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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中国学者对社会心理学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 ,可以概括为社会心理的

涵义与特征 、社会心理学的学科性质 、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对象 、社会心理学的方法论以及社会心理学建

设的基本途径五个方面。通过对这几个方面所取得的进展与存在问题的考察 , 社会心理学学科的健康

发展及其整个学科体系的合理建构 ,必须以基本理论问题的探讨为前提。重视社会心理学具体问题的

研究是必要的 ,但是对这种研究成果的分析要上升到理论层次 ,不能停留在用西方的社会心理学理论解

释中国人的社会心理现象的水平上。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心理学的核心是要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 ,

这正是中国社会心理学工作者所要达到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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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 80年代社会心理学在中国恢复重建 ,至今已过了 20个春秋 。在这段对于一门学科的

发展来说不算太长的历程中 ,中国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正从最初以翻译介绍国外社会心理学为主的

阶段 ,向着在检验国外有关研究的同时逐步开展自己的研究的阶段迈进 。在这一过渡性和开创性

时期 ,中国社会心理学者除进行了大量的具体领域研究外 ,对社会心理学的基本理论问题 ,也有过

较多的探讨 ,尤其是关于中国社会心理学发展道路的讨论格外引人注目[ 1] (序言)。在步入 21世纪

的时候 ,回顾过去 、总结经验 ,对我们规划未来的发展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现将 20年来中国学

者对社会心理学学科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及其成果概括为五个方面论述如下。

一 、关于社会心理的涵义与特征

什么是社会心理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关系到整个学科知识体系的建构。中国学者在此方面

的探讨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社会心理的涵义与构成　关于社会心理的涵义 ,程光泉认为 ,社会心理是特定的历史时

代 ,民族 、阶级中普遍流行的 、没有经过职业思想家加工制作的精神状态 。它是对社会存在的直接

反映 ,直接与日常生活相联系 ,表现为感情 、习惯 、成见 、倾向和信念等 ,具有自发性 、不系统性 、不定

型性和不稳定性的特点[ 2] 。在陈纪方看来 ,社会心理的实质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把握:第一 ,社会

心理是人脑的机能。社会意识是人所特有的高级反映形式 ,由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态构成 ,因

此 ,通常把社会心理理解为社会意识的组成部分。第二 ,社会心理是社会现实的反映 。社会生产

力 、生产关系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政治关系 、阶级地位和利益 ,决定了个体或群体的社会心理性

质 ,制约着个体或群体的社会心理发展[ 3] 。沙莲香主张 ,所谓社会心理 ,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自发

产生 ,并互有影响的主体反应 。在社会心理的概念规定中 ,有三个基本点:第一 ,社会心理是主体反

应 ,是一种心理 ,是内在过程;这样就把社会心理同超个体的“社会性”精神实体区别开来 。第二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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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心理在社会成员中互有影响;这样 ,又把社会心理与个体心理区别开来 ,社会心理的相互影响作

用 ,使它成为一种社会精神现象。第三 ,社会心理是在社会生活中自发产生的社会精神现象;这样 ,不

仅进一步把社会心理与个体心理区别开来 ,而且又把社会心理同意识形态这种精神现象相区别[ 4] 。

关于社会心理的构成 ,邓福庆认为 ,理论界曾有把社会心理划分为个体心理和群体心理的“二

层结构说” ,以及划分为民族心理 、阶级心理 、职业(阶层)心理 、家庭心理的“多层结构说” 。这两种

划分虽然不乏注重社会心理主体性的优点 ,但却只是一种平面的划分 ,没有深入揭示社会心理的内

容和联系。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意识现象 ,社会心理是具有立体交叉结构的复杂系统。从纵向层

次结构看 ,社会心理由社会知觉 、社会动机 、社会态度 、社会情趣等要素构成 ,诸要素又依附于不同

类型的社会群体 。由于群体的性质 、特点不同 ,就会形成不同类型的群体社会心理 ,如民族心理 、阶

级心理 、职业(阶层)心理等 ,从而构成社会心理的横向类型结构。群体社会心理之间相互渗透 、交

互影响 ,又与时代心理相交叉 ,使其具有时代特色 。这种社会心理的立体结构具有鲜明的系统特

性 ,表现为整体性 、层次性 、动态性和开放性[ 5] 。

(二)社会心理的特征与作用　沙莲香认为 ,社会心理的特点是由社会心理的本质规定所决定 、

区别于个体心理和意识形态的那些存在属性 。从结构方面看 ,社会心理具有内在性和外观性;从社

会作用看 ,社会心理具有互动性和冲击性;从主体对社会生活环境的适应上看 ,社会心理具有实用

性和迎合性。社会心理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 ,是自发形成的社会力量 ,它的社会作用主要表现为

