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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社会心理与社会思潮学术研讨会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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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8月17日至8月19日,由中国现代史学会、四川大学、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四川师范大学联合

举办的“中国现代社会心理与社会思潮学术研讨会”在成都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60多位专家、学者出

席了会议,提交会议论文50余篇。会议集中研究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社会心理与社会思潮的综合性研究 

    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史研究的兴起,社会心理和社会思潮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受

到重视,相关的史学研究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中国现代史学会会长郭德宏《中国现代社会心理和社会

思潮研究述评》一文以综述的形式不仅全面地呈明了中国现代社会心理与社会思潮研究取得的较大成

绩,而且着力分析了这一学术领域存在的研究面相对狭隘、多学科方法运用尚欠娴熟等问题。辽宁大学

胡玉海《中国现代社会思潮的特点》一文认为,中国现代社会思潮虽然纷纭繁杂,五光十色,但救亡图

存、改造中国、走现代化道路自始至终是其共同指向。中国现代社会思潮的多样性正反映了他们在共同

目标下的不同选择。不少学者还就中国现代存在的有普遍性影响的思潮做了综合性的研究。烟台师范学

院俞祖华、赵慧峰《近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研究综述》一文,对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学术界对自由

主义思想的研究作了全面的梳理。中共山西省委党校薄金花《对我国改革开放中相对剥夺心理产生的探

讨》一文认为,相对剥夺心理的产生是不健康甚至病态社会心理的集中体现,正确引导和矫正相对剥夺心

理具有重要意义。 

    二、近现代社会心理与社会思潮研究 

    对近现代社会心理与社会思潮的研究是与会者的一个关注重心。西安武警工程学院马建昌、张颖

《20世纪40年代初期中共文化选择的实用性心理分析》一文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

例,分析了当时中共文化选择的实用性特征。指出它具有对广大民众尤其是农民的近代启蒙、民族危难

关头的救亡总动员和指明中国未来文化重建方向的三重实用性含义。中山大学赵立彬《本位、西化与

1935年文化论战》一文对十教授《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发表后引发的文化本位与全盘西化的论争

作了重新考察,揭示了1935年文化论战中存在的“西化背景下的本位”和“民族立场上的西化”的复杂

矛盾。湖南师大陈先初教授《从宪政维度看孙中山的政治思想》一文认为从宪政的角度看,孙中山关于

中国革命和建国的思考、主张、设计并不具备完整意义的“宪政思想”,甚而在许多方面还与宪政原则

发生了背离。揭示了国人接受西方现代思潮过程的复杂性。上海大学刘长林《论科玄论战的现代性与后

现代性特征》一文将后现代性视为一种对现实观照的思想、态度或风格,并以这一尺度量度科玄之争中

玄学派在三个方面与科学对立的主张,得出了玄学派的思想具有后现代性特点的结论。广东警官学院沈

晓敏《省宪与省选:1921年浙江联省自治高潮中的一个插曲》一文对20世纪20年代联省自治运动中,浙江

省发生的省宪与省选斗争的复杂过程作了详尽的考察。文章认为联省自治运动在鼓吹形成和具体实践的

不同阶段受到各种社会力量和社会思潮的影响,并最终影响到历史的演进。中山大学孙宏云《陈之迈与

抗战前的“民主与独裁”论战》集中考察了抗战前“民主与独裁”两种思潮论战参与者之一陈之迈在这

场论战中的理论活动,考察了陈之迈观点的理论渊源,揭示了其主张的独特性及其加速“民主与独裁”论

战结束的特殊作用。江西财经大学陈始发《试析民主革命时期中共文化现代化理论》一文从文化现代化

的角度对中共的文化理论作了重新解释,指明中共的文化理论超越了中体西用论和全盘西化论等思想。

江汉大学李腊生、张才学、游博《农民的社会心理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影响》分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

期农民社会心理具有的双重性。 

    三、当代农民社会心理与社会思潮研究 

    近年来突显出的“三农”问题,促成了学者对当前中国农民社会心理与社会思潮的研究。华东师范

大学李学昌、董建波《社会心理与社会转型──江浙沪乡村婚姻观念变迁调查》,吕伟俊、马荟《新中

国成立后三十年中国妇女地位的提高、心理的变化与两部婚姻法的变更》等文章运用社会学方法考察了



民众婚姻观念的变化,从一个重要侧面展示了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面貌武汉大学李勤《当前农民群体的

