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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心理学"人格心理# 主持人$!黄希庭!
!!主持人语$自从!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发表以后#我们多

次学习了这个重要文献#每次学习都让我们受到巨

大的鼓舞#深感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实现构建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目标任务的征程中#当代中国心理学

家肩负的时代责任之重大$%决定&明确指出’%注

重促进人的心理和谐#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
引导人们正确对待自己(他人和社会#正确对待困

难(挫折和荣誉$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和保健#健全

心理咨询网络#塑造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

的社会心态$&这既是党中央对我国心理学)特别是

人格心理学(社会心理学*指出了服务我国社会发

展和促进经济建设的方向#也是我国心理学家义不

容辞进行科研攻关的时代责任$构建和谐社会的

努力包括保持自我和谐(人际和谐以及人与自然的

和谐#而从心理学出发#这三方面的工作除了物质(
制度和政策层面的努力以外#更重要的是确保这些

努力能够被个人准确感知和把握$本期发表的!自
我和谐与社会和谐+++构建和谐社会的心 理 学 解

读"一文尝试从心理学角度阐述构建和谐社会的途

径#心理学服务于构建和谐社会的主要领域#对中

国心理学研究目前存在的问题以及如何完成构建

和谐社会的使命提出了建议$自立(自信(自尊(自
强的心理学研究#对形成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

会心态具 有 重 要 的 意 义$!成 就 动 机 对 自 信 与 @
型行为关系的解释作用"一文检验了成就动机能否

解释自信与@型行为模式的相关#结果发现#自信

确实 与 @型 行 为 模 式 存 在 先 前 研 究 发 现 的 正 相

关#但与其敌意因子呈负相关,自信与@型行为模

式的关系体现了自信的成就动机功能#是积极的而

不是消极的$!论中西方自我的差异"一文分析了

中西方人所讲的自我在五个方面存在的明显差异$
!马库斯的自我社会认知论"一文探讨了马库斯关

于自我图式(可能自我(工作自我概念等观点形成

的自我的社会认知理论$这两篇论文对于进一步

探讨自我和谐是有参考价值的$人格心理学家的

使命是探索人性的本质#提升人性的尊严#点燃心

灵中的真善美$我 们 在 人 格 心 理 学 领 域 从 事 教

学 与 科 研 工 作#更 应 贴 近 实 际#贴 近 生 活#立 足

本 国 又 充 分 吸 收 世 界 文 化 优 秀 成 果#立 足 当 代

又 继 承 民 族 优 秀 文 化 传 统#努 力 把 我 国 的 人 格

心 理 学 建 设 好$

自 我 和 谐 与 社 会 和 谐
+++构建和谐社会的心理学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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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

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

简称!决定"$%明确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

务&目标和途径%并把心理和谐与社会和谐作为一

个主要问题提出来’这是我们党历史上第一次把

心理和谐&心理健康问题提到如此的高度’!决定"
明确指出()注重促进人的心理和谐%加强人文关怀

和心理疏导%引导人们正确对待自己&他人和社会%
正确对待困难&挫折和荣誉’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和

保健%健 全 心 理 咨 询 网 络%塑 造 自 尊 自 信&理 性 平

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这是所有心理学工作

者都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也是包括心理学在内的

所有学科共同努力的方向’
!决定"将心理和谐单独列出%体现了党和政府

对心理健康的重视以及对和谐社会特征的全面认

识’心理和谐是个体心理健康的重要标志%而且个

体的心理健康或心理和谐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必要

基础%因此 心 理 学 为 构 建 和 谐 社 会 服 务 的 首 要 任

务%就是努力探索中国人的心理和谐的特征&影响

因素&干预措施和保障机制%直接为提高公众的心

理健康水平服务’同时%党和政府为构建和谐社会

所推进的各项工作%也需要得到公众的广泛认可%
而在这方面心理学也是大有可为的’即心理学为

构建和谐社会所做的努力既包括直接的心理健康

服务%也包括政策方面的建议和理论探索’本文将

从心理学的视角探讨和解读和谐社会的特点以及

心理学为构建和谐社会服务的努力方向’

!!一、和谐、心理和谐、和谐社会的心理学

解读

!!关于和谐社会的特点已经有了许多的描述%但
)和谐*本 身 的 含 义 是 什 么%和 谐 社 会 的 特 征 是 什

么%以及从心理学角度如何看待和有效构建和谐社

会%仍需要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探讨’
从字面上看%)和*与)谐*虽然是两个不同的中

