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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心态形成的心理机制及效应

杨 宜 音

（中国社会科学院 社会学研究所，北京 １００７３２）

　　摘　要：作为一种最为宏观和复杂的社会心理现象，社会心态的形成机制异常复杂。社会心态具有共享
现实性的特征。从动力建构理论出发提出社会心态的向上模型、向下模型和互动模型，并且对社会心态互动模

型中的相关重要变量，如社会认同、情绪感染、去个人化与去个体化、关系化进行阐述，可以进一步探讨社会心

态的内部机制。社会心态的形成过程会带来一定的社会心理效应，如汇聚效应、多数人与少数人效应、群体极

化效应、群体参照效应和皮格马利翁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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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种最为宏观和复杂的社会心理现象，
社会心态的形成机制也必然异常复杂。在初步廓

清社会心态概念，形成“个体与群体”相互建构的

视角后［１］，进一步探讨社会心态这一宏观而复杂

现象的特征、内部机制及其心理效应，将有助于发

展出更为系统的描述、解释社会心态的形成及变

化的理论。

　　一、共享现实性

　　社会心态是一种社会成员共享的心理现实
性，它完全不同于物理的现实性。共享的现实性

是人们与他人体验关于世界的内在状态的共同性

的动机而形成的［２］。当社会的标准不明确时，特

别是当社会变化剧烈，价值观和道德规范发生着

改变，人们感到不确定因素增加时，个体会通过与

他人分享社会标准形成的过程，从而创造和保持

对意义或现实的体验，增加稳定感。社会互动依

赖于共享现实性的获得，也受到它的规范；在互动

中形成的共享的现实性反过来也会规范个体的

自我［３］２８－８４。

　　实现共享的现实性有四个基本条件：（１）一

个主观知觉到的个体内在状态的共同性，而不是

仅仅观察到外显的行为。所谓内在状态包括信

念、判断、情感、评估事物的参照标准等。所以，人

们要知道他人是“怎么想的”。（２）共享的现实性
指向某种目标，来自“现实”概念的含义。共享的

现实，可以是某些社会态度、观点、价值观、兴趣、

情感反应，也可以是对一些事情的评价标准。所

有这些都需要有指涉的对象，而不是泛泛的或是

表面的。（３）共享的现实性一旦形成，内在的共
同性就会被恰当地推动起来。这里强调了人们的

共识是通过共享形成的这一动力过程，它包含了

人们两个基本的动机，即认识的动机和关系的动

机。认识的动机来自可靠和有效地理解现实世界

的需要，关系的动机则主要是人们感受到与他人

的联系的需要。（４）共享的现实性会具有成功地
与他人内在状态建立联系的体验。因而，会存在

“言则信”效应，它说明，共享的现实性是通过人

际沟通生成的。

　　早在１９３６年，Ｓｈｅｒｉｆ就在“游动光点”实验中
发现了这种自动效应。他利用视错觉做了一个实

验研究。Ｓｈｅｒｉｆ发现，被试根据自己的体验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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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点移动的距离受到共同参与判断的其他被试大

声表达出的判断的影响，最终所有人的判断渐趋

一致。并且，通过小组判断的过程，群体共识一经

形成，每个单个的被试再度进行独立判断时，仍然

会表现出这一共识对个人判断的约束力［４］。

　　这说明，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社会成员常常
依赖他人来共同界定事情，采纳他人的意见［５］；并

