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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人类演化的过程中，存在着三种基本求生存本能，九型人格理论称之为“副型”或者“附属子型”，

包括：自保/社群/一对一。这三种状态时时刻刻影响着我们的日常行为，像一个充电宝一样每天需要补

充和消耗一定的能量并因此影响着我们各自的状态。情绪三元组则依据面对问题时所表现的态度来进行

区分，包括理智组(135)，情绪组(468)，乐天组(279)。不管是情绪还是本能，都体现了“需求”这一思

维和行为的反应，通过介绍和分析来对基本本能类型和情绪三元组进行认识和了解，来更好认识和调试

合理“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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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urse of human evolution, there are three basic survival instincts, which are called “subtypes” 
or “subtypes” by the enneagram theory, including: self-preservation/community/one-to-one. These 
three states affect our daily behavior from time to time, like a charging bank that needs to supple-
ment and consume a certain amount of energy every day and therefore affects our respective states. 
The emotional triad was divided according to their attitude towards the problem, including the ra-
tional group (135), the emotional group (468), and the happy group (279). Whether it is emotion or 
instinct, it reflects the reaction of thinking and behavior of “needs”. Through introduct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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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we can understand and understand basic instinct types and emotional triples, so as to bet-
ter understand and debug reasonable “ne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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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本本能类型 

在人类演化的过程中，存在着三种基本求生存的本能，分别是：自我保存、一对一、社交，我们称之

为“副型”或者叫“附属子型”，也叫“本能类型”(裴宇晶，邹家峰，2017)。所谓“本能”，顾名思义，

就是“本来就能”，是天然的，不需要后天习得的能力，是一种来自生命本源的能力。本能是人类和动物

所共有的。人的自保，一对一和社群三种本能分别对应着动物的筑巢求存，物种繁衍和群居协作三种本

能(裴宇晶，2023)。本能类型的表现往往是明显的，常常以“情绪”、“行为”等方式直接展现。我们在

进行大部分人类活动时，对于我们将要做什么，怎么做并没有清晰明确的概念。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对