文字%但 它 们 的 含 义 却 有 很 大 的 相 似 点’早 在

!$$$多年前%中国 的 甲 骨 文 和 金 文 中 就 有 了)和*
字%图"列出了)和*字的甲骨文&金文及小篆#繁体

和简体$的字形’在甲骨文的字形中%)和*字右上

部是连结在一起的竹管之形%下部的)口*把能吹响

的竹管汇集在一起%像笙的形状-左上部的)禾*表

读音’金文的形体由甲骨文演化而来%小篆的繁体

字#龢$和简体字仍有很强的象形功能%但已经不及

前两种字型’楷 书 的)和*把)口*移 到 了 右 边+#,’
因此%)和*的本意就是和谐%是指不同高度的笙管

合鸣%虽然同时发出不同的声音但却显得很和谐%
这就是)和*的本意’!吕氏春秋"里有一段话可以

很好地说明)和*的含义%)正六律%和五声%达八音%
养耳道也*%人的耳朵不愿意听单一的声音%一定要

听几种不同的声音才能感到舒服’!论语"里有句

话叫)君子和而不同*%把)和*与)不同*的关系进行

了明确的阐述’而)谐*是形音字%从言%皆声’本

义是和谐%强调配合得匀称’如%)谐%和也*%)掌司

万民之难而谐和之*’

图!!!和"字的四种文体

把)和*与)谐*连在一起%即)和谐*是指各组成

部分协调地相互联系在一起%即存在差别的各个成

分可以相互协调地联系在一起’西周时期%周太史

史伯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观点%主张在)不
同*的多样化和谐中求稳定求发展%断言单一性的

)同*无助于事物的发展%只有多样化和谐才是事物

生生不息&蓬勃发展的源泉+!,’具 体 来 说%和 谐 本

身有两层含义%一是组成一个整体的各个成分之间

存在明显的差别%二是这些存在差别的各个成分之

间又可以非常协调地整合在一起’实际上%无论是

心理和谐%还是社会和谐%最终都落实到个体能否

接受)存在差距*这样的事实’心理和谐主要指个

体能够接受自己在各个方面的实际表现与自己的

期望之间的差距%而社会和谐则还包括接受自己与

他人之间存在的差距’
因此%根据)和谐*的语义和辞源分析%心理和

谐即个体对自己各个方面表现与自己的期望之间

的和谐’具体而言%个体对自己各个方面表现的满

意程度是不同的%但均可以保持在一个可以接受的

范畴之内’心理和谐是个体心理健康的核心内容’
同样%)和谐社会*的典型特征就是%构成社会

的各个团体及个人%他们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别#可

以表现为社会地位&经济收入的水平&个人行为方

式以及个性特点等方面$%但彼此之间又能够和谐

相处’从心理学角度来看%构建和谐社会的主要任

务%就是在不断提高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同时%致

力于(#"$通过政策&法律&市场等形式和机制确保

社会各个阶层&团体&个人之间的差别%特别是经济

收入&社会地位&福利待遇等方面的差别%一方面符

合公平&公正和正义的原则%但同时又能够保持在

一个能够被最广大的群体所接受的水平上%避免过

分的两极分化-##$社会能够保障每一个社会成员



均有机会通过自己的努力!不断提高或改变自己的

社会地位"#!$通过对个人信仰%价值观和生活态度

的引导和教 育!培 养 个 体 的 进 取 心 和 挫 折 承 受 能

力!从而提高增进自我和谐%人际和谐及与自然和

谐相处的能力&
换言之!构建和谐社会需要社会与个人的共同

努力&社会提供个体达到自我和谐%人际和谐及与

自然和谐的物质和政策环境!但这些方面的努力需

要社会成 员 能 够 感 知 并 调 整 其 认 识 和 社 会 行 为&
心理学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努力应着眼于三个重

要而又相 互 联 系 的 方 面!即’#"$澄 清 影 响 自 我 和

谐%人际和谐及与环境和谐的影响因素!并提出政

策%规则%制度建设方面的建议以最大限度地保证

个人的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为政府制定政策

提供科学的依据和明确的建议!以确保政府和社会

的努力可以 最 大 限 度 地 满 足 不 同 个 人%团 体 的 需

要!促进和 谐 社 会 的 建 立"#!$廓 清 各 种 人 际 差 异

#社会地位%收入%受教育水平等$%团体差异#资源

占有%收入差距等$对个人的影响!总结人们对各种

差异的耐受程度和影响因素&

!!二、和谐社会的三个空间

就个体与社会和自然的关系而言!每个人都生

活在三个不同的空间里面!如图#所示&首先人生

活在自然空间里面!包括不同的物种和不同的物理

环境&很多学科!包括伦理学%社会学%政 治 学%法

学等对和谐社会的探讨都包含了同样的内容!即人

或者社会各个阶层同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万物

存在差别!但也需要与它们和谐相处&人与自然的

和谐既涉及个人的生活方式!也涉及社会的生产方

式!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但前者更多受到个

人因素#如环保意识%个人需求$的影响!而后者则

更多受到社会政策%法律%制度#例如对企业生产方

式%产品质量%环境影响的强制性约束$的影响&

图"!和谐社会的特点示意图

!!人除了要跟自然打交道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

方面就是跟他人打交道&把自我看作独立的个体!
他一定跟其他人发生关系!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如何