且，他们往往会自愿接受群体的结论，认为这是一

种共识。特别是在信息暧昧不清、情况相对紧急、

别人可能是专家的特定情景中，人们更容易通过

相互的认可，形成观点、态度的规范，并接受这些

观点或态度。

　　Ｈａｒｄｉｎ和Ｈｉｇｇｉｎｓ从沟通、自我规范、刻板印
象、态度改变、群体过程等现象中总结出共享现实

性的前提、功能和后果。他们指出，正是关于目标

物的相关情况不够清晰或者不确定，促成了共享

现实性的形成。在一些紧急的条件下，共享的现

实性建立了现实表征的可靠性和有效性。人们会

认为，这些与他人共享的表征是可以相对稳定的，

也是在其他人头脑中形成的。共享的现实性的功

能就在于它生成社会成员看待社会和表征社会的

一种心理基调和底色（ｒｅｎｄｅｒ）［３］２８－８４。这就导致
人们会产生他人的判断、认识是可靠的这种信任

感，潜在地形成和保持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和相

互依赖，它正是社会共享现实性带给人们的。

　　Ｅｃｈｔｅｒｈｏｆｆ和 Ｈｉｇｇｉｎｓ等人将信任、内外群体
及信息是否被确认等因素引入“言则信”的研究

模式，发现当评价信息在听众中被确认，且听众的

身份为内群体成员时，听众评价对人们记忆结果

的改变更加显著。另外，当人们对听众的判断更

加信任时，他们的记忆结果也会明显改变，由此可

见，共享现实需要满足可信性和有效性这两个前

提条件，即建立在分享和沟通基础上的对其他社

群成员判断的信任和对他人判断的确认［６］２５７－２７６。

　　共享现实这一概念对于宗教、文化、经济、群
体认同、群际关系中发生的心理现象也有很强的

解释力。因而，Ｈｉｇｇｉｎｓ等研究者认为，共享现实
性对于人们形成“我们是谁”、“我们真正想要什

么”的价值观、政治、道德和宗教的信念等方面，

具有重要作用。借此，人们可以避免更多的生活

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３］２８－８４。

　　二、相互间的动力建构

　　作为一个过程，社会心态被社会成员所建构，
包括生成、改变、沉积、诱发等复杂交错的阶段。

社会心态反映的是个体的宏观社会特性，是个体

与宏观社会的联系性，是个体与宏观社会相互建

构的产物，并以其孕育的生生不息、复杂多变的心

理事实而被人们感知到。社会心态的这种形成、

改变、沉积、诱发的动力过程不断作为个体、群体

社会行为的背景和心理场域，作为内化为个体生

存所依赖的社会适应中的选择定向，潜在地引导、

诱发、推动、提供、限制着个体的心理活动。同时，

作为一种表征体系，社会心态并不完全是不可言

说和记录的，它总是透过个体、群体的行为和言语

被彰显和感知。这种表征通常还会与社会的结构

紧密联系在一起，反映在不同的人群和类别中，表

现为一定的人群和类别的共享的默会之知，或者

说是刻板印象和观念。

　　在社会心态的动力建构模型中，首先，社会心
态被定义为一种弥散的社会心境状态，由社会情

绪基调、社会共识和社会价值观构成，被社会成员

所共享，且体现在诸如流行语、时尚、观念等表征

中，成为社会成员相互比较、沟通、合作的背景和

基础。其次，不同社会心理群体具有不同的社会

心态，在某些方面也可以是跨层次的。第三，通过

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认同、沟通和感染，社会心态

得以传递而形成影响。第四，社会心态的感知、参

与和传递，也对共享现实心态的接近性和适用性。

第五，个体不同的特质作为边界条件和调节变量

调节社会心态作用于个体行为的过程，其中，个人

价值观与社会价值观的吻合程度和个人易感程度

尤为重要。

　　三、解释水平及向上与向下模型

　　社会心态与个体心理与行为之间的关系，可
以从其两个层次（上层和下层）及其方向作用关

系的模型来理解。它们之间相互验证、相互作用。

这也是社会心理学的两个重要的也是基本的解释

水平。

　　（一）向上模型
　　向上模型是指社会心态由个体自下而上汇聚
而形成的整个社会或社会中的一些群体间弥漫的

心境状态。在社会心态的描述中，往往采用社会

态度的调查数据来表达。这些数据一般是一个量

尺分数加总平均后得到的均值或人群中的累积百

分比。通过这些数据，推测某种社会心态表征在

社会人群中的共享程度。如果社会成员中的大多

数人具有某种社会心态特征，那么可以假设，这种

社会心态就会很容易被人们所感知和识别出来。

　　假设个体融入社会的机制可以有四条通路：
态度、情感、需求及其满足（感）、个性。个体的融

入和汇聚，最终会形成超越个体的共享的心理现

实，成为现实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个体的融

入，从深层看，还是一个个体价值观与社会价值观

（文化价值观）融合互动的过程，它深刻引导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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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了个体的社会态度、情感、个性和国民性向着社

