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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 :我国教育事业蓬勃发展 ,教育理论研究也欣欣向荣 ,形成了厚重的学术积淀。北京师范

大学出版社开创性地汇集出版了当代教育学、心理学大师们的学术著作 ,这些作品反映和代表了当代教

育学、心理学的学科前沿和发展动态。经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许可、并得到作者首肯 ,本刊特开辟此“名

家特稿 ”专栏 ,逐一介绍这些教育学和心理学大师及其学术思想 (以其著作的前言或序言为载体 ) ,使读

者能以最便捷的方式更近距离地触摸大师们深邃的思想和理解大师们的学术心路 ,以飨读者 !

本期为读者介绍的是我国最早从事管理心理学研究的专家之一 ,获中国心理学会最高奖 ———中国

心理学会终身成就奖的原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所长、原中国心理学会会长、原中国行为科学学会副会

长、国际应用心理学会 ( IAAP)三届执委徐联仓教授及其《当代中国心理学家文库 ———走出丛林的管理

心理学 》序言。

《走出丛林的管理心理学 》自序

徐联仓

(中国科学院 心理研究所 , 北京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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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稿日期 : 2006 - 12 - 10
　作者简介 :徐联仓 (1927 - ) ,男 ,浙江宁海人 ,原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 ,心理学博士 ,博士生导师。

　　我 1951年从清华大学心理系毕业后 ,一直在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工作 ,从事心理学的学习

与研究工作已有半个世纪的历史。20世纪 50年代初 ,我主要从事工业心理学的研究 ,开展了安全

事故分析、组织管理等方面的研究工作。50年代后期我在苏联俄罗斯教育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学习

期间 ,将信息论应用于心理科学研究 ,创造性地提出了新的理论观点和研究方法 ,并应用于电视机

生产线的废品分析工作 ,开展了电视机生产中传送带装配工作的质量研究 ,改进了原有的检查方

法 ,找到了出废品的关键性操作环节 ,使每一工序中各操作环节之间的结构得以改善 ,从而提高了

生产质量。这一研究成果被载入了苏联教育科学院出版的《劳动心理学 》教科书。随后回国期间 ,

我结合信息论分析了刺激与反应的相容性问题 ,并就控制设备在信息传递函数方面的差异、语言在

人 ———机交互过程中的中介作用等问题进行开创性的研究 ,成果主要是在《中国科学 》上发表。

20世纪 60年代 ,根据我国航空航天事业发展的需要 ,我以项目主要负责人身份 ,参与国防科

工委、国家科委和中国科学院的卫星系列计划 ,顺利完成了我国第一个载人宇航计划和动物上天的

联合实验 ,并提示了火箭亚轨道飞行失重状态下生物的生理、心理变化特征。在此期间我还组织完

成了激光生物效应等国防任务和地震生物预报等科研任务 ,受到国家及中国科学院等部门的特别

嘉奖。

“十年动乱 ”期间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被撤销停办 ,全所同志于 1969年被下放到湖北潜江

“五七 ”干校。1972年我与心理所的一些同志联名给总理的联络员刘西克写信反映情况 ,要求恢复

心理所。在此期间 ,我主要负责心理所的恢复工作。70年代末 ,根据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

发展需要 ,我在国内率先开始了管理心理学的研究。我与凌文辁合作完成的“工人思想动态的心

理学研究 ”,从心理学的角度对工人的思想动态进行了一些调查。文章在《光明日报 》发表后 ,引起

了海内外舆论的广泛关注。

80年代初 ,我开始关注行为科学研究 ,并任行为科学学会的副会长 ,率先开展领导行为、管理

决策、科研绩效、员工培训、工作价值观的组织行为等研究 ,引进并推广了 PM方法 ,为领导行为测



评在中国的开展打下了基础。我们还尝试把定性与定量研究相结合 ,采用一些新方法来研究心理

学 ,如采用汇编栅格法研究过去很难定量研究的价值观问题 ,并分析了高科技产业管理者的栅格认

知地图 ,与其他行业管理者进行对比。我们在一项国际合作项目中 ,把中国青年管理者 (经理人

员 )的认知地图与英、法、德、澳大利亚、瑞典、印度、以色列、日本等国的数据作对比 ,分析青年领导

者在工作中、家庭内和闲暇活动中的心理活动特点。

90年代以后 ,我主要主持有关风险意识、风险决策等方面的理论研究。人对风险的认知往往

与客观现实是不一致的 ,而如何认知风险对个体的决策行为会有重大的影响 ,如何测定人们在主观

风险与客观风险之间的认知特点 ,并采取与之相适应的行为对策是当时国际心理学学术界关注的

热点问题。我们利用“效用 ”分析法 ,对管理人员进行了实验 ,发现了典型的“效用曲线 ”。

我超过半个世纪的心理学研究工作 ,总的来说 ,大约可分为两大部分 :一是从我到中国科学院

心理研究所开始 ,大体上是属于工业心理学的方向。二是文革之后 ,由于种种条件限制不得不开始

重新探索 ,并因为社会发展的需要 ,我转入到“管理心理学 ”方向 ,直到 20世纪末退休为止。“管理

心理学 ”的研究工作占据了我职业生涯的一大部分 ,现在这本书就以这方面的工作成果为主。本

书的文章分成六个专题进行介绍 ,专题一“行为科学与组织行为学 ”主要介绍行为科学学会成立之

初 ,我们所做的一些引进和推广工作 ;专题二“领导行为研究 ”主要介绍我们在领导行为决策、测评

方面做的一些定量与定性的尝试 ;专题三“如何评价领导行为 : PM理论 ”专门列出了我们结合 PM

理论所做的一些关于领导评价的研究 ;专题四“管理心理学与企业文化 ”主要介绍我关于管理心理

学的一些观点 ;专题五和专题六都是介绍我 90年代以后所主持的风险研究的有关内容的。这些文

章都保持了“原汁原味 ”,它们并不是按时间顺序来排列的 ,而是根据研究的主题进行分类。如书

中讲到“组织心理学的新进展 ”“应用心理学在中国的发展 ”“中国管理心理学的进展 ”,其实是就

当年的实际情况而介绍的一些新工作和新方法 ,在当初发表的时期是很新的、很受欢迎的东西 ,在

今天的读者看来 ,却已是多年前的旧闻了。

我之所以把本书定名为《走出丛林的管理心理学 》,是因为对“管理心理学 ”本身的含义可以有

不同的理解 ,它在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场合有着多种用法 ,如果加以排队、总结 ,就会成为一片

“丛林 ”,如行为科学、组织行为学、组织心理学 ,再放宽一些 ,还可以有更多的名称 ,如人力资源管

理 ,人事心理学之类。我在这片“丛林 ”中过了多年 ,既有风景如画的时候 ,也有山洪暴发、乱石崩

雪的险恶气候 ,真正是“命 ”悬一“线 ”的日子 ,但是我们始终是条件越困难 ,越要努力奋斗 ,绷住了

一股“咬定青山不放松 ”的劲儿 ,终于“走出 ”这片丛林 ,开创了我国“管理心理学 ”研究的新局面。

时至今日 ,我已离开岗位多年 ,回头重温旧事 ,非常感慨。我想这本文集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

的 ,可以借这一契机把过去研究工作的点滴经历整理出来 ,特别是像心理学这样的学科 ,在过去几

经变革 ,有不少历史的东西已经很难找到了 ,将这些文章整理出版 ,也算是对过去几十年“管理心

理学 ”的学术生涯做一个总结 ,同时也能让今天的年轻学者了解我们国家“管理心理学 ”研究发展

的大致历程。是为序。

(责任编辑 　赵 　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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