所处环境做出反应是出于情感、认知、习俗和传统的即时反应。但是随着思想缓慢而艰难的发展，一个

接一个的行为从情感型转变成了概念型(陈福田，2018)。 
副型是让你补充能量的方式，同时正是由于我们的这种倾向性，决定了我们的能量状态和个人气质。

我们对于这三种状态有主观排序。当我们处于某一种状态时，我们会觉得放松和舒适，这种状态下我们

是最享受的。我们能通过这种状态来汲取和补充能量，它就是我们的充电站。相反的情况，也许有某一

种状态是我们不太喜欢的，当处于那种状态时，我们会觉得自己是被消耗的，是无法享受的，那么那种

状态可能就是你最缺的副型。比如，一个自保型的人，在非常疲惫的时候，如果能不受打扰地去享受一

次按摩，或者享用一顿大餐，他们可能就会一扫痕惫，觉得非常舒适。一个一对一的人，一顿大餐就无

法满足他们疲惫的心了，他们如果能找到一个能够理解他们的人，进行一次一对一深度的链接，两颗心

的碰撞和融合往往能让他们深深的满足。社交的人就算再累，只要能和一帮子好朋友一起，他们就会满

血，原地复活，似乎在人群中穿梭，才是他们补充能量的最佳方式(裴宇晶，邹家峰，2017)。郭任远列出

了一些对本能概念的批评，其中最重要的是下面三点：首先，没有一种关于本能的类型及种类的共识。

汇集出来的本能目录都是任意的，依赖于每个作者的兴趣。第二，所有被称为本能的行为都不是先天的

而是习得的。行为建立在随机反应的基础上，其中的一些得到强化而保留下来，而另一些没有得到强化

就消失了。最后，郭任远坚持认为本能不是行为背后的驱动力量，因为行为是由外部刺激引起的。通过

行为的外部控制，郭任远拒绝了本能论者做出的行为主要是由遗传决定的假设，他坚决认为本能的概念

是毫无用处的，并十分有说服力地指出这个概念应该被抛弃(皮特里，2005)。托尔曼也仔细地考察了本能

的概念，提出了几点批评。但和郭任远不同，托尔曼认为本能的概念应该保留下来，但必须要注意几点。

第一，托尔曼指出将行为任意地指定为本能，剥夺了这一概念的任何解释价值。换句话说，如好奇、贪

玩、好斗这些本能只不过是一些描述性的标签，而不能解释行为的起因。第二，不存在一个标准来确定

哪些行为是本能的，哪些不是本能的。简单地说，理论家们没有清楚仔细地阐明怎样识别一种本能行为。

第三，如所描述的那样，本能这一概念听上去与柏拉图的先天理念说非常相似。但托尔曼也指出，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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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不一定有效，因为本能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已经演化，从而令它现在看上去是理智的。最后，他