达到人际和谐？从和谐的概念来讲!人际和谐包含

以下三种不同的含义’首先!个体与有着不同关系

的他人#如亲子关系%夫妻关系%上下级关系%同事

关系%朋友关系等$保持恰当的亲密程度及接受%合
作的程度!并且在各种不同的角色要求之间能够灵

活协调"其次!人际交往的双方在社会地位%行为方

式等方面的差距和差别能够被彼此所接受"第三!
人际交往双方可以接受彼此在社会地位%行为方式

等方面的变化&最后!和谐社会最基本的单元就是

个人自己内心的和谐&如果达到了和谐社会的状

态!但每个人的内心却充满冲突与不满!那是不可

想象的&而如果某个地方每一个人都很高兴%很和

谐!那么这 个 地 方 构 筑 和 谐 社 会 就 有 了 重 要 的 基

础&内心的和谐指的是内心的需要%要求和目标已

经实现!或感觉到能够或即将实现!对自己目前的

状况是满意的!能够接受目前的状况与自己的目标

之间的差距以及自己与他人的差距&个人的内心

和谐既是心 理 健 康 的 标 志!也 是 社 会 和 谐 的 必 然

要求&
图#的核心是一个个独立的个体!跟自我有关

系的其他的人包括家人%亲朋好友%上级%同事%下



属!还有一般他人"这里的横轴代表情感联系的强

度#与$自我%的距离代表亲疏的程度&!纵轴代表社

会地位!在自我之上或之下代表跟自我相比社会地

位或者社会阶层的不同"即使自己的家人之间也

存在社会地位的差别!有的人在比自己更高的社会

阶层上!有些人在比自己低的社会阶层上!这样就

构成了不同的阶层"同时!这种和谐还有一个时空

维度!并不是一个静止的’固定的点"每个人都和

谐了!同别人也和谐了!但是好像大家都停下来不

要动了!或者说今天和谐了将来就永远和谐!这是

不可能的"因为自己和社会阶层都会随时发生变

化!周围的生活环境’自然环境’物理环境都会发生

变化!因此这是一个时空的动态的和谐状态"

!!三、自我和谐的含义与影响因素

心理学中对自我的研究有很长的历史!其中最

有影响的有两个人!一个是罗杰斯!他认为自我与

经验的一致性是心理健康的重要标志(C)"所 谓 自

我与经验的一致性是指每个人对自我的看法与他

的实际表现是一致的或者说是和谐的"对自我的

看法包括对理想自我和实际自我的认识!而每个人

都有一种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潜力的倾向!这是人

性的最基本特征"同罗杰斯同属于人本主义心理

学阵营的还有马斯洛!他认为需要的层次及其满足

的情况会影响一个人的心理健康水平"人们先是

从最基本的生理需要’安全的需要’归属的需要再

到更高层的爱的需要’自尊的需要以及自我实现的

需要(D)"从人本主义心理学观点来看!自我以及对

自我的认识与看法跟实际表现的一致性!或者基本

需要满足层次越高自我也就越和谐"
心理健康的重要标志就是自我和谐"影 响 自

我和谐的个人因素很多!包括精神追求’需要层次’
思维方式’个性特点和行为方式等等(H)"首先一个

人要达到自我和谐!要身体健康!其次还要满足基

本的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现在有些地方的社会

治安不好!想在这些地方建立和谐社会何其难也!
因为人们基本的安全需要都没有得到满足"还有

些地方人们的基本的温饱问题’住宿问题都没有得

到很好的解决"因此构建和谐社会最最基本的前

提就是人们能够满足自己生理与安全的需要"
自我和 谐 的 具 体 特 点 包 括 以 下 六 个 方 面(%)"

