用多数中国心理学家所用的术语，即
性格、能力、气质的总体构成人格或个性。这里所说的性格，以及总体的人格，都是以人为基本单位
的。　　性格或人格是不是可以不以一个人为单位，而以小于一个人为单位，或者大于一个人为单位
呢？在普通心理学中没有涉及这个问题。我认为是可以的，以小于一个人为单位谈论性格或人格，听
起来很不可思议，实则可行，请参见我的另一本书《心理咨询与人格意象分解》；以大于一个人为单
位，则简单得多，一个家庭可以有“家庭性格”，一个企业可以有“企业性格”，一个民族也可以有
“民族性格”。它们代表的是这个群体作为一个总体在心理上的特点以及行为的倾向性。在展示民族
性格的存在上，我并不是第一人。实际上，荣格、弗洛姆等许多人都或多或少讨论过这个内容。正如
我们可以从一个人常见的行为模式来判断他的性格，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来判断一个民族的性格
来看这个民族的成员中哪些行为模式是占优势的。　　任何一个人都有表现外向的时刻，也有表现内
向的时刻，如果他内向的表现出现的概率远多于外向的，我们就说这个人是内向的，反之亦然。同样
，一个民族中有很内向的人，也有很外向的人，但是如果一个民族和世界上其他民族比较起来，内向
的人比例很大，我们就可以称这个民族的性格比较内向：以这样的方法，我们可以对一个民族的性格
做一些讨论。　　当然，把民族性格作为研究对象有一个特殊的方法上的困难。在研究一个人的性格
的时候，我们往往有一套评估性格用的工具：描述性格的词汇表、性格测验的量表等。这些工具实际
上是有文化特点的。在一种文化中研究一个人的性格，因为有这个文化作为背景和参照系。我们可以
设计出这样的工具。一个性格测验的量表从根本上说，就是把这个人和他所在文化中的其他人做比较
。但是，当我们把整个民族的性格作为研究对象时，我们缺少一个跨文化的参照系。举例说，也许在
印第安人看来，白种人的攻击性强，而对同样品质的白种人称之为进取。在白种人看来，印第安人是
懒惰的。而对同样品质的印第安人称之为安宁。这就会带来对性格评估的困难。要解决这个困难先需
要区分性格特质的描述和性格特质的评价。虽然印第安人和白种人用的词汇可能是不一样的，但是双
方所指的性格，所指的行为模式是有共同之处的。只不过称之为攻击性带有贬义，而称之为进取心有
褒义，褒贬是评价而不是描述。在研究中，我们可以把价值观暂时搁置，把评价暂时搁置，而只研究
双方的描述，则双方的分歧就不是那么大了（当然，分歧还是会有）。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各个
民族对善恶、对什么是健康的心态看法也不相同，是不是存在一种对各个民族来说都通行的价值观。
如果不存在这样的价值观，也就没有一个标准。也就没有办法说某一个民族的性格是好还是坏了。有
一种理论叫做“价值相对性”，它认为各个不同的价值观体系之间是没有优劣区别的，所谓“此亦一
是非，彼亦一是非”。我虽然认为可以暂时搁置价值观，但是反对所谓‘价值相对性”理论。我认为
，虽然在绝对的意义上，在逻辑中是不可能解决道德价值观问题的，但是，心理学不可能不在价值观
上有自己的观点。“价值相对性”理论对心理学是没有意义的。如果承认绝对的价值相对性，心理障
碍或心理疾病的概念就无法成立。我们建立心理障碍概念的前提，就是承认那些有助于生命力的为善
、为健康；那些使生命力衰弱，使心灵死亡的为恶、为不健康。　　虽然各民族有自己的主导价值观
，虽然我们不容易找到一个跨文化跨民族的价值观体系，但是我认为我们还是需要提出一些各民族各
文化都应认同的基本价值观。虽然，这些基本价值观在各个民族中用不同的词汇表示，在各个不同的
民族中表现的方式也有不同，但是大致上是相同的。比如，我们可以把这些价值观称为真诚、与人为
善、合作、勇敢、热爱生命等，也可以用其他的词。承认有这些基本价值观，我们评价民族性格是不
是健康才有根据。　　当某种价值观没有跨文化跨民族的共同术语表达时，我们可以采用另一个方法
，就是用不同民族描述相同或相近的基本价值观时的不同词汇参照使用。同时，也尽量阐述出不同民
族对这个价值观理解的差异。比如，我们可以用墨子的兼爱概念，参照基督教的博爱概念。同时，尽
量阐述出墨子和基督教的不同。这种方法叫做参照法。　　另外，虽然各民族心理活动的规律也许有
所不同，但是我假设在各民族各文化当中心理活动有共性的内容：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这也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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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的年轮》