两个方面:一是预告作用 ,二是中介作用 。就前者而言 ,社会心理能够比较客观 、准确地反应出社会

生活变化的基本倾向和可能出现的发展趋势 ,如可以预告社会气候 、个性发展倾向 、价值观念变化

趋势以及社会消费趋势等 。就后者而言 ,社会心理是从社会规范到社会行为必须经过的中间环节 。

社会规范如果不在人的社会化过程中通过内化转变为内在行为准则 ,那么再好的社会规范也不能

在实际上起作用 。社会心理的中介作用有两个基本方向:顺向和逆向 。顺向是顺从和有利于社会

控制的心理方向 ,逆向是抵触和不利于社会控制的心理方向[ 4] 。

关于社会心理对社会意识和对社会存在的作用问题 ,周积泉认为 ,社会意识形态并不是社会心

理的自然凝结物 ,社会意识的高一级层次并不是在低一级层次的基础上的自然引伸或自发堆积而

成。若把社会心理视为思想体系之源 ,就势必导致对社会意识形态理解的简单化 ,就无法对社会意

识形态与民族意识(即社会心理)有时出现的矛盾现象作出科学的解释[ 6] 。谷文康也指出 ,把社会

心理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直接来源的观点 ,容易引起人们的误解 。其实 ,社会心理与社会意识形态

是两个不同学科的概念 ,而不是同一学科中水平高低 、层次不同的概念[ 7] 。李明华则认为社会存

在对社会意识的决定作用 ,不是直接的 、简单的 ,而是有中介的 、复杂的 ,其中介就是社会心理 。思

想体系是思想家们根据本阶级利益将零碎的社会心理系统化 ,上升到理论高度形成的 ,复杂的社会

经济状况决定了人们社会心理以及思想体系的复杂性 。因此 ,把社会心理视为思想体系之源 ,不会

导致对社会意识形态理解的简单化;相反 ,却有助于我们深入地 、多方面地把握社会意识的特点
[ 8] 。

二 、关于社会心理学的学科性质

社会心理学是一门什么性质的学科 ?它与心理学和社会学等学科之间的关系如何? 对这些最

基本的学科问题的回答 ,将关系到社会心理学研究对象的规定 、研究方法的选择以及理论发展策略

的制定等学科建设的基本前提 。在对上述问题的探讨上 ,中国学者中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如下:

潘菽指出 , “社会心理学也是一门跨界学科 ,是心理学和社会科学交错领域的分支学科” 。在社

会科学方面“主要是社会学的研究” 。“从心理学上讲 ,社会心理学应该是心理学的一个分支 ,而不

是社会学的一个分支” 。由于心理学是既有自然科学性质又有社会科学性质的中间学科 ,因此社会

心理学具有社会科学性质和自然科学性质这种二重性[ 9] (pp.367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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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江霖把社会心理学与生理心理学视为心理学的两大支柱 。他把普通心理学中研究人的心理

活动的社会基础这一侧面独立出来 ,称为社会心理学。他认为 ,生理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的同时发

展 ,携手前进 ,必能为中国心理学开创新局面 ,使它真正地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作出贡献[ 10] 。

李沂认为 ,社会心理学所研究的客体处于心理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交错地带 ,所以它和这两个方

面都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 。由于这种交错 、边缘的性质 ,在其发展史上 ,曾出现过两种倾向的社会

心理学 ,而且在现阶段还依然存在 。尽管如此 ,社会心理学所研究的毕竟还是心理现象(虽然它们

确是较多地受到社会方面的影响),而不是一般的社会现象 ,所以 ,它属于心理科学[ 11] 。

时蓉华则认为 ,社会心理学是在社会学与心理学这两门学科的基础上产生的 ,尽管社会心理学

的发展今后还要继续从社会学与普通心理学中吸取养料 ,但现代社会心理学已经从社会学和普通

心理学两门学科的孕育中脱胎而出 ,成为一门具有独特观点及体系的独立学科 ,而且在社会生活中

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这是无可怀疑的[ 12] 。周振明和孙松屏也表述了与此非常相似的看法[ 13] 。

