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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中文笔迹分析研究进展的探讨有利于该学科的进一步发展。本文简要回顾了笔迹分析的概念和可行性 ,重点从笔

迹与人格、笔迹与性别等方面介绍了中文笔迹分析的实证研究。最后 ,讨论了以往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并指出进一步研究的方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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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笔迹分析 ,作为笔迹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应用心理学的

分支学科 ,在西方已有百余年的历史。从高尔顿、阿尔波特到

艾森克 ,一些著名心理学家都曾涉猎笔迹心理的研究 [1 ] 。在

西方 ,其理论基础、研究方法及在实践中的应用体系都已经比

较完善。有文章称 ,德、法、意、以等国 50 % - 80 %的企业采用

笔迹分析来进行人员选拔 ;美、英也有 8 %的公司企业在人员

选拔中采用心理分析 [2 ] 。

在我国 ,笔迹分析虽然还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学科 ,但是

对中文笔迹与书写者生理、心理的相关性的认识却是源远流

长。我国自古就有“字如其人”的思想。早在汉代 ,扬雄就提

出 :“言 ,心声也 ;书 ,心画也 ;声画者 ,君子小人之所动情乎 ?”,

也就是说“笔迹是心迹”。在“字如其人”的思想基础上 ,古人

就人的个性、情绪、天资、品德等心理因素与笔迹的关系分别

进行了具体研究和阐述 [3 ] 。

到了现代 ,我国的老一辈心理学家林传鼎、杨国枢等也曾

论及笔迹的重要性 ,并进行了研究 [4 ] 。但是 ,由于种种原因 ,

人们对笔迹分析并不了解 ,因而中文笔迹分析研究进展缓慢。

本文意在概述中文笔迹分析研究的现状 ,为中文笔迹分析研

究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

2 　笔迹分析的概念与可行性

　　笔迹分析 ,就是通过对书写者的笔迹的不同书写特征和

规律 (如 ,形状 ,大小 ,布局、结果等) 的研究 ,分析书写者的性

格、能力、心理和行为方式的特征 [5 ] 。在理论上 ,笔迹分析可

以看作是投射测验的一种。它类似于罗夏墨迹测验、默瑞主

题统觉测验 (TAT) ,但又不同于这些测验 [1 ] 。

书写活动是一种后天形成的条件反射活动 [6 ] ,依赖于感

受器、中枢、效应器等生理构造 [7 ] 。在书写过程中 ,需要复杂

的视觉 —动作 —大脑的协调 ,需要注意的介入、意志的调节 ,

并受到情绪和情感、个性的影响 [8 ] 。因而每个人的笔迹都具

有个体的特色 ,都是与众不同的。笔迹的这种个体特征是由

个体的生理、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的整合作用形成的。笔迹

将个体隐藏在潜意识中的欲望、动机等泄露出来 ,或者说是不

自觉的流露出来。因此 ,每个人的笔迹与其个性有着十分密

切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讲 ,个性的发展、形成及其巩固的过

程与其笔迹达到稳固的动力定型是同步的 [9 ] 。

正是由于个体笔迹特征的相对独特性和稳定性 ,才为笔

迹分析提供了可行性。

3 　中文笔迹分析实证研究

　　童辉杰 (2001)根据对美国心理学会的心理学文献数据库

PsycINFO、心理测验年鉴 (Mental Measurement Yearbook) 1880 年

以来 100 多年的文献资料分析认为 ,对笔迹的研究共有 2272

项。如果将美国联机医学文献分析和检索系统以及美国科教

资源信息中心 ERIC Database 中有关笔迹研究的文献包括近

来 ,共有 5226 项研究[1 ] 。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临床、人员选

拔、司法鉴定、教育评估和人格等领域。与西方的笔迹分析实

证研究相比 ,中文笔迹分析的实证研究不但数量少 ,而且涉及

的领域也不多 ,主要集中在和人格、性别的相关研究方面。

3. 1 　笔迹与人格

台湾大学心理学系杨国枢、林碧峰于 1964 年完成了汉字

笔迹第一篇实证论文《中文笔迹与人格 :一项探索性研究》[4 ] 。

该研究以男、女 150 人的钢笔字迹为对象 ,先用因素分析的方

法从 21 种笔迹变量 (如潦草程度、字力大小、笔画粗细、字高

等)中提取出字体大小、字的潦草和字的境界三个因素。然

后 ,与 MMPI、16PF、EPPS 三种人格测验测量的结果进行对比

分析。结果表明 ,字体大小、字的潦草和字的境界这三个因素

与内外倾之间存在相关 ,这种相关又因被试性别的不同而不

同 ;对于大学女生 ,字体大小和字的境界与内外倾成负相关 ,

字的潦草与内外倾正相关 ;而大学男生只有字体大小可能与

内外倾有负相关。该研究还表明字体大小、字的潦草、字的境

界与神经质、焦虑、智力、攻击需要、条理需要、成就需要都存

在一定相关。这种相关又常受性别因素的影响。此后 ,台湾

国立大学心理系客座教授翁淑缘 [10 ]也采用因素分析的方法

研究汉字笔迹与人格的关系。结果同样表明字体大小、字体

工整、字体美观、笔画轻重与某些人格特质有相关性。

与以上两个研究相类似 ,范列、孙庆军 [11 ]选取左留边、右

字留边、字体大小、字间距、行间距五种笔迹特征变量 ,与

16PF、EPQ 量表测验进行相关分析。结果 :左留边、行距与内

外向有正相关 ;字距与独立性、怀疑性呈正相关 ,与敢为性呈

负相关 ;左留边与有恒性呈正相关 ,与独立性、忧虑性呈负相

关 ;右留边与兴奋性、敏感性呈负相关 (男) ;字体大小与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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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忧虑性有正相关 (男) ,与敢为性有负相关 (女) ;行间距与