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我用西方出现的心理动力学理论就完全不可能研究中国人。　　如果我们把
中华民族比作一个人，这个人的性格如何？有什么问题或心理障碍吗？这就是我的研究内容：请恕我
把注意力主要放在问题和心理障碍上，而先不提这个人的优点：虽然我知道他有很多优点。

Page 7



《心灵的年轮》

精彩短评

1、一直很喜欢朱建军的文集 这本很批判 但确实现实就是如此
了解后发人深醒
2、: �
C955.2/2913-1
3、从另一个角度分析中国的民族道德沦丧的深层次原因，确实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现在中国存在
的一些问题。
4、差不多买了全套朱建军老师的书，一直喜欢看！
5、收到了以后一直爱不惜手
6、作者一贯的风格就是如同和风细雨,行文朴实却不乏文采,主要还是里面的洞明世事的豁达.很有帮助
7、运用心理学知识来解读中国人，趣味性与可读性兼而有之，比较注重学术性的味儿，略有心理学
知识的或者爱好心理学的人可以读读，引发深思。
8、每个中国人都该读的一本书
9、深入浅出，分析的很细腻
10、很深很犀利！！
11、我看了觉得挺有意思，挺深刻，教我们深入分析行为的深层原因，平常自己很少会意识到。
12、第一部分还有点内容，“处于口唇期的中国人心理如儿童”。其他部分就只是随笔了，做意向分
解的作者无意识强大，大概就很难写出有关社会和历史有条理的系统的分析。
13、看了书觉得里面的观点有些挺让人深思的，的确真的应该好好反思一下中国人的性格。
14、这样的书怎么能不看呢？我早说过心理学能拯救我们的民族！
15、中国这个“人”啊
16、喜欢心理学的朋友可以买来看看，书写得挺好，通俗易懂，受益匪浅！
17、深刻透辟，大一寒假读的
18、朱建军是个聪明的人，对人生可谓颇多有新意的感悟。只是他要说的东西总是东拉西扯，一句天
上，一句地下。心灵的年轮立意挺大，仿佛进了一座占地千顷的大院，却发现只有围墙。还是建议好
好把意象对话发扬光大.
19、别人推荐，收藏
20、给朋友买的，朋友说很不错。
21、通过笔者特殊的视角，了解国人的心灵。
还算不错的书哈，当然仁者见仁了！
22、从中国历史的发展讨论这条被阉割的龙，挺有趣地。
23、我们心灵的年轮与我们的生理年龄不同，了解一下哈！
24、文明不如见面
25、朱老师用心理学的眼镜看中国文化，很真实。
26、非常好的一本书 看了这个书 就喜欢上朱建军写的书了 陆续又买了几本他的书  感觉对自己分析自
己的问题很有帮助 也激发了我许多更正面的思想  谢谢朱老师
27、因为别人推荐的，昨天随便看了一下。还是挺喜欢作者的思想角度的
28、老师推荐的，很好看。。。
29、解读中国历史，找到令中国阳痿的原因，令人唏嘘。
30、文化如何影响我们的，在用我们不知道的方法。
31、现在在读，不过感觉不错！
32、喜欢朱老师的每一本书。如果把我们的民族比作一个人，在这本书里，讲述了“这个人”人格的
行程，客观而直接。
33、停留在口欲期的人们，该学习和思考了
34、还阿迷看过来，哈哈
35、很喜欢的文风，诚恳朴实
36、哎
37、有新意，值得看，提供了一个看问题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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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的年轮》

38、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就像朱老师说的，我们都有同样的根，被同样的文化滋养长大，
过往的历史在我们的基因里沉淀了同样的东西。
我更希望越来越多的人都能够重视自己的心灵，重视自己心灵的健康成长！
希望我爱的祖国 不让我忧心忡忡，而是令我觉得充满了希望与感动！
39、找了很久，终于买到了，很不错的一本书！
40、非常喜歡這本書~
41、深刻，丰富。不论是从深度还是广度上，都很好的教给了我很多文化知识，心理学知识。爱国不
是口号，爱国是对国家和民族的了解和热爱。
42、内容简洁易懂，不过稍显凌乱。
43、对于中国人的心理文化特征剖析，朱老师总是能站在人外人的角度来观看，喜欢这种局外人的感
觉，尽管身在红尘，可心能摆渡，我，一直在路上。
44、读了一遍,有的地方没有仔细品味.
45、《丑陋的中国人》很犀利，告诉你很丑陋；朱老师告诉你为什么丑陋，之后还告诉你，怎么变美
丽。朱建军的心理学视角看世界，是个非常独特，深刻。
46、朱建军的书，一如既往的好。
47、通俗的心理学读物，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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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的年轮》

