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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煥堯  

 

 
心理學理論應用於歷史研究，大致起源於 18 世紀初期，最主要是因為心理學這門

學問的發展較之於政治學、社會學等其他社會科學，都來得晚，因此歷史研究運用心

理學的理論去作人事物方面的探討，此種作法出現的時間也顯得比較晚。不過心理學

的理論確實對歷史研究開啟了一個新的方向，許多歷史上的知名人物運用心理學知識

來對其內心世界或行為模式作一番探討時，都曾讓研究者發現許多這些歷史名人不為

人知的一面或潛在隱密的人格特質。 

譬如說對統一德國的偉業貢獻卓著的普魯士首相俾斯麥，在一般人的印象中，他

所展現出來的公開形象一向是勇猛與強悍此種風格──此人在大學時期就以縱酒豪飲

、動輒與人決鬥的風格著稱「曾與同學作過 27 次決鬥」。1到了主掌普魯士王國的政權

，擔任該國宰相時，行事作風更加剽悍。彼時在普國國會爭論應該以何種手段來進行

德意志的統一大業的過程中，各方意見爭執不斷、很難形成共識與定見，俾斯麥當時

就宣稱，決定未來德意志命運的絕非演說與多數決這些議會模式，而是鐵(軍備)與血(

指血稅，即服兵役者)。「從此以後俾斯麥就被取了個綽號叫『鐵血宰相』」。而後他就

悍然不顧國會的反對，逕自採取增稅和擴軍等措施，來積極進行統一德意志歷程中所

必須開展的幾場戰爭：分別是普丹、普奧與普法戰爭等，後來竟然也成功了。2 

如此的作風給世人的印象自是非常陽剛及粗獷，但在現實生活中他其實有不為人

                                                 
 黃煥堯，南台科技大學通識教育中心社會科學組講師。 

1 〈奧托·馮·俾斯麥：少年時期〉，台灣 WiKi。 
2 〈一手締造普魯士的輝煌：鐵血宰相俾斯麥〉【趣讀歷史（世界趣史）：歷代宰相】，時光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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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的一面。比方說他在推動政務時若遇到國會或者各方勢力的強大反對，他就會拼命

抽菸、暴食暴飲來紓解壓力，且整個人會顯得頗為沮喪。另外俾斯麥在失眠的時候，

他的醫生還必須待在他床邊握著他的手，才能讓他能安心入睡，而他第二天醒來之前

，醫生還得先趕去到俾斯麥的臥室，坐在他床邊等著他醒來，就好像在扮演俾斯麥小

時候母親安撫他入睡的情況。因此有研究俾斯麥傳記的作者，就以此來證明，俾斯麥

的個人特質在某些方面是外強中乾、虛有其表的，並非傳統史書所記載地那般勇猛強

悍。3 

由上述的歷史的個案中，我們可以發覺心理學確實已逐漸發展成歷史研究領域中

的一項輔助工具，它可以讓我們用比較嶄新的角度或觀點，來觀察歷史上所曾經出現

過的重要人事物。尤其是人物或傳記方面的研究，心理學對他們的探討，甚至經常可

以發掘到這些人隱密或不為人知或深藏內心的一些傾向和想法。這也是傳統史學研究

中，比較難觸及到的一面。歷史學的研究領域，出現了一個如此犀利又重要的探索工

具，想必未來能夠替歷史研究者帶來不同的思維與觀察面向，這是心理學為歷史研究

所帶來的一項正面效益。 

 

 

 

                                                 
3 張玉法《歷史學的新領域》，北市：聯經，1987.10.，頁 121-1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