孔令智 、汪新建 、周晓虹通过对社会心理学与心理学 、社会学之间的联系与区别进行细致分析

后指出 ,比较合适的观点应是将社会心理学看成是介于社会学与心理学之间的边缘学科[ 14] 。

陈鲁鸣认为 ,无论是从社会心理学的传统还是从其当代理论和研究活动来看 ,社会心理学都在

社会学中占据着重要位置[ 15] 。

从中国学者的探讨来看 ,对社会心理学的学科性质这一问题的观点表现出这样一些主要特点:

就社会心理学的知识来源而言 ,绝大多数人都倾向于把社会心理学看作是处于社会学和心理学之

间的一门中介或跨界学科 。因此就其性质而言 ,社会心理学既带有社会学的性质 ,又带有心理学的

性质 ,然而它自身却是独立的学科。在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中 ,必须借鉴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知识成

分 ,同时又应该防止将社会心理学的问题社会学化或者是心理学化。但就社会心理学的学科归属

而言 ,呈现出几种情况:其一 ,认为社会心理学属于社会学和心理学之间的边缘学科;其二 ,认为社

会心理学属于心理学的一个分支;其三 ,认为社会心理学属于社会学的一个分支 。

三 、关于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对象

对于社会心理学研究对象的看法 ,实际上是以对于社会心理的涵义与特征 、社会心理学的学科

性质等问题的思考为基础的 ,因此 ,可以说关于社会心理学研究对象的探讨 ,必然成为中国社会心

理学建设的一项重要的前提性工作和展开社会心理学整个学科体系的基本逻辑起点 。由于社会心

理学诞生的时间还不长 ,并且是在社会学和心理学两大“母体”学科基础上形成的边缘学科 ,因此 ,

关于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对象至今还是众说纷纭 ,而且带有社会学取向与心理学取向的特征 。在西

方社会心理学中 ,心理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家偏重以个体的心理和行为作为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对

象 ,社会学取向的社会学家则注重以群体和社会互动作为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对象 。前者一直居优

势地位 ,只是到了晚近 ,鉴于以心理学为主导倾向的社会心理学在解决社会现实问题上面临困境 ,

有的学者才提出 ,应该加强对大群体心理与行为的研究[ 16] 。自社会心理学在中国重建以来 ,许多

学者对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对象问题也进行了探讨 。总的看来 ,表现出这样一种趋势:从强调个体层

面到强调个体和群体层面 ,进而到强调个体 、互动 、群体甚至更多的层面。如果要加以总结的话 ,从

关注的对象层面上可以划分为三种具有代表性的看法 。此外 ,还有一些较为独特的见解 。

(一)强调对个体层面的关注　属于这一方面的学者尽管在总的取向上有相似性 ,但在具体观

点的表述上仍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 。主要代表有:潘菽指出 ,社会心理学要研究的主要应该是人的

一生的全部心理的发展变化及其一般表现与他所受社会环境影响的关系 。这一内容包括两个方

面:一方面 ,社会环境对人的心理发展的影响 ,是社会心理学的重要研究内容;另一方面 ,个人对这

种社会环境的影响的不同反应方式 ,也应该属于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范围[ 17] 。吴江霖认为 ,社会心

理学是研究个体或若干个体在特定社会生活条件下心理活动的变化发展的科学 。而由若干个体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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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集体及其行为也是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对象[ 10] 。在时蓉华看来 ,社会心理学是从社会与个人相

互作用的观点出发 ,研究特定社会生活条件下个体心理活动发生及其变化的规律的学科。社会心

理学既要研究个体心理活动如何在特定的社会生活条件下受其他人或团体的影响 ,同时也要研究

个体心理活动如何影响社会中的其他人或团体[ 12] 。

(二)强调对个体和群体层面的关注　较多的学者表达了这一倾向 ,但具体观点仍存在一些差

异。汪青指出 ,比较正确 、全面的社会心理学研究对象应当包括四个要点:第一 ,应该以社会心理活

动作为研究对象 ,而不仅只是行为 。第二 ,这种社会心理活动包括不同大小范围的群体社会心理现

象 ,而不能局限于个体研究。第三 ,应该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相互作用中进行各种社会活动 、社会

现象的研究 。第四 ,应该研究社会心理活动和社会心理现象发生 、发展和变化的规律。因此 ,社会心

理学是研究在人们的社会相互作用中 ,个体和群体社会心理活动发生 、发展与变化规律的科学[ 18] 。

龚浩然认为 ,社会心理学既要研究个体的社会心理现象 ,也要研究群体的社会心理现象 ,其研

究范围包括如下四个方面:1.大群体社会心理现象的特征及其发生 、发展与变化规律 。2.小群体

的社会心理特征及其发生 、发展与变化规律。3.集体的社会心理特征及集体形成的心理规律 。4.