会的共识、社会整体的情绪基调、社会的一体感和

归属感、文化性格的一体感的方向发展，并相互强

化和调整（参见图１）。

图１　社会心态形成的向上模型

　　在这里，我们着重讨论社会心态形成的机
制———社会卷入与社会关联。如上图所示，我们

将个体与社会的联系操作化为四条路径或通路。

　　１．社会认同
　　社会认同是个体将自身归属于某个类别或群
体的心理过程。研究发现，当一个个体将自我与

一个类别建立心理联系之后，就会形成对该类别

的认同，并因此与该类别以外的人或其他类别形

成积极的特异性，并形成“我们”概念。个体所认

同的类别被称为内群体，而其他类别被称为外群

体。这一个体与类别建立联系的心理过程被称为

“自我归类过程”。

　　这种通过自我归类而形成的身份认同过程一
般会带来两种心理效应：其一，成员身份的原型

化。当个体经过自我类别化，建立了与群体的心

理联系之后，往往以为自己具备内群体成员的典

型特征，也认为其他内群体成员也与自己一样，具

有典型的内群体成员特征。在很多场合，人们倾

向于认为自己是内群体的代表。这被称做“自我

刻板印象化”。其二，内群体偏好（即“喜欢我们

自己”效应）和群体自尊的提高。形成“我们感”

以后，就会很盲目地喜欢内群体成员。其逻辑是

“是我们的人，就是可爱的人”。群体成员往往看

不到本群体成员身上的缺点、错误，即便看到了也

尽可能为其辩解，进行外部归因，形成为本群体服

务的归因偏误。相反，对外群体也会形成归因偏

误，在对立的情况下，经常会对外群体的缺点、失

败进行内部归因。

　　社会认同过程使个体与群体或类别建立起心
理联系，形成了一体感和我们感，共享着类似的社

会心态，并且以这样的心态建立起群体内外的区

隔。例如，仇富、仇官的心态往往伴随着人们对与

之相对应的“工薪阶层”、“低收入群体”、“弱势群

体”、“下层”等模糊的类别认同而生成。

　　２．情绪感染
　　情绪是个体心理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
影响个体态度与行为的重要方面。研究不断证

实，情绪可以在个体间传递、蔓延，由此在组织或

群体内产生成员共同分享的情绪集合，即群体情

绪［７］８１－１０２。情绪感染是指个体或群体通过有意无

意的情绪状态和态度行为影响其他个体或群体的

情绪和行为的过程。这是因为个体在互动中会自

动持续地模仿他人的表情、声音、姿态等，经过情

绪的感染，情绪得以传递和复制，进而成为弥散在

某一情境或时段的状态。

　　Ｂａｒｓａｄｅ和Ｇｉｂｓｏｎ还提出了“情绪热量”的概
念。这是指社会成员将他们自身的情绪或感受带

到群体和社会当中，通过不同社会成员之间的交

流、酝酿、传递，最后形成超越自身情绪状态的社

会情绪，每个社会成员再分享这种情绪。作为个

体的社会成员的情绪此时被校正、被去个人化，也

被强化，例如巨大的“喜悦”、“振奋”以及“豪迈”

