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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路径舒缓心理学本土化焦虑

　　心理学本土化焦虑作为一种情绪状态，既可能会慢慢销蚀本土心理学者的文化自信，也可能会逐渐动摇其关

于心理学本土化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信念。为此，亟须舒缓这种焦虑带给心理学本土化的消极影响，因为这涉及建

设中国特色本土心理学何以可能并如何建构的根本性问题。

　　心理学本土化焦虑的表现形式。一是心理学本土化心态焦虑。具体表现为，一方面，试图通过对西方心理学

进行本土化的改造，努力构建中国人自己的心理学，这是一种本土文化意识的觉醒和努力从西方心理学的垄断和

控制中表达自发性、自主性和积极性的心声，尽管这种心声看起来有些迫切；另一方面，因为缺少对心理学本土

化的文化契合和文化错位问题的深入思考，对于建设怎样的本土心理学，难有定论。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更多

时候，心理学本土化还停留于以本土人群、本土现象为对象，以西方方法或者‘改良’后的西方方法进行研究的

层面”。这种验证性研究除了能为西方心理学提供跨文化证明外，对心理学本土化而言，所产生的消极作用似乎

要大于其积极建构价值。不过，努力尝试推动心理学本土化发展，建设与西方心理学分庭抗礼的本土心理学，始

终是本土心理学家们孜孜追求的目标，只是在这一过程中心态焦虑未能得到有效舒缓。

　　二是心理学本土化方法论焦虑。实证方法论以认识论和本体论为前提预设，旨在以实证方法为核心，以客观

性和简约性为特征，实现对客体的规律和规则的建构，并上升到“科学主义”高度。在实证方法论指导下，心理

学获得了科学的地位和尊严。与实证方法论相对的是现象学方法论。现象学方法论提倡从生活世界出发，坚持心

理的意向性本质观点，反对二元论和自然主义，追求普遍的知识，成为变革和丰富质化研究方法的直接方法论源

泉。这两种方法论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研究方式和具体研究方法，引发了心理学本土化方法论焦虑。从根本上说，

心理学本土化方法论焦虑，表现为以什么方法论为指导的问题，具体上则是心理学采用什么研究方法的问题。这

种焦虑的更深层含义还在于，心理学自身极容易陷入方法论的循环悖论中：如果不以实证方法论为指导，则自身

的科学性会大打折扣；如果以实证方法论为指导，则会不可避免地走上西方心理学发展的老路，或者说就不再是

心理学本土化；如果坚持以现象学方法论为指导，心理学本土化的科学属性会授人以柄。心理学本土化方法论焦

虑不仅限制了心理学本土化的想象力和行动力，也使得对心理学本土化到底向何处去的追问一直没有停歇。

　　三是心理学本土化定位焦虑。心理学本土化的最终结果是什么？是要建立一种能够解释和说明国人心理的心

理学，使之不同于西方心理学，还是建立与西方心理学同样性质的心理学？这个问题涉及心理学本土化定位问

题，也是心理学本土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问题。心理学是否有必要一定要建设成中国心理学、美国心理学或者德

国心理学？如果非要如此，则又退回到心理学的建设循环悖论：心理学到底是否是科学？如果是科学，是否有必

要区分不同国别？回到心理学本土化问题，亦是如此：心理学本土化是否有必要？如果有必要，就势必出现不同

国别和不同类型的心理学形态；如果没必要，西方心理学就是世界心理学吗？那么，何以表达本土民众的心理自

信和为民请愿的心声？有人则会追问，心理学与物理学的最大区别是研究对象的不同，因为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

人，所以应该进行心理学本土化研究。但如果无法建立起与西方心理学对话的本土心理学，则心理学本土化研究

就会失去应有的价值和意义。心理学本土化运动兴起，是因为东西方文化差异和社会结构的不同，而文化的流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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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与渗透性必然会对心理学本土化产生重要的催生作用。随着全球化和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东西方之间呈现出文

化混搭与文化交融现象。探究本土民众心理如果仅仅局限于本土文化影响，而忽略或者无视西方文化的渗透，或

者对当前的文化混搭和文化交融现象视而不见，则视野的偏狭和格局偏小的短板便会暴露无遗。因此，需要深入

思考心理学本土化定位问题，更要反思本土文化与西方文化、本土心理学与西方心理学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及所

关涉的心理学本土化的合法性、合理性与合情性问题。

　　舒缓心理学本土化焦虑的路径。心理学本土化需要文化反思精神。心理学本土化焦虑的根源在于缺少文化反

思。为此，需要反思心理学本土化背后的文化根源，探索文化根源给予心理学本土化怎样的资源供给；需要反思

心理学本土化的研究范式，并追踪本土心理学的历史发展进程；需要反思心理学本土化的合法性和合理性问题，

即心理学本土化的定位依据与可能前提，以及心理学本土化与西方心理学之间的关系；需要反思心理学本土化的

哲学基础和理论范式，将心理学本土化每个命题或者主张诸如方法论前提、哲学基础、与其他学科关系等置于具

体的历史背景和文化系统中进行全面考察，以便探讨在多大程度上或者什么意义上与文化传统是契合还是“违

和”；需要反思对西方心理学进行模仿与跟随的合理性，更需要反思心理学本土化的学科性质等。在这方面，中

国学者葛鲁嘉将文化反思贯穿于心理学本土化研究中，他提出的“新心性心理学”思想和理论体系可视为心理学

本土化建设的典范，被认为是纯粹的生长于本土文化的系统性、原创性的理论建构。

　　重拾本土心理学者文化信心。构建有尊严的中国特色的本土心理学，并尝试与西方心理学实现对话以生成意

义，要求本土心理学者具有智慧、胆识与勇气，以强大的文化信心舒缓学科焦虑。心理学本土化研究者应重新树

立文化信心，着力排除边陲思维、追赶焦虑，以更强的主体意识、责任意识和批判能力，努力走出一条原创性研

究之路，使之成为心理学本土化研究的内生动力，以文化自觉缓解心理学本土化焦虑，推动心理学本土化研究趋

于理性和深刻，这是心理学本土化研究一种更好的选择路径。

　　开拓本土心理学可能路径。在研究对象上，本土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和西方心理学的研究对象要保持一致，即

以“研究心理活动的过程和机制”为根本目标，这是本土心理学与西方心理学能够对话的前提和基础。在理论构

建上，要形成基于中国文化传统的理论体系和概念范畴，或者说，需要以中国文化传统资源为根基，对心理活动

的过程和机制加以阐释；脱离了中国文化传统资源为支撑的心理学理论体系不足以为心理学本土化提供理论框

架。在研究范式上，对于西方心理学成熟的实证研究方法，应持开放心态并充分利用。事实证明，实证研究方法

依然是心理学发展的根本。放弃心理学成熟的科学范式而试图以非科学方式建设本土心理学不仅没有必要，亦不

合理。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鲁东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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