指出了本能和习惯(学习)之间的混淆。托尔曼相信，本能的概念应该通过使用行为的术语而非主观的术语

重新建构以保留下来(皮特里，2005)。弗洛伊德的本能论不同于麦独孤的本能论，他不是停留在对本能类

型的划分上，而是关注并探讨本能引起行为作用的机制。弗洛伊德把本能与身体需要相联系，视之为“促

使大脑运转的需求程度”，本能成为激起人行为的力量或驱力，是张力的源泉。弗洛伊德认为，个体在

出生时先天具有一定数量的能量，所有心理活动都需要这种能量。这种能量系统首先满足本能的需要或

驱力，需要会不断产生，造成紧张和不平衡，而有机体则会发动行为去满足需要。需要满足是快乐的，

有机体也回到了平衡状态(华红琴，2012)。这种平衡在副型中体现了自保、一对一、社群的不同维度的能

量调适。自保常常对时间、金钱等资源不足有着很深的焦虑，尤其面对工作生活不稳定，无法对周围进

行预算和计划，变来变去的安排，不舒服的环境等。为了应对这种内在的焦虑，本能的并非是去与社群、

一对一能量方向的补充，而是在自保寻求稳定的基础上形成实用、独立、储存、安全保障和持续稳定五

种维度上的应对。由内向外逐渐流露的行为常体现在工作中倾向实用的知识和技能，关注物品质量，个

人喜独立，希望各自如原子般完成各自的事。为了长久有此效果，会进行有计划的囤积、储存，对安全、

健康乃至养生的生活方式皆有所准备，并以此期望生活能规划有度，按部就班。以此，一对一与社群亦

有其核心关注和维度的体现，这是其相似之处，不同上最大的碰撞即是在习惯。因为本能的体现往往不

是换位即站在另一本能角度进行思考处理，更自然是回到各自维度进行分析评判，以此来判断是非远近，

极容易形成想法的出入。 
可知，副型是补充能量的方式，同时正是由于我们的这种倾向性，决定了我们的能量状态和个人气

质。不管相同副型还是不同副型的人接触，都是需要一段磨合时间，在这过程中或许会彼此争吵不休，

各种互相心理抵触，但不可避免会使双方都产生影响并应对此情况而做出调整。有时不同副型的人走进

生活中时只是想带你进入另一视野看一看，相同副型的人告诉自己的世界还有更多的潜力和可能，如此，

生活才有了许多味道。我们都知道火车上缓冲器的作用。它们是为了减少车厢之间的碰撞而专门设计的

装置。如果没有缓冲器的存在，车厢之间的碰撞震动既不舒服，还非常危险。缓冲器在不知不觉中削弱

了碰撞产生的冲击力。在人们的内心世界中，也有这么一种装置。这种装置不是自然产生的，而是人们

自己设计的，尽管是在一种无意识的状态下。这种心理装置产生于人们自身的矛盾：观念的矛盾、感觉

的矛盾、言语的矛盾、行为的矛盾(海伦·帕尔默，2016)。 

2. 情绪组 

情绪是一种心理状态或过程，目前在学科界还没有对情绪的定义取得一致的意见。情绪是一种不同

于认知或意志的精神上的情感或感情，是人对客观事物的态度的体验。情绪是人(包括动物)所具有的一种

心理形式。它与认识活动不同，具有独特的主观体验形式(如喜、怒、悲、惧等感受色彩)、外部表现形式

(如面部表情)，以及独特的生理基础(如皮层下等部位的特定活动) (解仑，王志良，刘振忠，潘航，2022)。
情绪与认识和意志不同，情绪是人类对客观事物的态度体验与相应的行为反应，它似乎同人的切身需要

和主观态度联系着。情绪是一种复杂的心理活动，它具有鲜明的生理基础，也具有很强的社会建构性(王
志良，2017)。在九型中情绪组(468)关注对“需求”的反映，既有个人情感与欲望的表达，亦有社会性需

要的“价值”体现。在交流中当情绪需要消化时，希望得到此时具体对象的反应，并以情感驱使理智，让

问题、言语等沟通变成一种刺激，以求对方同等或扩大后的情形反映。情绪组往往放大恐惧，在情绪点

上虽然爆发和激怒的点可能不同，但对于情绪震荡的时候总是会有比较深刻的印象。以下是情绪组(6 号)
的亲人在家里比较常见的事。对话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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妹妹：当妹妹看见哥哥一回家就找个地方躺着不动时便说道：“哥，你看你哪像一个当哥哥的样子，一回家就

是这个样子，你看看其他家哥哥如何如何” 

哥哥：早已习惯，无动于衷。 

妹妹：见哥哥没有任何回应，于是怒火变得更大了，说的话也更加唠叨了起来，便顺手将拖鞋仍了过去。 

哥哥：换个位置继续躺着。 

这是一种简单的生活情形，虽不具有普遍性，却体现了各自情绪的一种表达。情绪本身不能以积极

或消极、正确或错误、正面或反面来区分，因为在社会生活中，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那种因需要没有得

