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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心理学的本土化运动是一个永恒的主题，本文主要从当代社会心理学的文化价值偏差及其自 

身的局限性、民族自尊心与本国历史文化的影响及文化的全球化与本土化的要求三方面探讨 

了社会心理学本土化运动在中国日渐发展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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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社会心理学本土化 (indigenization of social 

psychology)，是近 20年来中国社会心理学界兴起 

的一股引人瞩目的学术思潮，台湾和香港地区更 

是相对超前地开展了心理学本土化运动。心理学 

的本土化 (indigenization)是指在存在文化差异的 

情况下，基于本国的社会文化、历史背景对现有 

的西方心理学理论中的合理成分不断进行改造、 

发展，使其融人本国社会文化并有效地指导、解 

释、预测受本国文化环境影响的大众的心理活动 

和行为。它是文化差异的必然产物，是心理学发 

展不可阻挡的趋势。 

1993年，台湾大学的杨国枢先生提出了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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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性契合”的标准。在杨先生看来，本土性契合 

是指特定的文化性和生物性因素一方面会影响到 

当地民众 (被研究者)的心理与行为，另一方面 

又会影响到当地心理学者 (研究者)的问题、理 

论与方法。那么，研究者的研究活动及知识体系 

可以而且应该与被研究者的心理及行为之间形成 

一 种契合状态。 “这样一种当地之研究者的思想 

观念与当地之被研究者的心理行为之间的密切配 

合、贴合、接合或契合，可以称为 ‘本土性契 

合’。”杨先生将本土性契合看作是衡量本土 理 

学和心理学本土化研究的标准。他指出：“我们所 

说的 ‘本土心理学’，就是一种能达到本土性契合 

境界的心理学。心理学研究的本土化 ，重点旨在 

使心理学的研究能够达到本土性契合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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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社会心理学本土化运动的兴起 