精彩书评

1、读完朱建军先生的《心灵的年轮》，我想到了以前看到过的一段话，曾将它记录在摘抄本上：“
生命是一场放逐和流浪，只是大部分人都将自己交予了俗世，用别人和社会既定的轨道牵拌自己前行
，而内心的声音，早在懂得谄媚于人之前就消失殆尽，又或者，永远在耳畔孤独的回响。” 我和你都
生活在规矩之中，有着相同的价值取向，但是不能回避的是在某一些时候，内心深处有过莫名的挣扎
，但是想要把它抓住时，却又不知从何入手。这样的窘境，在我的生命当中持续了很久。在这本书中
，作者围绕着“被阉割的龙”的意象展开，沿着中国人心灵发展的轨迹，找寻民族生命力被压抑的本
源。这给予我看问题有了一些着眼点，不期医病治人，只求解读自己。项羽之死在此之前，项羽给我
的印象主要来源于十多年前吕良伟、张丰毅、巩俐和关之琳等人主演的电影《西楚霸王》。当那道深
寒的剑光从他的喉咙轻轻滑过，对于他而言，死亡在这一刻开始，亦在这一刻结束，身后之事已与他
无关。但对于华夏而言，一个雄踞历史时空五百年的大汉王朝就在他倒下的那一刻站立起来。一直以
来他以一个悲剧色彩浓郁的符号，存在于我的脑海中，但是我依稀记得，年少时看那部电影时有着刘
邦的装腔作势和吕雉的心狠手辣感受，项羽则是背负着失败定格在那一剑之中，除此以外，未曾多想
。对于此，作者阐述了他的观点：项羽死了让中国人认同了“成者为王败者为寇”价值观，认可并接
受了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放弃尊严的生活。很容易从项羽身上找到以下特点：坦率、直爽、自信、有
尊严、重道义⋯⋯作者将之归纳为贵族精神，而这些反倒是不少后人嘲笑其愚蠢的把柄，不过，在我
看来，这是他命运中早已注定的生死密码。像贵族一样生存，这是项羽的信仰，就像在乌江边，因为
他的骄傲和尊严，他选择死来成全自己的灵魂。作者在书中提到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为了战胜
一个魔鬼而不择手段，如果我们最终战胜了魔鬼而自己也变成了魔鬼，这算胜利吗？”这让我想到一
部韩国电影，叫做《看见恶魔》，说的是一个特工为了替被残杀的妻子复仇，与凶手玩起了可怕的“
猫捉老鼠”的游戏，致使其他无辜的人卷入这场杀戮当中，最后他用一个比凶手还要残忍的手法结束
了凶手的生命。显然，电影在最后交代了谁才是真正的恶魔。项羽的死亡代表了贵族精神的死亡，这
种贵族精神的血性在民族的品格中渐渐被掩埋。刘邦之后，唐宗宋祖、成吉思汗都成为崇拜的对象，
这种对于帝王的崇拜是自身缺少骄傲和自尊的补偿心理表现，而中国人的奴性也被深刻地培养出来。
一个英雄的挽歌，一个女人吟唱得最为深刻：“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岳飞之死在我生活的这座城市里，有岳庙，有风波亭，这都是与岳飞有关，看起来我们与这个背
后刺着“精忠报国”的男人相隔不远，但我的内心仍旧有些许忐忑，因为对于岳飞我知之甚少，他存
在于初中历史课本中，他存在于《宋城千古情》节目之中，他还存在于《射雕英雄传》的《武穆遗书
》之中。但是这一切于我而言都是一个模糊并且边缘化的符号。反思这是为什么，似乎还是与那个年
代有些关联。不知道是不是缘于误解，总觉得南宋是一个缺乏阳刚之气的年代。面对外族侵略，整个
国家都给人一种孱弱的印象，“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这样看来，岳飞无疑给这个阴
柔的年代注入了阳刚之气，这让他的存在显得弥足珍贵起来。勇敢、坚定、忠诚，我们轻而易举地就
能找出岳飞身上英雄的品性。对于英雄，人都会生出敬仰之心，但是在这之后，人的反应相差甚远。
就像作者提到的，如果是本身血性未泯的人，最有可能产生的反应时向往，认为做人就应当像岳飞这
样，活着的时候释放出生命的活力和激情，即使是死后也流芳百世。但如果是精神已经被阉割的人，
在其内心深处必定隐隐有自卑。惭愧和嫉妒的情绪产生，岳飞的品性恰好能反衬出他们怯懦、鄙琐和
