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 社 会 心 理 学 的
‘

盛 世
”

和

“

空 白
”

的 不 同 看 法

—
与沙莲香 同 志商榷

陈 为

沙 莲香 同志 的文章 《二 次战 后 美 国 社会 心 理 学的发展 与 我 国社 会心 理 学建设 》 载《社

会 学研 究》 年 期 阅 后
,

感 到文 中有关 美 国社 会心 理 学 的发展 与美 国社会的关 系
,

及

如何 看 待我 国的社会 心理 学的过 去 间题上
,

有 些不 同看法
。

在 此 提 出来讨 论
。

一 文 中有 这样一 段 话 “ 社 会心 理 学在美 国的发展
,

经 历 了两 次 高峰年 代 年代

和 年 代
,

而 这两 个年代 也 是美 国资本 主 义经 济和 文化的发 展盛 季
。

美 国社会 心 理学发 展的

这种 经历
,

在 客观上 说 明 了
,

一 个 国 家的社会心理 学发展 是 和它 的经济
、

文 化发展 直接相 联

系 的
,

经济 的发 展 和 文 化 的发 展
,

给社会 心 理 学发展 提供 了必 要 的社 会前 提和研究领 域
。

芍
二门 学科 的发展 的确是随着 社会发展 的脚 步 前进 的

。

但 是把美 国社 会心 理 学 的繁荣
,

说

成是美 国经济 和 文 化繁荣 的结果
,

似 有不妥
。

在 中 国传 统 的 “ 盛世 ” 中
,

一 个 突出的特征 就是社会 中各 种矛盾 的 冲突相对 说 来 比较和

缓
。

因 为中 国的古代 社会
,

是在 一 个 封 闭的思想 体 系中建立 起 来
,

并 按照 一 种预 定 的社会模

式 运行 的
。

因此
,

当作为 一 个整 体的社会 运行较 正常时
,

即 处在 了 “ 盛世 ” 时期
,

此 时社会

的经济
、

政治
、

文 化相 对 地 也处于 较 发达 的时 期
。

然而资 本主 义 社会 的精 神基础 是 自由竞 争
,

优胜 劣汰
。

这与 中国 的传统概 念并 不 一样
。

资本 主 义 的 “盛 世 ” ,

并 不表现 为社会 的平 静
。

如沙莲香 同志所 提到 的和年 代 并 非美国 的盛

世
。

年 月爆发 的
“

大萧条
” ,

使整 个资 本主 义 世界 陷入 严 重的危机 之 中
。

工 人与资 本家

的 冲突在萧条 期 间达 到 空 前傲 烈的程 度
,

当时全美 国 个工 人 中就有 人 失业
,

罢工 斗争 此

起 彼伏
。

迫于 工人运动 的强大 压 力
,

美 国 国会于 年 月 日通过 了 在一 定程度上 保 护工

人 利益 的 《华格纳 法案》
。

年代美 国 的经 济和 文化确 是处 在 一个繁荣 的阶段
,

工 人与资 本 家的矛盾 冲 突相 对 也比

较 和缓
。

但 是 这并不 意 味 着社会 上 不 存在 尖锐 的矛盾 冲突
。

这与 中国概 念中 的 “ 盛 世” 是 不

同 的
。

这 时期 的美 国社 会发 生 了反 对越 战
,

‘

反 种族 歧视 , 嬉 皮士 运动
,

性解 放
,

女权 运动
,

人 与新技术 冲 突等多种 间题
。 ,

这些 情况 说 明美 国社会 在不 断发展 的同时
,

也 产生着 大量 的社会 问题 ‘ 发展 得 越快
,

间

题 出得 越多
。

旧 的问题 刚解 决
,

新 的 间题又 冒出来
。

美 国社会 心 理 学的发展
,

正 是 受到这些

矛 盾 的 推动
。

沙莲香 同志文 中所 举的美 国 社会 心理 学 高峰期 的一 些理 论和 研 究内 容 都与 当

时美 国社会 中 的矛盾 冲突 有密切 的联系
。 ‘ 、

所 以 美 国社会心 理学 发展 的高峰
,

并 不能 简单 地归 结 为社会的 经济 和文化 的盛 季
。

而 是

美 国的社会 心 理 学工 作者
,

在 随着社会 的经济文 化发展 而 产生 的大 量社会 问题面 前
,

以讲 求实
际和不 回避 矛盾 的态度

,

努力 工 作得来 的
。

这 也从 一个侧 面反 映 了美 国社会 的 实用主 义精神
。

沙 莲香 同志文 中认 为 “ 美 国社会 心 理学 的研究 又 相 当分散
,

各 种理 论之 间缺 乏 联条, 有些



自行其事
。 ” 其 实

,

这正 好反蛛了美 国 的社会 心 理 学注 意解 决实际 间题的传统
。

这个传 统一

直延 续 到现在
。

二 沙莲香 同志 在文章一 开头撰
“蔑 于 我国 的社 会心 理学

,

年代 曾有 孙本 文等 学
’

