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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我心理空间的扩大：个体化的样态 

个体化是现代化的一种极其重要的文化动力，在一定意义上凸显了对于个体存在与需要的承认，对于个体潜能与价

值的尊重，对于个体努力与成就的肯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必然在社会微观层面上具体表现为赋有权

利与义务的每一独立个体的行动，因此，价值观念层面呈现出的个体取向的增强，是个体心理空间扩大的深层原

因。 

改革开放以来，与社会发展进程相一致，社会成员的发展呈现出以下鲜明态势：随着人们自我意识的持续

增强，利益意识的不断觉醒，张扬个性的需要也日益被激发，从而使追求生活方式的个性化、多样化，成为了一

种必然选择。其突出地表现为人们对于个体心理空间需求的增强。隐私权观念的出现典型地表现了这一点。它体

现了社会的进步以及社会心理对于个人空间需求的一种独特而敏锐的反映。 

社会成员个体心理空间的扩大，在人际交往领域明显地表现出来。改革开放以来，人际互动方面的变化呈现出两个

基本特点：一是，交往方式更加“间接化”。由过去更多的面对面互动，如“登门拜访”，变为现今更多的间接化

交往或“媒介交往”，如用贺卡、电子邮件、手机短信等互致问候。“间接化”的最大特点就在于，既进行了交

往，又为自己和他人留出更多的时间与空间。二是，交往越来越“理智化”。过去因情绪化或意气发生不必要纠纷

的现象时常可见，现今趋向更多地运用法律手段来妥善处理利益纠纷。当然，这种趋势从另一方面也表现了消极效

应：除了交往越来越“务实化”之外，在个体化趋势增强的同时，也隐埋下沟通减少、人情淡漠的后果。这表现了

现代生活方式的两面性。 

个体心理空间的扩大也突出地表现在婚姻恋爱家庭生活世界中。当今人们对早恋、婚前性行为、离

婚等现象持比较开放的态度，常常把它们列入个人生活方式的范畴加以理解；对婚外恋现象也从很大的

宽容性上加以对待；婚前财产公证的观念正逐渐被接受。而一些较时尚的观念和现象，如独身作为一种

 



生活方式、以及丁克家庭等，都或多或少地表现了正在扩大的个体心理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