到满足的否定性体验，对人生起着巨大的、积极的推动或促进作用。情绪具有内极性，如喜与悲、爱与

恨、愉快与忧愁、满意与不满意等。情绪具有波动性，在两极之间经常变动着，只有其中间状态是一种

平静的心态。情绪具有情境性，置身于不同的环境之中会刺激人产生不同的情绪，但受情境左右的情绪

往往是短暂的。在影响情绪的各种因素中，第一位的是需要，第二位的就是认知了(季芳，2019)。在情绪

组(468)眼里，当心中有不满，尤其是怒火积压时需要发泄出来，而冷漠对于他们开始并不是镇定剂，相

反还是催化剂会加强内心更大的不满和怒火。在做事时，情绪的安抚代表事情向前了一大步，如果情绪

一直被忽视得不到关注的话，那么“大家都别想太好过”就不免会成为生活中的定时炸弹，而在人情里

也常常会因此波及到身边更多的人。 
那么，该如何与他们相处，或者说如何在情绪爆发时怎样应对呢？首先需要有回应，不能把他们的

情绪晾在一边，让其自生自灭。二则是要在情绪后解决问题，不能只发情绪或者只选择逃避。Gross 指出

对于情绪调节的理解有三个方面值得注意：一是情绪调节不仅仅是降低消极情绪，实际上情绪调节包括

消极情绪和积极情绪的增强、维持、降低等多个方面；二是与情绪的唤起一样，情绪调节有时是显意识

的，有时是无意识的；三是情绪调节没有必然的好与坏，在一种情景中是好的，在另一种情景中则可能

是差的(许远理，熊承清，2011)。从需求上看，4 号希望在情绪中被理解，6 号希望在情绪中被认同，有

人和你一起。8 号希望你能包容(因为他们的情绪来的快也去的快，记仇有时候也一笑泯恩仇)。尤其事后

要商量，不要拉对错。总之，良好的情绪是感情的升温计，而失控的情绪则是破坏一切的开始。情绪组

(468)，在面对问题的时候往往倾向于看到问题的严重性，并提出来。他们可能无法忍受粉饰太平的行为，

一心追求真实，讨厌虚假的和平，有时候会一针见血。但是他们在指出问题的时候，往往又带着强烈的

情绪，也渴望对方能回应这种强烈的情绪。情绪的表现有很多，喜怒哀乐，各不相同。而有的时候，会被

情绪本身吓住，而忽略了情绪背后的含义。每一个情绪都是一种需求，当对别人产生需求的时候，就产

生了情绪。当情绪组在表达情绪的时候，表面上说很多的事情，但是真正在做的就一件事，希望被看到

其情绪点的爆发！情绪和冲突都是在呼唤一种关注，或者说呼唤一种亲密感。当对别人有愤怒，有指责，

有悲伤的时候，其实是想贴近对方的，在这种互相有期待中情绪能打破自我边界，促使两个人搅和在一

起。这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吵完架，两个人的关系会更好。在这种情绪碰撞中，真实的自我破壳而出，

一些不受控制的因素会浮出水面。同时，情绪是危险的，因为它会让自我暴露，但情绪也是一种机会，

提供发展更深的关系的机会。当只有维持一个完美的形象，只有压制那个具有破坏力或者脆弱的自我，

才会被接纳的想法会促使自己努力的保护好边界，忽视自己的需求，来维持一个稳定的感觉。在学习一

致性的表达自己有一个前提，需要根据具体的情况来表达情绪。比如说，在工作中，在和同事的相处中，

并不需要很深的链接，那么，这个时候保持好自我的边界，维持稳定的状态是很好的。如果经常跟不需

要很亲近的人发泄情绪，可能需要去看见，自己是否对别人有了过高的要求，是否有超出了他本身位置

的期待。而当在和家人，亲密的朋友相处时，就可以去发展一些更深的关系。在这里并不是说，可以肆

意的发泄情绪。而是可以看到自己有很多的情绪，这是非常正常的，因为这在渴求认可和被看见。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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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去问一下自己：为什么对他这么有情绪？希望他为我做什么？比如说：希望能照顾我，关注我，陪

伴我，而不是忽视我，不理我，责怪我。当发现自己最深层次的需求的时候，我们就有了自由。可以为自

己选择一种更内外一致的表达方式，也许不再需要强硬的指责，看到自己的需求，直接的表达自己，分

享自己的感受，会让人有一种真诚的通透感，自己也会更加的敞开和自如。情绪就是需求，看看自己的

情绪都在说什么，学习如何一致性的表达它。在这些令人惊讶的事情中，有些让人感觉愉快，有些却注

定令人不快，甚至会对我们的现状乃至未来产生深远的不利影响。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总要面对灾祸的影