敏感性有正相关 (男) ,与聪慧性有负相关 (女) ;字间距与有恒

性有正相关 (男) ,与聪慧性有负相关 (女) 。张晓辉[12 ]以 52

名志愿者的笔迹为研究对象 ,选取了笔迹特征中的聚散度、流

畅度、刚柔度 ,与 16PF量表做了相关分析。研究表明 :汉字笔

迹特征的确能反映出书写者的人格特征。孟庆茂等研究了在

快速书写条件下笔迹与认知及个性特征的关系 [13 ] 。结果表

明 ,横笔压与 16PF 测验中的畏缩退怯 ———冒险敢为有正相

关 ;竖笔压与艾森克个性因素的 N 因素有高相关。

和以往研究均采用 16PF、EPQ 等人格测验为效标工具不

同 ,苏州大学张卿华、王文英 [9 ]采用 80 - 8 神经类型量表为效

标 ,根据笔迹形式、速度、压力及边缘特征等基本指标的不同

组合 ,将气质类型划分为 8 个类型 ,在实际的应用中取得了好

的效果。该研究发现 ,直笔划以神经类型为谨慎型、稳定型和

安静型占的比例显著的高 ;曲笔划以最佳型、灵活性、兴奋性

(含亚兴奋型)占的比例显著的高 ;快笔划以最佳型、灵活型占

的比例显著的高 ;慢笔划以弱型占的比例显著的高 ;重笔划以

强型 (最佳型、灵活型、稳定型、安静型、兴奋型、易扰型等) 占

的比例显著的高 ;轻笔划以弱型占的比例显著的高 ;毛边笔划

以最佳型、灵活型、兴奋型、强中间型占的比例显著的高 ;光边

笔划以谨慎型、稳定型、安静型占的比例较高。

3. 2 　笔迹与性别

在笔迹与性别的研究方面 ,普遍发现男性的字体较女性

笔画重 ,字体大 ,刚劲有力[4 ,9 ,10 ] 。

除此之外 ,杨国枢与林碧峰的研究还指出 ,男女字体在

“潦草程度”上有显著差异 ;莫雷等 [14 ]以信号检测论分析男女

字体差异的程度 ,发现小学低年级男女生的字体没有显著的

性别差异 ,到中高年级以后 ,性别差异才明显地表现出来。男

女生字体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即字体大小程度、字的

力度、字体的刚劲度、字的工整度和字的棱角度。并认为产生

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是社会文化的影响。

而张青[14 ] 通过对青年男女各 50 份笔迹的对比分析发

现 ,男性与女性在笔迹上并没有绝对差异 ,但在概貌特征、书

面语言特征等方面存在差异。

3. 3 　笔迹分析的效度探讨

笔迹分析的效度探讨是最近才有系统研究的。童辉杰、

杨鑫辉[16 ] (2001)在对推销员心理素质的评估中发现 ,以笔迹

变量 (包括左空白齐、弯钩和角度) 以及人格变量建立的离职

判别方程准确性为 95. 7 % ,而仅以人格变量建立的离职判别

方程的准确性为 85. 2 %。以笔迹变量和人格变量共同建立

的判别模型具有更好的判别效果。童辉杰 [2 ]通过对笔迹、人

格、职业能力三种测验技术在医药销售人员选拔与评估中的

效度的比较 ,发现笔迹投射测验的效度较好 ,而人格测验、职

业能力测验的效度不理想。

童辉杰、杨鑫辉[17 ] (2003)采用 16PF、CPI、EPQ 等人格测验

为效标 ,对非心理学背景的笔迹学者提出的笔迹分析理论进

行了验证 ,发现都无法可靠地对人的个性心理作出判断。比

较值得注意的是 ,笔迹投射测验由于依赖的是长期以来形成

的书写习惯 ,因而可以避免被试掩饰、歪曲、装好、随机作答等

局限[16 ,17 ] ,消除了自陈量表中的“社会赞许”反应倾向 ,一定

程度上提高了笔迹投射测验的效度。

4 　存在问题及讨论

4. 1 　笔迹投射测验是投射测验的一种 ,但是 ,它不完全等同

于传统的投射测验。投射测验通过向受测者提供一些未经组

织的刺激情境 ,让被试在不受限制的情境下自由地表现他的

反应 ,分析反应的结果 ,以推断其人格情况 [18 ] 。但是 ,笔迹投