悲观心理分析》,中共成都市委党校黄国华《失地农民群体政治心理状况分析:以中心城市近郊为例》等

文章从负面揭示了当前农民心理失衡的状况,分析其悲观心理的特点及形成原因。中央党校储峰《当代

中国农民政治参与心理分析》湖南科技大学米华《当代农民社会政治心态变迁的实证研究──以湖南溆

浦桐木坨村农民为例》等文章通过调查总结了当代农民的政治心态,揭示出处于转型时期的农民在政治

参与方面存在的新旧交错的复杂样态。福建师范大学陈孝华《论现代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农民的向外开拓

意识》一文对沿海农民向外开拓意识的本质,形成原因及其带来的观念影响作了概述性研究。 

    四、党内错误思潮与心理基础研究 

    研究党内的错误思潮构成了中国现代史,特别是中共党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中共北京市委党校罗忠

敏《论中国现阶段腐败心理产生的原因》一文认为,中国现阶段的腐败心理产生,既有封建主义残余思想

的影响,又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影响。中共上海市委党校朱华《党内左倾思潮探源》一文指出,权威崇

拜、恐惧资本主义、思维僵硬狭隘和行为愚昧是历次左倾思潮的共同特征。国家博物馆马英民《中国

“红太阳”思潮》一文揭示“红太阳”思潮的实质就是民众对领袖毛泽东尊崇意识的反映与表露。文章

分析了从上个世纪40年代到现在,“红太阳”思潮发展的阶段性,提示其发生发展具有自发与引导相结

合、一贯性与多变性相贯通、高潮与低潮交替、理性与迷信交织的特征。福建师范大学叶青《“文革”

时期群众组织产生与社会心理探析》一文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对“文革”重新加以审视,分析了文革十

年动乱的社会心态基础,以一些典型的材料论证了狂热的权威崇拜、社会遵从行为依附、社会集群倾向

等民众心态对文革动乱得以启动和延续的作用。 

    五、当代宗教心理研究 

    宗教问题是一个长期而又错综复杂的重大社会问题,研究宗教心理问题也是此次会议的重要议题。

中共抚顺市委党校贾玉斌《当前宗教快速发展的原因及对策思考》一文分析了当前宗教发展中出现的一

些问题,阐述了当前宗教发展过快的原因,并结合实际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性思考。武汉大学陈国清《平峰

村民居神龛历史的演变:兼论中国民间宗教文化的现代转型》一文以平峰村民居神龛50年的历史变迁为

个案,对民间宗教文化的变迁原因和趋势进行了深入考察,并就民间宗教文化协调整合的目标、原则和路

径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北京师范大学李少兵《1949年以来中国普通民众心理及其精神生活研究》一文

认为中国城乡普通民众心理及其精神生活随着政治运动的频兴、社会的变迁、经济的变动呈现显著的波

动状态,并对民国以来国人宗教心理的演变作了考察,展示了民国以来国人信仰心理变迁的状况。 

    六、公众心理与重大事件研究 

    讨论中,许多学者也注意到重大事件与公众心理的互动关系,研究了重大事件中民众心态的变化过程

及其对事变过程中公众行为的影响。四川大学陈廷湘《山东问题上民众心理与民众运动的互动》一文考

察了山东问题上各个阶段民众运动的不同心理基础及其受到各种外在因素的影响而发生变化,从而导致

民众运动大起大落的历史面貌,在重建五四运动等重大历史进程方面取得了新进展。中央党校侯松涛

《抗美援朝运动与民众社会心态研究》、华东师范大学王小莉《试论抗美援朝初期上海市民“恐美”心

理及其肃清》对抗美援朝初期不少人存有的“恐美”心理出现作了历史与现实的原因分析,并论述了上

海市委和市政府对此所作的肃清工作。西南师范大学潘洵《重庆大轰炸对重庆市民社会心理的影响》一

文揭示了重庆大轰炸对重庆市民社会心理的影响,认为重庆大轰炸给重庆市民造成了巨大的心理恐慌和

精神紧张,同时也激发了民族主义精神和抗战到底的决心,甚而影响到现在重庆市民的城市生活方式。此

次会议所讨论的中心议题虽是现代社会心理与社会思潮,但所提交的文章围绕这个议题的涉及面很广。

许多学者还提交了其它很有质量的论文。比如四川师范大学杨天宏《北洋外交与治外法权的撤废──基

于法权会议所作历史考察》,安徽大学徐国利、王志龙《当代中国的口述史学理论研究》等文章都具有

很高水平。会议在学术交流方面取得了成就,同时也显示出本领域的研究尚存在许多问题:第一,社会心

理和社会思潮的理解与定义有待进一步规范;第二,运用跨学科理论和方法研究还显得不够成熟,不够规

范。 

   来源：社会科学研究 2004 6 网站编辑：宋道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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