响，除非我们对能够表现人性的人格类型有深入的了解。我们自认为了解的人最终被证明是一个恶魔或

彻头彻尾的自我中心论者，我们发现自己被人无情地利用了，我们的合理需求因为某些人的自私而被忽

视了……除非我们具有洞见，否则就可能惨遭蹂躏，反之亦然；除非我们具有洞见，否则就可能与好的、

宝贵的东西失之交臂，或草率地断绝实际上仍然值得挽救的人际关系。若是我们不具备对人格类型的洞

见，就可能受到伤害或变得愚蠢。无论怎样，其结果都只会使我们陷入不幸(唐·理查德·里索，拉斯·赫

德森，2019)。 

3. 本能与情绪的“需求”调试 

今天又“内耗”了吗？外面是五彩缤纷的世界，身边是来来往往的人群。纵使多么想以平静的心去

安抚住不经意的波动和浮躁，平静总是因为有理由被干扰的。我们不仅在思考世界，而且也在感受世界。

对事件的判断和表达不仅包含着理性，也不可避免地包含情感，这种情感的自然反映可表达为某种“需

求”，而需求存在本能与情绪混用的现象(刘昊，2022)。 
情绪“内耗”的情况多种多样，有外界的原因，也有内部的因素。用踩刹车和加油门的例子来说，在

外面遇到事时，往往有些事并非现在自己所能把控，而下一刻出现的很少是书中的灵光乍现，更多是前进

还是后退，应该这样还是那样的抉择……在这一刻，既想加油门冲出困难焦虑，可又同时踩紧了刹车如平

常一样三思而后行。所以，在想方法吗？在试着解决吗？又或者说想是这样的吗？心中给了自己一个答案

和评价。同时因为和它相关的人和事给了另一个有些陌生的答案和评价。在这里，踩了油门和刹车，在努

力尝试者，在车外的人看来，却一动没动，似乎无所事事一样。所以“内耗”有一个现象那就是我在我这

里努力了，可是步伐却是一动不动。这既是本能一样无法控制，也如情绪般难以琢磨，本能是与情绪有关

但又有所不同的概念，本能经常被用来描述具有稳定性且往往不以自己主观想法为主导。本能可行在情绪

的基础上表现。情绪是指个体在获知某事件信息后自身的生理或心理体验，如“恐惧”“愤怒”“愉快”

等。本能不仅会表达出情绪，更加侧重于一种习惯并基于此带来的评价，如“喜欢”“讨厌”等。可以从

两个角度来理解，其一本能包含个人意志的主观表达，又包含会行动的现实性，会受到过去历史和当下所

处场域的影响。本能的反应伴随着情绪反应，情绪的变化也会影响本能的反应。两者对于外界事物是否符

合自己的需求而产生的某种态度体验以及相应的行为反应(刘昊，2022)。故而本能与情绪的交织使得彼此相

互影响，同时也提供内部可以调试的可能。以 6 号为例，此刻是他一天最平静的时刻，也可能是一天焦虑

的开始，带着不得不去解决的事和曾经还未完全解决的工作，以及接下来即将发生的事。想的多是应不应

该，该去上班了，该去完成工作的事情或者朋友委托的事了。找到了自己的终点和目标，但内心依旧不平

静，因为一天总有太多的不确定性。去的途中会堵车吗？这件事能做好吗？如果能，那下一件事来时我又

该何去何从呢？选择总是摆在面前，脚步总在绕圈，自己越来越累了。在一次又一次的付出当中，比起工

作当中的不确定性，在人际交往中有时候更让自己捉摸不透或者心力憔悴。如果是学生，他能很敏锐的察

觉到身边的人情绪起伏波动，尤其是当察觉到某人要远离自己时，他会心里一紧。想着发生什么事了？然

后脑袋搜索者过去一段时间哪些事会让彼此产生一些不快。上次去吃饭忘记叫你了吗？某次说话太重了

吗？等等。当然，也很难开口直接去问当事方到底怎么了？对于总是在不自觉付出的他们，“背叛”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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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让他们伤心的事，会因此而怀疑一切，也会因此而小心翼翼。所以小心驶得万年船和不打没有把握的