射测验并没有向被试呈现任何的刺激。这是因为笔迹在个体

成长的过程中 ,已经整合了个体的心理、生理及社会环境等因

素的作用 ,无须根据特定的刺激下的反应就能够体现个体的

生理心理品质。

4. 2 　在对笔迹分析进行实证研究时 ,由于各个研究者对笔迹

特征的操作定义不完全一致 ,同时纳入研究中的笔迹特征也

各不相同 ,因而给实验结果的横向比较带来了困难。因此 ,在

今后的研究中应当建立统一的笔迹特征维度 ,对每个特征维

度进行精确的操作定义。除此之外 ,研究数量较少 ,无法相互

验证 ,涉及的领域不广也是实证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4. 3 　笔迹分析只有成为心理学的工具 ,才能发展成真正科学

的、有效的测评工具[1 ] 。童辉杰 (2003) 的研究很好的证明了

这一点。社会上的笔迹学者由于缺乏心理学的理论基础和素

养 ,往往凭借经验对笔迹的特征做出解释 ,给笔迹分析的理论

发展带来了很大的障碍。

4. 4 　在以往的研究中 ,大多是采用 16PF、EPQ 等传统的人格

测量工具为效标来进行相关研究 ,发现笔迹某个特征在某一

效标维度上的差异 ,而没有建立用笔迹特征来预测的人的生

理心理特征的综合模型。这是笔迹分析能否进一步发展的关

键 ,应该是今后的一个研究趋势。总之 ,笔迹分析具有广阔的

发展前景。同时 ,由于中文字体自身在结构等方面的特点 ,比

西方文字包含更多的信息 ,这就从侧面为中文笔迹分析的发

展提供了先天性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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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ent Researches on the Analysis of Chinese Handwriting

Liu Jiayan1 , Zheng Quanquan2 , Shi Ka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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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esent article reviewed the definition and feasibility of analysis of handwriting , and then introduced the demonstrational studies

on the analysis of Chinese handwriting , inclu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andwriting and personality and that between handwriting and gender.

Finally , it pointed out the problems of recent researches and the way for further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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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薇薇等 :互惠教学 :情境教学与认知教学结合的典范 4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