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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向心理学研究的中国化 

2013-09-25 15:57:31 作者：小白 来源：社会科学报 浏览次数： 0  网友评论 0  条 

  8月26-28日，以“心理学研究的中国化：迈向心理学学术自主的新纪元”为主题的华

人心理学家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大会由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主办，中国心

理学会、中国社会心理学会、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协办。来自国内外各地区的华人心理学家

400 余人出席会议。聚焦中国问题、寻求中国解题之术，已经成为研究者们的文化自觉。

随着华人经济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和重要性进一步增大，华人心理学也将迎来黄金

发展期，正如本次大会主题所指出的，即“迈向心理学学术自主的新纪元”。 

   

  防止“拿来主义”和“民族主义” 

   

  回顾几十年华人心理学的发展路径，从西学启蒙到洋为中用，从学习模仿到自主创

新，其间历经坎坷与坚持、困顿与奋进。回顾过去，我们既要防止“拿来主义”的弊端，

使本土成为“学术帝国之殖民地”；又要防止“文化主位”所导致“民族主义”的困局。

“自娱自乐”终归要导致“自生自灭”。 

  本届会议主题是“心理学研究的中国化：迈向心理学学术自主的新纪元”。在主旨演

讲中，香港中文大学张妙清教授探讨了如何将华人文化角度纳入主流心理学的认识论以提

升华人心理学在国际上的影响力。20世纪华人心理学的发展历程与其他发展地区的心理学

进展相似：早期心理学家人数很少，主要研究方向是跟从西方心理学的理论，没有考虑文

化的差异。在本土心理学理论的推动下，部分学者专注研究本土文化特定的心理议题，凸

显与西方心理学的差异。张教授认为，21世纪初，华人心理学已踏上国际心理学舞台，研

究成果被纳入主流心理学范围，而不是仅仅处于文化与心理学交叉的边缘地位；更多华人

心理学家受到国际心理学界的认同和重视。但与此同时，华人心理学界也应广泛建立更强

的专业操守，以符合国际社会对学术与专业标准的要求，包括知识产权的保护、使用心理

测验的守则以及研究与出版的专业道德，以确保华人心理学受到尊重。如何将华人文化角

度纳入主流心理学的认识论，是华人心理学家面向世界的重任。 

  台湾大学郑伯埙教授梳理了三十年来本土心理学在台湾的发展历程。自1980年杨国枢

教授倡导社会及行为学研究中国化以来，华人本土心理学在台湾的发展已逾三十年。期

间，争论最激烈的莫过于发展路线与研究判准取舍的问题。他从中归纳出几条清晰的发展

路径，包括跨文化本土心理学研究取径、实征主义本土心理学研究取径，以及批判诠释主

义本土心理学研究取径，这些路线泾渭分明，分别反映了文化相对主义、多元文化主义，

以及后现代主义的文化观，也立基于不同的哲学预设上。这些研究预设与路线的选择，会

影响研究的走向与结果。不过，研究者本身的经验、洞察力，以及创新胆识应该更不容忽

视。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赵志裕教授指出，中国经济增长快速，全球科技发展一日千里。

这些史无前例的经济、社会、文化剧变，为华人社会心理学提供了丰富的研究材料。他研

究了剧变中的中国社会现象，举例说明在文化混搭的背景下，全球华人如何透过网上的时

评和物议，重塑文化地貌，议论世道人心。如果华人心理学家能掌握机遇，正视社会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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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面对时代巨变，发掘在持续发展中华人社区以至全球必须借助心理学知识解决的问

题，提出创新的理论，做严谨的研究，要成就全球致用的华人心理学, 任虽重却不至于挟

泰山，道虽远却不至于超北海。   

   

  中国文化与心理学的贯穿与融合 

   

   