个体的社会化过程。基于上述认识 ,社会心理学可以表述为一门研究各种群体的共同心理现象与

心理特征及其对群体成员个体社会化过程产生影响的规律的科学[ 19] 。

孔令智 、汪新建 、周晓虹提出了如下看法:1.虽然社会交互作用 、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不能

作为社会心理学本身的研究对象 ,但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不能离开它们 ,因为它们是社会心理现象得

以产生的源泉。2.社会心理学不但要研究人们外显的行为 ,而且也要研究人们内隐的心理活动 。

3.社会心理学研究的社会心理现象 ,既包括个体的心理 ,也包括各种群体心理。4.社会心理学应

该研究社会心理活动和各种社会心理现象发生 、发展和变化的规律。因此 ,社会心理学是研究个人

和群体在与社会环境的相互作用中 ,其心理活动发生 、发展与变化的规律的科学[ 14] 。

一些学者还指出不仅在载体上应强调个体和群体两个方面 ,而且在内容上应强调心理与行为

两种维度 。李沂在讨论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时 ,简明扼要地指出 ,社会心理学是研究个体和群体

的社会心理和社会行为规律的一门学科[ 11] 。沈德灿认为 ,社会心理学既要研究社会行为 ,更要研

究社会心理 ,尤其是当把社会心理学看作心理学的一个分支领域时 ,不能光是研究人的外部的社会

行为而不注意研究它的中介 、它的内部过程即人的社会心理现象。社会心理学既应该把个体理解

为自己研究对象的主体 ,也应该把群体作为自己研究对象的主体 。归纳起来:社会心理学是研究个

体 、群体的社会心理与社会行为及其规律的一门科学[ 20] 。

(三)强调对个体 、互动和群体甚至更多层面的关注　一些学者表现出了强调更加具有综合性

的社会心理学研究对象的倾向 。孙非作了这样的阐述:社会心理学是一门研究个体 、群体 、制度之

间以各种方式相互影响的规律 ,以及在相互影响时个体的内在心理过程的学科 。社会心理学的研

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是研究个体在社会情境中的心理过程 ,如社会知觉 、动机 、态度等 ,二

是研究人与人相互作用的机制 ,其中包括人际沟通 、人际影响 、人际关系的内容 ,如吸引 、爱情 、合

作 、竞争 、社会促进等 。三是研究群体心理 ,主要是小群体心理 ,以及大众心理现象[ 21] 。

乐国安把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或范围划分为四个层面:1.个体社会心理与行为 。这一层面

的研究内容包括:社会化和自我意识 、社会动机 、社会认知 、社会态度 。2.社会交往心理和行为 。

这一层面的研究内容包括人际关系 、人际沟通 、社会影响等方面。3.群体心理和行为 。这一层面

的研究内容包括群体心理气氛对成员行为的影响 ,群体内聚力的形成 ,群体领导人的风格与作用

等。此外 ,还要研究大群体的心理 ,如民族心理 、阶级或阶层心理等 。4.应用社会心理学。这类研究

一方面把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应用于实际生活当中 ,另一方面又可以丰富社会心理学的理论[ 22] 。

中国学者关于社会心理学研究对象的探讨 ,表现出以下一些特征和问题:1.绝大部分人都把

社会心理的发生 、发展及变化规律视为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对象 ,但对于什么是社会心理 ,看法不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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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 ,而且有的人未曾就此作出界定 。2.较具普遍性的观点是 ,强调不仅应把外显的行为表现 ,而

且也需把内在的心理过程作为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内容。这一点表明 ,克服在西方长期占统治地位

的行为主义社会心理学只强调研究外显行为的片面倾向 ,进而避免其带来的弊病 ,已成为中国社会

心理学界的一种共识 。3.在对社会心理主体的认识上 ,中国不同学者之间强调的着重点有所差

异。其中少数学者认为 ,个体的社会心理是社会心理学的主要研究对象 ,表现出了明显的心理学取

向的社会心理学特征 。较多数人主张把个体和群体(包括小群体和大群体)的社会心理共同作为社

会心理学的研究对象 。有的学者在所提出的社会心理学研究对象中 ,除包括个体与群体的社会心

理这两个方面之外 ,还把交往心理与互动心理也明确列入。这些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中国越来越

