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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社会心理学的定

义
,

实质上是对社会心理

学研究对象的概括表述
。

《 社会心理学简讯 》 第一

期刊载了 《 西方社会心理

学定义三十条 》
,

时间包

括自1 9〕 7年至 1 , 5 2年
。

虽

然不能说包括无遗
,

但基

本上反映了西方社会心理

学家对这一问题的观点
。

从这些定义中我们可

以看出什么问题呢?

一
、

许多学者强调将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

或人

与人之间的相互影响作为

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对象
。

例如
:

S
.

L
.

阿尔布赖齐
:

“
社会心理学研究社会制

度
、

社会团体与个体行为

之间的 关系
。 ” I

.

H
.

戴

维斯等
: “

社会心理学可

以界说为人类 交 互 作 用

的研究
。 ” D

.

J
.

贝 姆
:

“ 社会心理学是研究社会交 互 作 用 的 科学
。

R
.

E
.

西尔弗曼
: “

在现实生活中
,

人们并不是活

动在真空状态中
。

你是社会的一个成员
,

而你的行

为是受许多人际关系所影响的
。

这些人际关系就是

社会心理学 ( 心理学中着重研究人们的相互作用 )

的主要兴趣所在
。 ”

5
.

伍彻尔和 J
.

柯柏
: “

社会心

理学是研究个体受社会情境所影响的方式的科学
。

在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中
,

强凋研究人与人之间

的关系及其相互作用和影响
,

无疑是着重社会心理

学中社会这一个侧面
,

这个自然是正确的
,

但是
,

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及其相互影响作用本身
,

作为

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对象
,

那显然是错误的
。

因为一

般来说
,

这些问题乃是社会学研究的对象
,

如果把

它作为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对象
,

那就将使社会心理

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混淆起来
。

当然
,

这决不是说
,

在社会心理学中
,

不应该或不必要去研 究这 些 问

题
,

恰资相反
,

必须进行这些方面的研究
。

但是
,

社会心理学研究这些问题
,

是为了弄清楚人与人之

间的这些关系或影响是如何作用于人的主观世界
,

引起了心理活动中的什么变化
,

产生什么样的社会

心理现象
。

可见在社会心理学中研究这些问题
,

与

·

4 4
·

在社会学或其他学科中研究这些问题是有 所 不 同

的
。

关于这一点
,

在定义中必须表述清楚
。

二
、

许多学者强调社会心理学要 研 究人 的 行

为
,

将行为作为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对象
,

将社会心

理学定义为研究行为的科学
。

与一般心理学所不同

的仅仅是要研究社会行为或相互影响所产生的行为

而已
。

例如
:

J
.

H
.

戈尔茨坦
: “

我们的暂用定义是
,

一个

人的行为怎样影响其他人的行为的研究
。 ”

J
.

L
.

弗里德曼等
: “

社会心理学是社会行为 的 系统研

究
。

它探讨我们怎样感知其他人和各种社会情境
,

我们怎样对他们和他们怎样对我们发生反应
,

以及

我们怎样受社会情境所影响
。 ” A

.

J
.

洛特
: “

社

会心理学研究受在某种文化结构的范围 内其他人

的行为或集团的行为所影响的个体的行为
。 ”

在有些定义中说的是
“

反应
” ,

但它与行为一词

显然是基本相同的意思
。

例如
: G

.

A
.

金布尔等
“

社会

心理学是心理学的一个有特色的分门
,

探讨对 由其

他人的存在和动作所造成的种种情况作出的反应
。

心理学当然要研究行为或反应
,

但这是为了通

过这种研究来了解心理活动
,

社会心 理 学也是如
此

。

单纯强凋要研究行为
,

而忽视对心理活动
、

心

理现象的研究
,

这是行为主义心理学的通病
,

在这

里就不需要详细分析了
。

三
、

在众多的定义中
,

所指的
“
行为

”
或

“
社

会行为
” ,

都是指个人的行为
。

这在上述的一些引

文中看得很清楚
。

少数定义中提到
“
思想

” 、 “
感

情 ” 和
“
心理活动

” ,

也都是指个体的这些方面
。

例如
: K

.

G
.

沙弗尔
: “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

如果我们给社会心理学下定义为影响个体社会行为

的各种个人因素和情景因素的科学研究
,

则社会心

理学的领域就最清晰可辨了
。 ” G

.

w
.

奥尔硬特
:

“
很少例外

,

社会心理学家们把他们的学科视为试

图理解和解释个体的思想
、

感情和行为怎样受到他

人的实际的
、

想象的或隐含的存在所影响
。

,,. `

这种强调对个体的研究
,

也可以看成是传统的

普通心理学的影响在社会心理学中的反映
。

因为过

去几乎所有的心理学
,

都是以个体作为自己的研究

对象
,

但在社会心理学领域中
,

光只研究个体显然就

不够了
。

除此之外
,

它还必须研究各种形式和规模的

群体的社会心理现象
。

如表现在风尚
、

风俗与习惯
,

社会舆论与流言等之中的社会心理学问题
,

群众
、

团

体和集体以至不同阶级
、

民族与国家的心理特点等
。

这些心理特点显然也表现在个体的心理特点之中
,



但是
,

如果不从整体来加以研究
,

不可能搞清楚的
。

科学的发展总是在继承前人宝贵遗产
,

同时克

服其缺点和不足的基础上不断地前进
。

根 据 上 述

意见
,

本着批判继承的原则
,

我们能否给予社会心

理学一个比较全面
、

比较正确的定义呢 ? 看来
,

要做到这一点还有相当的困难
,

但是其要点似乎已

经比较清楚了
。

1
.