  在研讨中，对于“什么是中国文化？”“文化在心理学研究中的表达是什么？”“中

国文化在全球文化系统中如何显示其影响力？”等问题，学者们各抒己见，展开了热烈的

讨论。从这些学者的发言中可以看出，聚焦中国问题、寻求中国解题之术，已经成为研究

者们的文化自觉。 

  对中国文化下的心理现象的研究与思考成为多个专场报告的主题，如华东师大桑标教

授的“中国文化下的青少年情绪调节”的研究报告指出，文化价值以及社会规范对个体情

绪调节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和全球化背景下，青少年的情绪调节是否

同样受保持人际关系和谐的调节目标、倾向于控制和抑制的情绪调节态度以及非享乐主义

的调节原则等的影响？通过研究发现，在中国青少年日常生活中，减弱调节成为主导模

式。这种非享乐主义的调节模式虽然降低了个体短时的正性情绪体验，但更符合中国文化

的调节需求，并导致长期的正性体验。 

  中科院心理所张建新教授就中国人的亚健康问题介绍了他的研究成果。我国学者率先

提出的“中国式”名称“亚健康状态”，是一个关乎人们生活质量的重要概念。他认为，

造成亚健康状态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就是心理因素。人们内心的不稳定、不平衡会造成

个人的身体负荷及其社会适应不良，多数人的心理失衡就会引发社会的不稳定。张教授初

步建立了身心亚健康状况的量化标准，可以对中国劳动力人口的健康状况进行大规模、低

成本的监控和筛查，从而促进国民健康水平的提升，也为制定公共健康政策提供了科学的

依据。 

  中国传统有没有自己的心理学？对西方学者来说，中国的《易经》以及道家学说中有

他们感兴趣的心理学部分，在心理咨询中可以看到更多的东方心理学影响。但总体上讲，

大多数学者努力尝试的，都是希望用西方心理学的架构或者流派来认定中国心理学。就此

话题，南京大学翟学伟教授作了题为“中国与西方：两种不同的心理学传统”的发言。他

认为，与其用科学与非科学来看待中国自己的心理学，不如用两种不同的心理学传统来思

考这个问题。中国心理学传统不应该局限于对儒家或道家的思考，而应该是对中国文化传

统，包括思维、行为特征与实践等方面进行的整合性的思考，这一思考的线索在于西方心

理学传统（一元论、决定论、机械主义与操作主义）造就了今日西方心理学，而中国心理

学传统（神秘主义、经验主义与实验主义等）则在未发展出来之际，就被西方心理学扼杀

于摇篮之中。其实，由于东西方对人的心理学原则与方法论取向的不同，导致了各自在科

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和本质主义与践行主义等方面的差别。 

     

   

  创造力成为热点话题 

   

   

  创造力的研究成为讨论较多的一个经典主题，北师大林崇德教授介绍了近年来关于创

新人才的研究成果：我国大学生有较强的创造性潜能；不同人格特征的大学生在创造性人

格和创造性思维上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大学生创造力与心理健康存在显著相关。他指出，

大学生创造性问题提出能力总体较好。 

  香港城市大学梁觉教授分析了影响中国人创造力和创新水平的重要因素。在中国，人

们往往视进入名牌大学为人生幸福的保证，导致考试压力大、课程艰深以及竞争激烈。中

生态社会主义思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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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教育较强调练习、抄写、背诵、考试，很多人认为这会扼杀学生的创造力。中小学教

育的本质注重聚合思维，但创造力却注重发散思维。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西方教育体系当

中，英国教育家肯·罗宾森爵士多年来批评西方的学校扼杀创意。为什么很多人会认为教

育制度导致东亚学生的创造力低于西方？他根据自己的研究提出，在把创造力转化为创新

方面，东亚地区如日本、新加坡、韩国等都有较高的水平。创新水平并非单单着眼于教育

制度及个人的创造力。 

  其实，华人心理学自身的建设与发展也需要创造力，我们不能总做追随者，应该成为

创新的先行者。我们需要原创性的理论与方法，形成“中国理论观点或流派”。随着华人

经济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和重要性进一步增大，华人心理学也将迎来黄金发展期，

正如本次大会主题所指出的，即“迈向心理学学术自主的新纪元”。 

  （感谢北师大心理学院许燕教授、王瑞敏老师提供资料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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