多的学者已站在对国外尤其是西方社会心理学研究对象问题进行历史经验总结的基点上 ,试图从

整合心理学取向与社会学取向的角度来规定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对象 。总的看 ,中国学者对社会心

理学研究对象的探讨 ,不论在广度上还是深度上都还有待继续研究 ,特别是在对社会心理学研究对

象作出具体规定时 ,如何能更全面地考虑 ,既使之与宏观理论对社会心理的界说相一致 ,又使之在

具体操作层面上得以精确研究 ,以及在此基础上怎样以社会心理学研究对象的规定作为逻辑起点

来严密地展开和建构整个社会心理学学科体系 ,还需要中国社会心理学界进一步努力。

四 、关于社会心理学的方法论

对于方法论一词涵义的界定不同 ,必然导致对其作用的认识不尽相同。美国社会心理学者倾

向于从具体研究方法层面即操作性技术和程序方面来理解方法论 ,前苏联社会心理学者则赋予方

法论更丰富的内涵[ 23] (p.45)。中国社会心理学者一般将方法论视为由指导思想 、方法原则和具体

方法三个层面所构成的体系 ,并较一致地强调方法论尤其是指导思想对社会心理学的健康发展具

有根本保证作用 。中国学者对方法论的探讨及其有关观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社会心理学的方法论体系　乐国安对中国社会心理学的方法论体系作出了较全面的探

讨。他指出 ,中国社会心理学的方法论体系包括三个不同层次的内容 ,即哲学方法论 、专门方法论

和具体研究方法 。1.哲学方法论 。指导中国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哲学方法论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 ,

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我们在掌握好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同时 ,还应该着重研究以

下几方面的内容:(1)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心理的基本观点 ,如社会心理发生 、发展的规律 ,社会心

理的类型 ,社会心理与意识形态的关系 ,社会心理与社会存在的关系 ,社会心理对社会实践的作用

等方面的基本观点。(2)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的本质 、结构 、发展规律的观点 ,人的本质 、人的需要 、

人的活动 、人的发展的观点 ,以及人与社会的关系的观点等等。(3)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的历

史作用 、个人与集体的关系 、领袖的地位与作用 、领袖与群众的关系等方面的观点 。2.专门方法

论。这是社会心理学的哲学方法论与具体研究方法之间承上启下的中介环节 ,一般体现为以下几

个主要原则:(1)发展性原则 ,(2)联系性原则 ,(3)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 ,(4)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有

机统一的原则 ,(5)批判与继承辩证统一的原则。3.具体研究方法 。这是社会心理学具体研究过

程中所采用的各种专门技术 ,尽管这些技术的功能表现为获取和处理有关的研究资料 ,但是对它们

的选择和运用 ,无疑将受到哲学方法论和专门方法论的指导和制约。鉴于每一种具体研究方法都

各有其优势与缺陷 ,因此 ,在研究工作中我们应根据研究对象的特点 、研究课题的要求和实践操作

的可能性来选用适当的方法。有时为了弥补各种方法的不足 ,可以将几种方法结合起来使用 ,不应

仅局限于某一种。总之 ,正确的方法论及其体系对于中国社会心理学健康 、迅速地发展具有根本性的

保证作用。关于这一点 ,美国社会心理学所出现的危机已经从反面作出了最有力的说明[ 22] [ 24] 。

(二)对社会心理学实验法的基本评价　对于实验法尤其是实验室实验法在社会心理学研究中

的地位与作用(或者说贡献与局限)的问题以及运用的可行性(即有效性与现实性)问题 ,一直是社

会心理学中争议最大的焦点之一。特别是自 20世纪 60年代末 70年代初美国社会心理学出现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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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以来 ,西方社会心理学界也一改以往对实验法一味推崇的倾向 ,批评的声音日渐增大。这种情况