者的精 心 研 究
,

可 以 说是 中国 社会 心理 学 的黎明 时期 , 解 放 以 后
,

它一 直没有 被 承 认 过
。

年 月
,

在 北 京举行 的中 国社 会心 理 学研 究会 大会
,

标 志 着 中国 社会 心 理 学历 史 元年 的

开始
。 ”

按 照 这种说 法
,

中 国 的社会 心 理 学在 ! 年 月 以 前
,

基 本上是 一 片空 白
。

我 认 为
,

由

于社会 心 理 学这 门学科
,

具有 同社会 紧密 联系 的特点
,

所 以 在历 来就 注 重社 会 的中国 文 化环

境中、 有着不 同于 西方 的特 殊 表现
。

对于 中国社会 心理 学 的发 展
,

要从 两 个方 面来看 一 是 作为科 学 的社会 心 理 学 , 另 一面

是 作为前 科 学的社 会 心 理 学
。

这里要特别 强调的 一 点 就是前 科 学绝不 等于非 科 学
。

它体 现 了

在 中国 的文化环境中, 人们 认识 事物
,

改 造事物 的独特 之 处
。

作 为科 学的社会 心 理 学 , 也就是 通常 意义上 的社 会 心 理学
,

它是 从西方 传入 的
。

笔 者 曾

见到一 份很不完 全 的图书 目录
。

这份 书 目上列 举 了从 翅 到 年 间一 百 多种 社会 心 理学 著

作
。

井中有 杜师业翻译的 《革命心 理 》 法 著
。

还 包括第 一 本 由中国人写 的 《社会

心 理学 》 孙本文 著
。

这一 百多种 著 作
,

涉及范 围很 广
,

单从 书名上 看
,

即 有恋爱
,

信仰
,

民族 性 格
,

革 命
,

群 众
,

政治
,

妇女
,

教 育
,

变 态
,

人生
,

社会 意识
,

民族 性 与进代 论
,

观

念形成
,

态度侧 量
, 、

社会 心理 学史
,

领导
,

两性何题
,

理 想形成
,

战时 心理
,

宣传
,

谣 言
, ’

管 理
,

职业等 许多领域
。

另外
,

从 出书的数 量上 也可 说 明
,

年 代是 中国社会心 理学 的 一 个

比 较策 荣 的时期
。

单从 这些事 实来看
,

将 年 以 前统称 为 中国社会心 理 学 的黎 明时期是 不

恰 当的
。

一

“而作为前科学 的社会心 理 学
,

可 以 说是 中国独有 的一份宝 贵财 产
。

因为 它是 建 立在 中国

文化 基础 上的 , 而且 中国 文化对外 部世界 的影 响尚不 是很大
。

一

春秋战 国 时代 形成 的儒
、

道
、

墨
、

法这几 大家
,

再 加上 由印度 传入 中国 的释 家
,

构 成 了

传 统 中国文 化的基 本要素
,

后 世 的其他 学 派
,

都是 这 些要素 的巧 妙 结合
。

这 几家 中
,

唯有法

家是 主张 以刑法 为主要手 段 来治理社会 , 其 他几家则 无一 不是 主 要采用 内心 修养 的方法
,

通

过精神 的升 华使人 们 自觉 地组 成 一个和 谐 的社会
。

这 一点在儒 家 思想中
,

体 现的 尤为 突 出
。

在传统 的 中国文化 中
,

一

法 家思 想 始终是 处于 表层 的位置 , 释
、

儒
、

道 几家则居于 核 心 的位置
。

因此
,

’

作为影 响 中华 民族 行 为思想 的传 统文 化
,

’