社会心理学毫无疑问应以社会心理活动作

为自己的研究对象
,

而不仅仅是行为或社会行为
。

2
.

这种社会心理活动
,

既包括个体的社会心

理活动
,

也包括不同大小范围的群体社会的心理现

象
,

而不能仅仅只局限于个体的研究
。

,
.

应该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

人们的相互作

用之中来进行各种社会活动
、

社会现象的研究
,

因

为它是产生各种社会心理活动的源泉
,

而各种心理

活动也表现在各种社会的相互作用之中
。 “

社会存

在决定社会意识
。 ”

离开了前者就无法理解后者
。

但是
,

社会心理学不能以这种社会存在
、

社会关系

本身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
。

译
.

作为一门科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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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以之运用到各项实际活动中去
,

解决各种与

之有关的问题
,

而不能仅仅是现象的描述
。

综合这几点
,

我们能否将社会心理学的定义
,

初步试作如下的表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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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一般来说
,

定义只是作为一个概括性的文字表

述
。

上述这一定义可能还不够完善
,

不够准确
,

不

过我想
,

实质性的问题也许主要不在于文字表述的

本身
,

更重要的是前述的那些要点
,

紧紧地把握住

这些要点
,

围绕着这几个方面来开展工作
,

正确地

处理好各方面工作的主次关系和相互之间的辩证关

系
,

关于社会心理学的对象问题是可以搞清楚的
。

在我们进行社会心理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中
,

需要将这一定义加以开展和具体化
,

这是没有问题

的
,

在这里就不多说了
。

虽然科学的发展使各学科

之间的交叉越来越复杂
,

同一事物往往成为许多学

科同时研究的对象
,

但每个学科总还是有自己研究

的主要范围和研究的主要方向和目标
。

即每个学科

都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
,

因此
,

学科对象的研究

有着重要的意义
,

而定义的表述与此紧密相连
。

注
:
翔上引文

,

均转引自中国社会心理学研究

会编 《 社会心理学简讯 》 第一期 8z 一月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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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己
.

忆力常识 》

《 记忆力常识 》 是苏联依萨克
、

莫依赛维奇
、

罗再特所著
,

由苏联心 理学 副博士人
.

T
.

罗斯 图

洛夫副教授审订
。

1 , 8 2年 出版
。

作者论述了记 忆

的生理与心理基础
,

探讨了发展记忆力的 各种 方

法
,

尤其对学龄前儿童和中小学生的记忆发展的特

征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述
,

同时对近年来在廷一研究

领域所取得的成果和存在的问题也作了介绍
。

文字

通俗易懂
,

举例生动有趣
,

内容新 颖
,

适 合教

师
、

家长
、

中高年级学生以及对研究人的记忆力有

兴趣的人阅读
。

.

全书共分九章
,

八万字左右
。

内容 包括
:

前

言 , 第一章识记过程及其规律 , 第二章儿童记忆力

发展的特征 ; 第三章兴趣的培养 , 第四章记忆的合

理方法 , 第五章回忆遗忘材料的途径
,

第六章记忆

与实践活动 , 第七章 日常生活中的记忆力 ; 第八章

记忆的异常现象 , 第九章有关记忆的补充问答
:
目

前研究记忆力的有哪些学科? 当今科学家们对记忆
过程的研究动向是什么 ? 采用何种方法 研 究 记 忆

力? 在这一学术研究中利用什么样的设备? 动物有

没有记忆力? 是怎样表现的 ? 有没没可以用来测定

自身记忆力的方法? 在记忆上存不存在某种因人而

异的差别 ? 表现在哪些方面? 听说一个人很快地学

会某种东西
,

也会很快地把它忘记
,

那么
,

对已掌

握的知识来说
,

是不是存在着熟记的速度和牢固保

持的相依关系呢? 紧张的脑力劳动会导致记忆力减

退
,

这种说法对吗 ? 同时学习两种语言是否可行?

会不会出现一种语言干扰另一种语言的现象冬进入

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
,

有时竟会使人产生这样一种

印象
:

似乎这里的一切早就见到过
。

这是否应当看

作是 , 种病态心理 ? 这又是怎么引起的呢 ? 为了进

一步扩大有关记忆力方面的知识
,

有哪些书可供推

荐阅读? 最后是结束语
。

这本书由西南民族学院外语教研室李振润同志

翻译
。

该书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

可在各地新华

书店办理订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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