表明:一方面 ,实验法在社会心理学研究和发展进程中扮演着一种不同寻常的角色;另一方面由于

实验法本身具有极为复杂的性质 ,对它的考察既涉及它的指导思想层面 ,又涉及它在社会实践中的

效用 。因此 ,实验法的运用无疑成为最能检验社会心理学方法论是否具有科学性的一个独特领域 。

1.实验法的贡献与局限 。潘菽在论及社会心理学的具体研究方法时强调指出:“有一种意见

认为 ,社会心理学也要采用实验法才能成为科学 。笔者认为 ,这个意见 ,必须予以批驳。近代心理

学就以采用实验法而起家 ,也是以实验心理学面貌而开始出现的。100多年来的实践经验说明 ,实

验法对心理学的发展是功过各半的 ,也许过还大于功 。它一方面推进了而另一方面也阻碍了近代

心理学的发展 ,这是由于它常被一些人所误用 。心理学如此 ,在社会心理学上它被误用的机会将会

更多 ,所以更值得予以注意。把实验法引进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已有 50多年的历史 ,虽然也有过一

点成效 ,但总的说来 ,它的采用结果并不令人感到怎样鼓舞而是感到怀疑和十分别扭 。”[ 17]

吴江霖认为 ,实验室实验因其一些实验情境与现实生活情境相去较远 ,不能用来研究全部社会

心理现象。这一点不仅是由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家所指出的 ,而且心理学的社会心理学家也早已

看到。但是 ,心理学的社会心理学家并没有完全否定它。这是因为有些较简单的社会心理现象在

实验室里布置起来与现实生活情境有较高的相似性 ,因此在实验室里加以研究是可行的。不仅如

此 ,在极端的情况下 ,有些社会心理现象的研究还非得采用实验室实验不可。至于现场实验的采

用 ,在心理学的社会心理学中仍是一件新鲜事 ,因其对一些社会心理现象的研究 ,既能保持实验情

境与现实生活情境一致 ,又能控制实验因子 ,而显出优于实验室实验 。这种研究技术虽不是社会心

理学研究的唯一技术 ,但它不失为重要技术之一。这种技术在今天心理学的社会心理学中正被广

泛采用 ,要作出最后的定论尚为时过早[ 25] 。

乐国安 、沈杰指出 ,对于实验法在社会心理学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 ,我们必须采取辩证的

分析态度 。首先应肯定实验法具有的历史性功绩 。20世纪 20年代 ,伴随行为主义的兴起而产生

的实验社会心理学 ,强调对外显行为进行严格控制的实验研究 ,一方面解救了心理学的社会心理学

由于英国心理学家麦独孤(W.Mcdougall)的社会本能论日益受到责难所遭遇到的困境;更重要的

一方面是 ,它有力地促进了社会心理学学科彻底摆脱思辨式的研究 ,实现了从经验描述阶段进入量

化分析阶段的历史性转变 。其次还应该看到 ,实验法具有其他方法不可取代的优点 。由于它对社

会行为研究的严格控制性和精确的量化特征 ,所以较便于提出假设 、付诸实施 、检验假设 ,从而概括

出精细的理论 ,但关键的问题在于它以什么样的方法论为指导 。当西方社会心理学在新实证主义

的可操作性或可证明性原则的绝对指导下 ,把实验法(尤其是实验室实验法)上升到至高无上的地

位 ,即视之为检验社会心理学是否具有科学性的唯一标准的时候 ,实验法就变成了社会心理学发展

成为一门真正面向社会的科学的障碍。因为实验法存在着其固有局限性:实施的范围只能限于小

型群体 ,考察社会行为的社会情境往往带有人为的性质 ,对研究结果的总结和概括多半只能产生

“小理论”等等 ,因此 ,以实验法为根本方法进行的社会心理学研究就不可避免地表现出涉及领域狭

小 、远离真实社会关系 、成果干预现实生活的能力微弱等缺陷。20世纪 60年代末 70年代初 ,西方

社会心理学出现危机的一个直接的重要原因就在于 ,实验研究传统在西方社会心理学发展中长期

占优势地位。诚然 ,其根本性的问题并不是实验法作为社会心理学的一种研究方法完全不适用 ,而

在于指导社会心理学研究的方法论如何看待和选择实验法的运用 。有鉴于此 ,中国的社会心理学

研究必须在正确的哲学方法论和专门方法论原则指导下来运用实验法 ,既不能盲目独尊 ,也不能一

概排斥[ 24] 。马广海对“实验法的功与过”也作出了十分公允的评价[ 26] 。

2.实验法的有效性与现实性 。社会心理学实验法之所以引起争议 ,根源之一也在于其具体操

作的可行性问题 ,即实验法是否具有有效性和现实性问题。杨倩在进行具体实验研究的基础上指

出 ,社会心理学的实验方法同心理学其他领域中的实验方法一样具有科学方法的特点:第一 ,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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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通过制造一种社会情境对其发生的社会心理现象做细致准确的了解。他对诸种实验条件进行控