心理学本土化运动的产物与本国原有的心理 

学共同组成了本土心理学(indigenous psychology)， 

它的内涵主要是文化意义上的，是文化多元论的 

产物。本土心理学的实质是以问题为中心的理论， 

是更加现实的心理学。社会心理学本土化运动是 

在社会变迁的大环境下，心理学基于本国文化的 

独特性而做出的选择。细究其因，大概可以分为 

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2．1当代社会心理学的文化价值偏差及其自 

身的局限性 

心理学诞生于西方，其主要的发展力量也一 

直在西方。20世纪以来，心理学研究的主要阵地 

由欧洲转入北美，从研究队伍 、科研实力和研究 

成果等方面来看，又首推美国。无怪乎杨国枢先 

生在 20世纪 70年代便有 “拿掉西方心理学 (特 

别是美国心理学)及模仿西方心理学所获得的一 

点研究成果，我们几乎就一无所有”的论断。为 

避免使台湾问题成为两岸心理学交流的障碍，经 

过长时间的反省与思考，他于 1988年以 “本土 

化”代替 “中国化”，提出 “建立中国人之本土心 

理学”的口号。此口号的提出一方面增进了两岸 

三地在心理学乃至社会经济 、文化上的交流，加 

强了对于所属的文化圈同一性的认同感，对于完 

成祖国统一大业有积极的意义；另一方面，更带 

动了华人地区的本土化研究潮流，引起了国际心 

理学界对中国本土心理学发展的关注。 

按照 Robea Merton知识社会学的观点 (theo— 

ry of Knowledge of Merton’s Sociology of Science)所 

说， “科学知识或理论 (尤其是社会科学的知识 

或理论)并非产生于社会真空，而是受到特定的 

社会、文化和历史因素的制约。”心理学知识和理 

论的产生亦是如此。对社会心理学来说 ，它是对 

人的社会本性的系统研究，其学科知识和理论受 

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更甚。当西方社会心理学藉 

由其中心地位获得超越文化的解释权力时，必然 

会带来基于文化差异的价值偏差。 

当代社会心理学所使用的概念，以及建构的 

各种理论，包括它所运用的各种研究方法几乎全 

都是在西方文化背景 (尤其是美国文化背景)上 

建立起来的，是单一文化 (区域性文化——的产 

物。西方社会心理学是以西方文化价值为出发点 

和归结点的，其建构的理论和方法本身可能会存 

在由其文化价值所引发的偏差，在运用于研究和 

解释非西方社会文化背景的个体或群体时，会产 

生扭曲或误读。与此同时，世界上也不存在一种 

适用于描述和解释所有文化中的心理现象的通用 

理论。 

因此，西方的社会心理学不能替代中国本土 

社会心理学来描述和解释中国人的社会心理和社 

会行为。本土化的根本方向和目标就是完善中国 

本土心理学，建立自己的社会心理及行为的知识 

体系。 

2．2民族自尊心与本国历史文化的影响 

近年来，心理学本土化的研究不仅在中国Et 

渐升温，更是一场全球性的文化热浪，在这其中， 

民族 自尊心无疑也是一个重要的激励因素。美国 

著名社会学家爱德华·希尔斯 (Edwards Shils)曾 

指出， “本土化运动兴起的部分原因在于位处世 

界学术边缘地带的知识分子由于得不到学术核心 

地带的重视而产生的不满。”这种对权威的抗衡和 

不满的情绪，有深厚文化传统的国家和地区表现 

地更为强烈。 

作为世界上最大也是最为古老的文化起源地 

之一 ，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国是西方各国顶礼 

膜拜的对象，只是在近代封建社会后期 ，由于内 

忧外患，遭遇了～段屈辱的历史。而如今，特别 

是改革开放 30多年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取得了巨大成就，国民生产总值和人民收入增长 

的速度迅猛 ，在国际社会中，中国的地位也日益 

提高。经济的勃兴、社会地位的提高和社会精神 

文明的进步必然要求文化自主。在科学研究方面，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体现为中国文化的复兴。 

它不想再把西方的理论作为标准，更不能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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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东方主义”式的扭曲和偏离，而是要以自 

己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性寻求对西方文化霸权 

的摆脱，立足本土，从本国的社会、文化和历史 

出发，建立自身的社会心理学，摆脱对西方社会 

心理学的依附，成为世界社会心理学的重要一员。 

2．3文化的全球化与本土化的要求 

全球化与本土化是辩证统一的范畴。文化的 

全球化并不排斥各民族文化的发展、兴盛，而各 

民族文化的繁荣也有利于推进全球化。文化的全 

球化是以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为基础的，同时，文 

化的本土化是对文化全球化的回应，是文化民族 

性对全球性的反弹，它对文化全球化提出了新的 

挑战。 

美国匹兹堡大学的罗兰罗伯逊 (Roland 

Robertson)认为，全球化和本土化相互作用的一 

个直接结果就是全球本土化 (globalization)现象 

的出现：全球化不可能全然取代本土化，本土化 

也不可能阻挡住全球化的浪潮，这二者之间始终 

存在着某种可伸缩和谈判的张力。社会心理学的 

本土化不等于各国家和区域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各 

自分裂，相反，由大心理观出发，研究不同文化 

背景下的本土社会心理学，而后再统筹、结合形 

成大心理观的新发展，推动社会心理学在世界层 

面和文化区域层面的演变，能够建立一种良性循 

环。本土化运动的研究成果必将有利于各区域文 

化分支下的社会心理学理论的细化与完善，以及 

世界层面上的社会心理学研究成果的整合与进步。 

3．结语 

本土化运动作为社会心理学发展的必然趋势， 

但整体却仍处于起步阶段。在了解了这一趋势的 

兴起原因之后，我们应进一步以西方心理学的经 

验教训和本国已有的研究成果为指导，把研究建 

立在大心理学观的基础上，坚持学科统一性的理 

念，以问题为中心，以本土社会文化和历史为出 

发点，建立起不仅仅是本土的——更是世界的社 

会心理学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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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digenization of psychology is an eternal 

topical subjeet．This article mainly inquired into the 

reasons of the development of indigenization of social 

psychology in China in three aspects，the deviation of 

the cultural value of contemporary social psychology， 

the national pride and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and the requirements of cultural glob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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