其最 根本 的宗 旨是通 过改变 人 们的思 想 来使

其行为 符 合社会 的要 求
。

而 且改 变 的手 段 是 以 自我修 养为 主
,

进 行 自觉的改 造
。

受 这个 文化

核心 的影 响
,

中国 的 思想家
、

政 治家
、

文 化家 等
,

对 如何 按照 一定的 社会模 式 去改造人 的思

想
,

做了大量 的理 论 和实 践 方 面的探 索
,

从而积 累 了 大量 的前科 学 的社 会 心 理 学方 面 的珍贵

思想、 理论 和方法
。

在近 代 中国
,

有 曾国 落为 中兴封 建统 怡
,

维护正 统 的程朱 理 学而 大力整 顿 封建纲 纪
,

有

维新 斗士 们 的新 道德
,

有孙 中山
、

蒋 介石 的心 理建设
,

有 “ 五 ‘ 四 ” 对 旧 道德 的否 定
,

鲁 迅

先 生对 中 国民 族性 的剖析 更是 令人叹服
,

而 毛 泽 东和他所 领导 的 中国 共产 党在 长期 的革命 实

践 中
,

用 自己 的努 力
,

把 前科 学 的社会 心 理 学推 到 了顶 峰
。

若 从创 造性
、

系统 性
、

实用性 等

诸方面 评 价
,

毛 泽东和 中国共产党 的 资献是 无人 可 以比拟的
。

科学 的社会 心 理 学 的各 个方 面
,

他们 都涉 及到了
,

而且 还有 不少 是科学 的社 会心理 学所 未涉及 到 的
。



尽管 社会心 理 学作为 一 门科 学长 期没 有在 中国 得到 承认
,

靠了中国文化 注重 社会
,

注重

群 体及革 命 战争的需 要
,

社 会 心理 学 在实践上 还 是取得 了 惊 人的成就
。

在前 科 学的标准上 达

到 很高 的水平
。

但 是
,

中 国有着 长期 的将 学术 附属于 政 治 和社会 情礴的传 编
‘

此
。

另 外 中国 文 化注重 社 会也止 于 社 会
,

各种探 索研 究以政 治需 求
杖替
和 社

分心理 学来 说也是 如

会情感 的满 足为最 高

境 界
,

缺 乏 向 自然开 拓 的动力
,

这就 使 中国 的社 会 心 理学停 留在 前科 学 的 高峰上不 再前进
,

没 有将 大量 的实践 结果升 华 为严格 的客观 的科 学理 论
。

综上所 述
,

我认 为中 国的社会 心 理 学要取 得迅速 的发展
,

必 须 以 严肃 认真 的科 学态 度对

西 方 的社会心 理 学 作出正 确 的认 识
。

同 时
,

对 中国的社会 心 理 学 的过 去
,

也不 能 妄 自菲薄
,

使前 人 的辛勤劳 动付诸 东 流
。

另外
,

每个社 会心 理学工 作者 都应该有 良好 的科 学修 养
,

尤其

是 自然 科学修养
。

不 然
,

想 要接受 科 学 的精 髓
,

做出科 学 的工作 是难 以 想 象的
。

作者 工 作 单位 中国 科学 院 心 理 学研 究所

责 任 编 辑 谭 深

华 东 六 省 一 市 杜 会 学 研 究 工 作

经 验 交 流 会 情 况 简 报
户

,

华 东六省 一 市 社会 学工 作经验 交流会
,

于 只 年 月 日至 日在福 建召 开
,

出席会议

的 有浙 江
、

安 徽
、

上 海
、

江苏
、

山 东
、

江 西
、

福 建社 会科 学 院社 会 学研 究所 的负责 同志 和研

究 人员 等 人
。

一 会 议交 流了 课题 研究 的经 验卜
, ’

山 东 代表 介绍 了 《马克 思 主 义 社会 学与资产 阶级社 会学的根 本对 立》 和 《马克思主 义社

会 学的 研 究对象 》 的研究 情况
。

江苏 代表介绍 了 他们 在费孝 通教 授指 导下 进 行小城 镇研 究 的

情 况
,

写 出了 《小城 镇新 开拓 》 和 《小城 镇 区域 分析》 两 部专著
。

上 海代表 介 绍了 上海 市 人

民 政府 怎 样 为 人 民做 实事 的调 查情 况 , 安 徽代表 介 绍了 他 们到大 别 山区 岳西 县调 查山区 脱 贫

的情 况
。

浙江社会 学研 究所集 中力 量进行 《开 放城市 的社会 问题 研 究》
,

今年 将写 出些研 究

论文 和 《大众 防范学》 初稿
,

争 取 年 以前 完成 系列专 著 的撰 写 任务
。

江西 社会 学研究 粤
同省委 书 记 万 绍芬 主 编了 《教 育 孩子 的学问 》 一 书

。

福建 社会 学研 究所 研究 社会基 本要 素的

协调
,

并集 研 究成果 出 书
,

书名 为 《福 建 年 的人口 与生 活》
。

二
、

会议 就共 同关 注的 问题
,

进 行商议
,

确定 了协作研 究课题
。

· 二 一 、 ·

一 协作研 究编 写 高 中和 中 专以上 社会 学教材
,

是 大家共 同关 注和 一 致赞 同 的课 题
。

二 浙江 社会 学研 究所 的 《开放城市的社会 间题研 究》
,

范 围广
,

内涵 深
,

他 们实 行 “开

放 ” 研 究
,

欢迎 华东各 省参 加
。

三 安 徽社会 学研究所 的
,

《山区 脱 贫致 富之 路 》
,

引起 山
·

区 省 的

瓶
一

最后会 议商 定
,

明 年 华东六 省一 市社会 学研究 工作经 验交 流会
,

在 江苏 南京市 召开
。

福建 社会 科学 院社 会学研 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