制和改变 ,使自变量被置于实验背景之下加以考察 ,以理解它的作用特点及其引起的现象的变化情

况 ,确定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第二 ,在实验室中 ,实验者随机安排被试 ,使实验中非自变量因素在

各个方向上作用大致相等 ,以互相抵消 ,避免它们造成实验结果误差 。实验方法的可用性涉及实验

的有效性与现实性特点。实验有效性有两层含义:其一 ,实验设计中自变量的改变能通过作用于被

试 ,确实引起实验应变量的效果;其二 ,实验设计使得被试的意识和行为真正参与到实验情境之中 ,

自然地显现出实验者所需要的心理活动 。实验现实性的意义在于:采用实验方法所研究的社会心

理现象应具有社会现实意义 ,是那种生活在现实中的人们身上确实发生的现实 。实验的有效性和

现实性二者相辅相承 ,紧密联系在一起。提高实验的现实性也是提高有效性的最佳途径。实验的

现实性特点不仅为有效性提供直接的检测标准 ,并且成为获得有效性的基本条件之一。为了了解

实验有效性 ,实验者设计不同实验情境 ,以对同一对象在几种差别的实验情境下进行观察 ,若得到

的结果大体一致 ,便可以以此作为支持实验具有有效性的间接证据[ 27] 。陈晓萍则通过对实验室实

验的内在效度和外在效度的分析 ,辩证地说明了实验室实验在社会心理学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
[ 28] 。

总的说 ,中国学者对于实验法在社会心理学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 ,普遍采取了辩证的分析态

度 ,既充分肯定其优长方面及其对社会心理学发展的贡献 ,同时也指出它的缺陷及其对于社会心理

学发展的限制 ,但在具体估价上观点有所不同 。对于实验法的可行性问题 ,有关的讨论还有待进一

步展开 ,如实验法用于研究社会心理和行为的范围有多广 ,实验研究的结果推论到现实生活中去的

可能性 ,即实验的生态效度有多大等等 。实验法是社会心理学中最重要也是最复杂的领域之一 ,因

此 ,对于目前仍存在争议的诸多重大问题与具体方面 ,需要在正确的方法论指导下 ,通过实际研究

不断积累经验和反复验证 ,并经由社会实践这一根本标准的最终检验 ,才能得以彻底澄清 。

(三)辩证建构论的主张与纲领　成伯清在专门论述社会心理学的方法论的专文中首先指出 ,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西方主流社会心理学 ,即实质上的美国社会心理学 ,在方法论上存在着四个

根本性问题:意识形态的偏见 、研究策略的局限 、理论效度的不足和实验方法的误区 。他进而提出

了具有超越性质的社会心理学方法论的辩证建构论的基本主张及其研究纲领。辩证建构论首先是

一种以行动者的实践观为核心的社会观 ,这种观点拒绝任何有关人和社会的固定不变的本质的说

法 ,但这并不是否认人和社会的本体论上的存在 ,而是认为人和社会都处于不断建构之中 ,亦即辩

证发展之中。在阐述了辩证建构论的基本主张之后 ,成伯清进一步提出了辩证建构论的研究纲领 。

他指出 ,辩证建构论的独特之处 ,在于它提出了崭新的研究纲领或方法论。这一纲领就是:社会心

理学的研究应当包括四个方面 ,即经验分析 、历史理解 、价值批判和实践设计。这四个方面相互关

联 ,融为一体 ,离开了其他方面而单独强调一面 ,就会违背辩证建构论的宗旨。但是 ,辩证建构论不

是为了建筑一个庞大的体系 ,而仅是指出了研究的基本实质[ 29] 。

(四)发展具有整合性的学科理论　徐敏毅在对社会心理学中各种理论取向及其在学科体系中

已经形成的格局进行了考察之后指出 ,社会心理学单一理论的局限性就在于它只考察了人的社会

行为的某一侧面 ,而不能顾及人的多重特性。如学习理论只强调有机体对外部刺激作出反应的意

义 ,却忽视了人的主体地位;动机理论只强调人的内部状态对其行为的影响;交互作用理论主要着

眼于人对符号的操纵;而生物学理论则过分关注人的先天生物特性的作用 。因此 ,社会心理学发展

到今天 ,其理论出现一种整合的趋势是毫不奇怪的 。但这一趋势并不意味着将出现某个统一理论 ,

而是各个基本理论力图完善自身体系 ,不得不对其他理论作全面分析以弥补自身不足的结果 。这

一趋势将会使理论之间的差别显得不那么重要。理论的繁荣是社会心理学取得进步的表现 ,从某

种意义上说 ,也是学科成熟的标志 。但是 ,如何建构社会心理学的理论体系仍是一个有待探讨的问

题。社会心理学的大厦不能仅仅依靠众多理论堆砌而成 。何况 ,社会心理学也不是一门大杂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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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 。如果针对每一种特定的社会情境 ,都需要一种独特的假设或理论 ,这只会使社会心理学陷入