“同仇敌忾”等等［７］８１－１０２。这样的社会情绪状态包

容和消解了个体情绪，但也重构了个体的情绪，将

个别的社会成员与整个社会紧紧联系在一起。情

绪感染涉及的心理机制比较复杂，包括模仿—反

馈机制、联想—学习机制、语言调节联想机制、认

知机制、直接诱导机制等等［８］。

　　３．去个体化与去个人化
　　“去个体化”是指个人在群体压力或群体意
识影响下，导致自我导向功能的削弱或责任感的

丧失，产生一些个人单独活动时不会出现的失控

行为。去个体化主要是身份的隐匿导致的责任模

糊化。在身份不辨的情况下，个体受到外界约束、

评价、规范的压力减小，对自我的责任感减弱。去

个体化在集群行为中出现较多。

　　“去个人化”是指当个体融入一个社会群体，
感受到个体与其他社会成员同心同德，就会形成

一个“大我”或“群体之心”，个体的差异性就会消

失。这是社会认同，特别是自我类别化的一个心

理产物。去个人化使个体保持与群体或集体的一

致性，并不一定出现责任扩散的行为，反而可能因

此增强群体的责任感，更好地实现群体目标。

　　“去个性化”与“去个人化”在有些场合会交
织在一起。但是仔细分辨，还是可以看到二者在

机制上的差异。

　　４．关系化与镶嵌化
　　“关系化”过程是在中国传统社会所特有的，
个体通过以亲属关系为蓝本、以尊尊亲亲为相处原

则的交往而形成“自己人”感的过程。这一过程或

是在先赋性亲属关系体系中按照“差序格局”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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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中断关系；或是非亲属关系中，透过交往而建立

拟亲属关系，将他人包容进入自我的心理边界之

内，从而使“我”与“我们”透过“自己人”概念相互

沟通和包容，达到“小我”与“大我”在一些情景下

的浑为一体，相反的过程是将他人排斥在自我的边

界之外，而使“自己人”与“外人”区分开来。

　　关系化过程包含着很浓重的伦理道德色彩，
在传统社会中，它在资源分配、家庭及亲属关系维

护和保持伦理秩序上有着重要的功能。但是，

“关系化”的“我们”（即“自己人”）概念的几个特

点，不能适应现代契约社会中“我们”概念的内

涵。首先，包含在自我边界内的自己人，是被安置

于上下尊卑的差序格局之中的，与个体自我的关

系不是平等或同质的。因而，个体之间必然是远

近亲疏各不相同。其次，“自己人”边界中包含哪

些人，依赖于个体自我的选择。少则只有自己一

个，多则包括家人、邻居、朋友、同族、同乡、同事，

再多包括国人甚至人类。尽管个体有可能通过修

身的引领，从齐家治国到平天下，完成从“小我”