仗是他们内心的考量。随着一天结束了，“累”有时候总是 6 号的心声，一方面会吐槽每天都有做不完

的事，一方面也会因为所做和付出的事让自己感到满足。所以，不管是“躺平”，还是“摆烂”，似乎都

有他们的身影，但又如其不确定一样，压力和轻松哪个更好一些呢？有时候并不是一个很正式的问题。

想法自然无可厚非，但只是一味地逃避压力为目的，追逐轻松后的我们真如所想的那样好吗？6 号并非

时刻是焦虑着，想着未知的恐惧，有着数不清的不确定而难以前行又舍不得放下。在值得信任的人面前

或最近所遇到的重大问题已被解决而下一个问题又有很长一段时间不会出现的时候。他们也能轻松随便

聊聊，开着玩笑，甚至和你一起出去了平时喜欢攻略规划的朋友如今只想跟在你的后面，什么也不去想。

会让你有时吃惊的觉得我那个平时那么多万一，问这问那，永远不敢决定的朋友怎么一下子这样了。这

样轻松时固然是好的，甚至可以享受这难得属于自己的平静，但如同 3 号早已习惯的竞争，6 号更习惯的

不确定。平静总是容易被打破的，在压力来时 6 号面对恐惧的不停忙碌，以怀疑的状态审视周围陌生的

环境陌生的人时，不禁让我们回想，容易被打破的轻松和感觉不舒服的压力似乎总让我们无可奈何。那

究竟如何改变这种无意识的重复呢？在九型的视角里，那个帮你想出了踩刹车和加油门办法有一个比较

熟悉的名字。叫做“性格”。诚然，它是来保护我们并给我们一些方法的，但是它却不是万能的，也是需

要帮助的。需要怎么样的帮助呢？一个叫“看见”，一个叫“理解”。看见什么呢？我其实只是或者多数

是一直在不停的想着，脚下却没有出发。理解什么呢？那就是我如果只选择了让“性格”来帮忙的话。

我想误解是难免的，因为这样情况下的我确实没动，而看见了努力的我的时候是在我行动的时候。情感

上的激情个人的世界观相辅相成。双方的结合效力强大，足以能为我们带上“幻想的面纱”。我们认为

自己看到了全景，但实际上我们的性格倾向决定了我们的视野，我们的眼睛欺骗了我们自己(海伦·帕尔

默，2019)。在转变的开始阶段，很容易感觉沮丧和不知所措。我们也很容易把人格看做必须与之斗争的

敌人，因为毕竟人格带有过往经历的沉重包袱，包括伤害，破坏和失望。当我们以这种方式思考时，认

识到人格并非独立于我们而存在。事实上，人格是我们自身重要而合理的一部分。问题在我们把这一部

分看成了我们的全部。我们的人格取决于我们用以定位的特定状态，情感，思想和反应，我们认识到的

自己比全部的自己以及实际中的自己要少得多(唐·理查德·里索，拉斯·赫德森，2019)。 

4. 结语 

平衡在副型中自保、一对一、社群的不同维度的能量调适。在时间、金钱等资源带来的焦虑，对周

围进行预算和计划，为了应对由外在环境和关注焦点的失调带来内在的焦虑，本能的并非是去寻求能量

方向的补充，而是在寻求稳定的基础上形成实用、独立、储存、安全保障和持续稳定五种维度上的应对。

达到由内向外逐渐流露行为倾向实用的知识和技能，关注物品质量，个人喜独立，希望各自如原子般完

成各自的事，为了长久有此效果，会进行有计划的囤积、储存，对安全、健康乃至养生的生活方式皆有

所准备，并以此期望生活能规划有度，按部就班。而习惯的惯性思考，情绪的难以捉摸需要释放，使得

本能的体现往往不是换位即站在另一本能角度进行思考处理，更自然是回到各自维度进行分析评判，以

此来判断是非远近，极容易形成想法的出入。而对各自本能与情绪的出发点判断则凸显了出来。情绪组

的特点在于放大原本问题的严重性，其共性是对“真”的谨慎，并为了验证“真”“假”而不断在脑海里

预演，很难停止去想，考验的事因本能类型的不同而从“物质”、“情感”、“人际”的关注焦点上进行

甄别判断。所以，本能不仅仅是情绪，更多是对“弱势”一面的忽略，对“优势”的不断寻求满足；情绪

的核心在于出发点和难以停止的预演，对“真”的不确定性，对“假”的防备；调试本能和情绪的各自关

系，首先需要找到其关注焦点，其次缓解对真假的执著，核心点在于发现其此刻失衡的心态因何而起。

在“看见”的基础上寻求平衡的实现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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