冷漠。想到过去曾经有人提及取消岳飞“民族英雄”的称号，这让人觉得有些可笑，历史人物应该放
到当时的历史情境中去评说，这是一个常识。按照作者的意思，岳飞之死对于中国人来说，是民族精
神再一次被阉割的过程。秦桧，状元之才，想必智商情商都是上品之人，或者说是“聪明人”，他知
道金兵和住上高宗皇帝内心要的是什么，所以他从容的周旋在各种势力之中，在功利上说，他是“成
功人士”。但是如他这般的“成功人士”都有一道无法逾越的精神鸿沟，这便是岳飞所代表的精神，
这让他们的内心生出非常不舒服的感受来，这会让他们在岳飞面前自惭形秽，要避免自己的不舒服，
那只能通过贬低岳飞，甚至除之而后快也许这也是汉奸心理的由来。司马迁之宫刑墨、劓、剕、宫、
大辟，这是奴隶制的“五刑”，按照严酷程度来看，宫刑只排在大辟（即斩首）之后，除去死刑之外
，宫刑是肉刑中最为严重的。先民对于生殖器的崇拜延续到了刑罚之中，他们认为生殖器的作用仅次
于头颅。宫刑又称腐刑，这是因为，对受刑者来说，不但肉体痛苦，更为重要的是心灵受辱，从此失
去生命中最为重要的繁衍功能，生不如死用在他们身上极为贴切。正所谓“士可杀不可辱”，一个男
人失去了其雄性象征之后，无异于失去了尊严，在有的人看来尊严比生命重要。司马迁是宫刑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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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最为出名的一人。司马迁为了李陵触怒了汉武帝，皇帝给了他两个选择：要么死，要么接受宫刑
。对于不讲求尊严的人来说，这是个很容易选的问题，俗话说好死不如赖活着嘛。但是对于有些人来
说，这并不容易选择。以我的心思揣摩，从司马迁为李陵辩解的行为来看，他定是属于“士可杀不可
辱”的人物，但是最终他选择接受这屈辱的宫刑，留下有用之身，去完成《史记》。写到这里，我想
到去年读《赵氏孤儿》之中，描写到程婴和公孙杵臼关于死亡犹如谁来为一顿晚餐买单一般的谈话。
慷慨赴死固然令人动容，但是包羞忍辱更需要莫大的勇气，同时这样是非常有难度的一件事。记得有
朋友和我说过这么一句话：“一个人面具戴久了，就习惯戴着面具生活，到最后这张面具再也脱不下
来。”这一点在心理学上是有据可依的，一个人假装成什么样子，时间久了就有可能成了他所假装的
样子。为了保留自己的尊严，就必然在内心保留着巨大的屈辱感，这样的痛苦是需要长期曾受的，然
而人的本能就倾向于避开屈辱和痛苦，这个本能会让人逐渐消磨自己的尊严，逐渐变得灰心丧气，从
而逐渐麻木自己而不再搞到屈辱。这个过程会减少一个人的痛苦，但是也同时减少了自尊心。司马迁
做到了。自他以后，有许多人甘愿放弃生命，让自己的灵魂不被扭曲，但也有许多人却借着“忍辱负
重”的名义，放弃尊严，丧失自我。其实类似的选择，倒并不是一定要在生死之间，其核心是在于能
否保留内心的尊严和灵魂的纯净。附有些人能够听见来自心灵的声音，并按照这个声音生活，他们，
成了传说⋯⋯有一些咆哮着的声音，被压抑在心底，却会在午夜梦回时不断地响起⋯⋯
2、（转）“生命是一场放逐和流浪，只是大部分人都将自己交予了俗世，用别人和社会既定的轨道
牵拌自己前行，而内心的声音，早在懂得谄媚于人之前就消失殆尽，又或者，永远在耳畔孤独的回响
。”“有些人能清楚听见自己心灵的声音，并按这个声音生活，这样的人，不是疯了，就是成了传说
。” “不论我们多么文明，多么西装革履，但是，我们人的本性，即人为自然的一部分，依然潜藏在
我们的基因里面。有的人听到了，有的人没有；有的听到了的人去追寻，有的被其他声音覆盖了，尤
其现代嘈杂而已浮躁的商业社会中，既没机会，也没有条件去聆听； 有的追寻到了并且回归了，如同
巴克一样； 而有的被现代文明驯服了，任生活把这个本能消磨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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