到“大我”的升华，但是，一旦社会文化情境发生

变化或者个体道德修养不够，那么，个体的自己人

范围就会很小，无法保证与他人合作共事。其三，

包含在自己人边界内部的人，并不是以与个体形

成共同感情、共识或共同利益为必要条件，而是被

动地“被包含”。因此，“自己人”并不以共识为基

础。这样的“我们”概念，主要是在责任、信任和

亲密情感上形成与“外人”的区别，主要功能并不

在形成共有的一体感上。

　　通过关系化的途径，个体会将自身与差序格
局中的一个层圈的人和感受联系起来，形成某种

“自己人感”，并将自身所选定的层圈与其他层圈

区分或对立起来。层圈中的人并不都具有同质

性，并不必然具有相同利益、目标和感受。这就是

关系化与社会认同的类别化机制的不同之处，是

一个更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社会联结机制。

　　所谓镶嵌化，是指在同一社会结构中每个成
员的功能是无可替代的，既不是因同质而形成的

类别群体，也不是其中一个成员以自己为核心对

其他成员的包容，即通过“关系化”来凝聚的群

体，而是由于一个共同的目标，各自为实现共同目

标提供必要的、独特的贡献而结成的共同体。所

有的成员对这个共同体来说都是独一无二的、缺一

不可的。因而，所有成员都必然相互依赖，有机结

合。当所有成员无论贡献大小都不可或缺时，成员

的平等性就可以得到保证。这样的“我们”构成机

制其结果就是一种“和而不同”、“多元一体”的状

态。就像拼图中的每一块图板和整幅图画的关系，

缺少任何一块，就不能完成整幅图画，因此称之为

镶嵌化“我们”感形成的机制。中国传统文化虽然

不是一种强调契约权利的文化，但是却是强调整体

与个体关系的文化。整体性思维为镶嵌化的“我

们”概念的形成提供了一定的条件。

　　（二）向下模型与互动模型
　　当某种社会心态逐渐形成后，它就会作为一
个整体自上而下影响个体和群体的社会心态，这

就是向下模型。由于具有整体性的力量，这种社

会心态对个体心理与行为的影响比较大。正如社

会心理学家麦独孤１９２０年已经深刻指出的［９］：

　　　　社会整体在任何时候都拥有一些非源于
组成该社会的各个体的明确特性；而这些特

性又使得社会整体以一种非常不同于社会个

体间彼此互动的方式对个体起作用。进一步

讲，每一个体，当其成为某一群体成员时，就

会展现出某些潜伏的或者潜在的只要置身于

该群体之外时便不会展现的特性或者反应方

式。所以，只有把个体作为总体生活的元素

来研究，我们才可能发现这些个体的潜能。

也就是说，社会整体也有自身的独特性，是一

个实在的整体，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组成

个体的本质和活动方式；社会整体是一个有

机的整体。社会拥有心智活动，这种心智活

动并不是组成社会整体的各自独立单位的心

智活动的简单加总。

　　我们可以用以下示意图予以说明：

图２　社会心态形成的向下模型

　　向上模型与向下模型的结合，就可以视做个
体与社会层次之间的互动，而上下互动则建构出

整个社会的心智活动———社会心态，从而个体的

心智活动本身亦得到社会性的解释。

　　向下过程中重要的通路是社会影响，包括服
从、依从、从众、合作等过程。而自我调整则衔接

了个体的心理（包括深层的价值观和信念等），从

而形成向上的过程，最终成为一个互动的环状关

系。在社会变迁剧烈、不确定性增加的情况下，个

体保持与社会群体的一致性是获得安全感和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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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的重要策略，然而，个体不能简单地服从社会，

需要对其作出解释和判断，因而价值辨析、归因解

释就是不可或缺的过程。在此基础上个体还会作

出自己的预期，来调整自己的内心和行为策略。

　　四、核心机制与效应

　　（一）社会心态的机制
　　探讨心理机制，一般可利用机械因果模型来
系统化变量之间的关系。机械因果模型是解释现

象的控制机制、中介机制和调节机制的模型。其

中，控制机制是导致现象发生的原因变量。中介

机制是前因变量与后果变量的中介，也就是前因

变量对结果变量的关系建立，必须通过中介变量

时，中介变量才成为必要的因素。前因变量直接

导致中介变量，中介变量导致结果变量。当控制

机制可能产生不同的后果时，便需要调节机制决

定相同的前因变量会在何种条件下产生哪种效

果。调节机制可以调节控制机制与中介机制的关

系，也可以调节中介机制与现象之间的关系。

　　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已经发现了社会心态
的一些机制。例如，“心理和谐”状况可以成为社

会比较、核心自我评价及生活满意度的中介机

制［１０］。“心理和谐”作为自我和谐、人际和谐、社

会和谐和人与自然和谐的总和，反映了中国文化

传统心理对社会心态形成必不可少的因素。社会

比较等因素要透过心理和谐的水平才能影响生活

满意度。中介机制有可能是思维方式、价值观、自

我构念等等。调节变量有可能是一些心理变量，

例如，预期的高低、社会身份认同的强弱、自尊水

平的高低、成就动机的强弱等等。同时，调节变量

也可能是一些人口学变量，例如，性别的不同、收

入的多少、社会经济地位的高低、文化程度的水

平、居住条件的好坏、消费偏好等等。这些调节机

制，可能调节了控制机制与中介机制的关系，使得

二者的关系随着调节变量的水平而出现变化。

　　（二）社会心态的效应
　　社会心态的形成过程会带来一定的社会心理
效应。有几种是较为典型的，可简单归纳如下：

　　１．汇聚效应
　　汇聚效应是指，当社会中持某一种社会态度
或观点的成员，经过各种媒体的沟通交流，逐渐形

成共识，会形成一种超越个体社会态度或观点的

整体力量。即，部分之和大于简单加总。汇聚的

过程可以是滚雪球式的（时序性的），也可以是聚

集式的（同时性的），还有可能是二者混合式的。

在重要的社会事件发生时，不仅在空间上人们会

汇聚在一起而且在社会态度上人们也会汇聚在一

起，从而形成一种共同的呼声和强烈的要求，进而

导致较为一致的集体行动。

　　２．多数人效应与少数人效应
　　多数人效应通常也称为从众效应，是指当个
体受到群体中多数人的影响（真实的或想象的压

力），会怀疑并放弃或改变自己的观点、判断和行

为，朝着与群体大多数人一致的方向变化的现象。

从社会认同理论的角度来看，个体在某个群体情

境下成为判断和意见的少数人，因而也可以称为

“少数人效应”。从少数人效应的角度看，从众是

一种与他人保持一致的行为，但是其动机并不是

一种压力导致的自我怀疑，而是维护群体、认同群

体的动机使然。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日常生活中发生从众
现象的情况极为普遍。从众让人们感觉是便捷的