一种认识论的困境之中[ 30] 。

五 、关于社会心理学建设的基本途径

对于中国社会心理学的建设来说 ,与提出一种具体的努力目标同样重要的是 ,寻找达成这种目

标的途径。然而对于途径的探讨 ,则往往是以对于目标的认识为基点的 。许多社会心理学者已经

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关于如何建设中国的社会心理学的见解[ 4] [ 31] [ 32] [ 33] [ 34] [ 35] 。

综观许多社会心理学者的探讨 ,关于中国社会心理学的建设途径的主要见解可以总结为以下

几个方面:第一 ,加强理论研究 。这一工作大致包括下列三点:其一 ,加强作为中国社会心理学指导

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心理学理论 ,即社会心理学宏观理论(或大理论)的研究;其二 ,加强社会心

理学学科的性质 、对象 、方法 、体系等方面问题即社会心理学学科基本理论的探讨;其三 ,加强各种

社会心理现象的理论 ,即社会心理学中观理论(或中程理论)和微观理论(或小理论)的建设。第二 ,

联系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 。这一方面有待从两个层次上着手:一是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的实际 ,研究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社会心理现象和问题;二是联系中国文化传统的实际 ,探

讨具有中华民族特点的社会心理现象和问题 。第三 ,借鉴一切外来的有益养分 。这不仅需要借鉴

国外社会心理学的优秀成果及其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 ,而且更有必要借鉴香港和台湾社会心理

学研究中的经验与成果。第四 ,总结整理中国已有的社会心理学素材。其主要内容:一是挖掘 、整

理自古以来中国思想宝藏中与社会心理学有关的思想;二是总结 、提炼现时代中国思想政治工作 、

教育工作 、管理工作等领域中对社会心理学有益的经验材料 。第五 ,辩证地处理好研究工作中的重

大关系。在进行中国社会心理学的具体建设中 ,必须辩证地处理好以下一些关系:继承与创新之间

的关系 ,基础研究与运用研究之间的关系 ,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之间的关系 ,学科主干研究与学科

分支研究之间的关系 ,学术合作与学术竞争之间的关系 。

社会心理学的发展历史表明 ,社会心理学学科的健康发展及其整个学科体系的合理建构 ,必须

以学科基本理论问题的探讨为前提 。重视社会心理学具体问题的研究是必要的 ,但是对这种研究

的成果的分析要上升到理论层次 ,而不能停留在用西方的社会心理学理论解释中国人的社会心理

现象的水平上。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心理学的核心是要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 ,这正是中国社会

心理学工作者所要达到的目标 。中国社会心理学重建以来 ,学科基本理论问题的探讨及其所取得

的成果 ,在整个学科发展进程中已经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但是我们对此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 ,

仍须努力不懈。当前正在不断深入的社会转型无疑为中国社会心理学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外

在机遇 ,然而 ,社会心理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还有赖于其内在机制的不断完善 ,而建立一种对其

发展进程经常进行反思的良好传统 ,则是这种机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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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The problems of basic theory of social psycholog y which the relevant scho lars have taken to probe since the re-

sumption of studying this branch of learning from the ear ly 1980s up to the present day s may be sor ted out into five topics

of catego ry:I.the implic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 f Social Psychology;II.The nature of Social Psychology;III.research

object of Social Psychology;IV.the study and application of Social Psychology:Methodolog y;and V.the basic w ay s fo r

building the science o f social psy chology.Study ing the basic theory of Social P sycholog y should be the prerequisite in con-

structing the scientific sy stem of Social P sycholog y.To study the specific problems is no doubt necessary , but it should be

on the alert in avoiding the use of w estern psychological theory to explain Chinese social psychology.We are aiming at

constructing a new social psychology w 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Social Psycholog y;　Chinese Social Psychology;　Scientific Nature of social psy chology;

Methodolo 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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