（他人的选择肯定是有道理的）、安全的（法不责

众）、有力量的（人多势众）。从众是社会心态传

播和形成的重要机制，也是常见的心理现象。

　　３．群体极化效应
　　群体极化指在群体中进行决策时，人们往往
会比个人决策时更倾向于冒险或保守，向某一个

极端倾斜。特别是在阐述论点时，当一些人面对

挑衅或者群体中冒险人数占多数时，态度或者作

出的决策会变得更为冒险甚至激进（冒险偏移）。

在某些情况下，如果群体中谨慎保守人数占多数，

作出的决策就比个人更保守，群体决策偏向保守

一端（谨慎偏移）。在更多的情况下，群体观点比

起个体的观点更容易偏向冒险的一端。

　　一方面，群体极化能促进群体意见统一，增强
群体内聚力和形成群体较为一致的行为。另一方

面，它能使错误的判断和决定更趋极端。群体极

化更容易在一个具有强烈群体意识的群体内产

生。在一定的社会态度和心理定势的影响下，人

们经常有一些特殊的视角或者立场来对待事物，

而这个视角或立场一旦确定，大家就很容易沿着

同一方向提供更多的论点，去强化和证明这些观

点的正确性。其结果，群体的意见就会变得更为

激进、更为极端，而与群体中的每个人当初的想法

相去甚远。

　　此外，在人际沟通中，存在着“言即信”效应，
社会成员听到别人相信什么，通常就会调整自己

的立场以符合主流方向［６］２５７－２７６。而持不同看法的

人容易保持沉默。

　　４．群体参照效应
　　群体参照效应是相对个体参照效应而言的。
它是一种在认知过程中，选择所属内群体的信息

作为自我定位的参照对象而形成的对个体心理的

影响。大量的研究结果表明，人们在一些模糊情

景下，会很自然地选择与自己相同特质的人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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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照。例如，年龄、性别、教育程度、收入、消费水

平、经历、国家／文化、价值观念等等［１１］。

　　５．皮格马利翁效应
　　“期望”是在预想基础上形成的一个指向这
一预想的动机。当人们对后果有期望或期待时，

就会引发某种行为，这被社会心理学家称为“自

我实现的预言”。社会心理学家罗森塔尔把它命

名为皮格马利翁效应。

　　为什么会出现皮格马利翁效应呢？心理学家
发现，预期可以通过自我暗示或他人暗示形成自

我激励或他人激励，对激发与调动潜在的能力起

到一定的作用。罗森塔尔研究中的小学生们被

试，因为被研究者贴上“含苞欲放的花朵”标签

后，老师们就会对他们形成比较高的期望，从而不

知不觉地对他们作出鼓励、帮助的举动。最终，这

些被随机选出的孩子，因为被贴上的标签，就真的

“绽放”了。如果一个社会中多数成员对自己的

未来充满信心，必然会心态积极，将自己的心智力

量指向工作和生活，朝气勃勃，就可以不断克服困

难，勇往直前，最终实现自己的预期。

　　社会心态的形成机制较为复杂，而我们对其
研究的成果还相对较少。尽管相关的经验研究已

经有了不少积累，但是理论上的探讨还远远不够。

这正是我们的研究所期望攻克的学术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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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ａｌｙｓｉｓ．Ｔｈｅ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ｍｅｎｔａｌｉｔｙｉｎｃｌｕｄｅｓ“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ｔｅｆｆｅｃｔ”，“ｍａｊｏｒｉｔｙ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ｍｉｎｏｒｉ
ｔｙ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ｇｒｏｕｐｐｏ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ｅｆｆｅｃｔ”，“Ｐｙｇｍａｌｉｏｎｅｆｆｅｃ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ｓｏｃｉａｌｍｅｎｔａｌｉｔｙ；ｓｈａｒｅｄｒｅａｌｉｔｙ；ｔｈｅ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ｔｈｅｐｓｙ
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ｓｏｃｉａｔｙ．

［责任编辑：郑红翠］　

·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