#"&动机和需要与过去历史’对现实的认识以及对

未来的期望密切相关!即能够从过去的经验中汲取

精华以策划未来!能够平衡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比

重!并对生命做出最好的利用*##&妥善处理冲突和

选择"心理冲突的产生往往发生于难于做出选择

的情境!这种冲突情境在很多情况下都会对个体的

心理和躯体健康产生不良的影响*#!&了解和接受

自我"一个心理健康的人对自己有充分的安全感!
他们能体验到 自 己 的 存 在 价 值!并 能 恰 当 地 评 价

自己的能力*对自己的能力’性格和优缺点都能做

出恰当的’客观的评价*对自己不会提出苛刻的’非
分的期望与要求*对自己的生活目标和理想也能定

得切合实际!因而对自己总是满意的*同时!努力发

展自身的潜能!即使对自己无法补救的缺陷!也能

安然处之*#C&接受他人!善与人处"心理健康的人

乐于与人交往!不仅能接受自我!也能接受他人!悦
纳他人!能认可别人存在的重要性和作用*#D&正视

现实!接受现实"能面对现实和接受现实!即使现

实不符合自己的希望与信念!也能设身处地’实事

求是地去面对和接受现实的考验*并能多方寻求信

息!倾听不同的意见!把握事实真相!相信自己的力

量!随时接受挑战*#H&人格完整和谐"心理健康的

人其人格结构包括气质’能力’性格’理想’信念’动
机’兴趣’人生观等各方面能平衡发展"

作为影响自我和谐的个人因素还包括能够觉

知到自己的近期目标正在实现中!或者是能够实现

的!并且能够觉知到终极目标正在逐步实现!也就

是能把目前的努力与更长远的目标联系起来!能够

觉知到与期望的差异时仍能保持和谐"一个人的

现实自我与他最终要达到的目标之间一定会有差

距的!那么自我和谐的人就是能够在这种情况下!
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这也就是自我和谐的本来含

义"能够看到和别人的差距!也能保持和谐"这既

是自我和谐的标志!也是影响自我和谐的因素(B)"
从社会方面来讲!要想达到自我和谐!有 很 多

最基本的因素"社会要为个人提供基本的保障!尊
重个人价值选择!各个阶层间相互开放!平等进入"
也就是说!比较高的社会地位应该对所有的人都是

开放的!每个人应该有平等的进入的机会(F)"社会

公正及资源配置的原则应该有法制约束("$)"这些

都是从外部对自我和谐有影响的因素"另外还包

括尊重个人价值选择"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一个重

要观点!就是人们之所以会出现心理障碍!之所以

会出现个人不和谐!是因为他感觉到内心的需要没

有办法得到实现!或这些需要即使得到了实现!也

得不到社会的赞许("")"因此对每个人的选择的尊

重程度越低!要达到自我和谐的可能性也就越小"
对每个人所做的个人选择!只要不违法’不害人!都
尊重’接受"关于和谐社会中的个人地位’个人价



值以及行为规范等方面的内容!在伦理学"社会学"
政治学和 法 学 方 面 都 已 有 很 多 的 论 述#"#!"!$!在 此

不再赘述%

!!四、人际和谐及人与自然和谐的含义与

影响因素

!!和谐社会的第二个特点就是人际和谐%人际

和谐的特点包括人与人之间能够保持适当和良好

的人际关系&能够在集体允许的前提下!有限度地

发挥自己的个性&能够在社会规范的范围内!适度

地满足个人的基本需求%人际和谐或心理健康的

人乐于与人交往!不仅能接受自我!也能接受他人!
悦纳他人!能认可别人存在的重要性和作用%同时

他也能为他人所理解!为他人和集体所接受!能与

他人相互沟通和交往!人际关系协调和谐&能与所

生活的集体融为一体!既能在与挚友同聚之时共享

欢乐!也能在独处沉思之时而无孤独之感&在与人

相处时!积极的态度’如同情"友善"信任"尊敬等(
总是 多 于 消 极 的 态 度’如 猜 疑"嫉 妒"畏 惧"敌 视

等(#%$%因而在社会生活中有较强的适应能力和较

充足的安全感%
人 际 和 谐 或 心 理 健 康 的 人 具 有 良 好 的 社 交

能 力!在 与 别 人 交 往 时 感 到 舒 服 自 在!而 且 能 满

足 自 己 的 需 求%他 们 并 非 利 用 别 人 来 达 到 自 己

的 目 的!而 是 希 望 朋 友 间 能 彼 此 信 任 和 喜 欢!也

希 望 尽 自 己 的 努 力 去 帮 助 别 人!将 关 系 建 立 在

互 惠 的 基 础 上%他 们 也 善 于 建 立 比 较 密 切 的 关

系!而 不 仅 是 泛 泛 之 交%他 们 不 一 定 有 很 多 朋

友!但 可 以 与 亲 近 的 人 维 持 密 切 关 系!共 同 分 享

和 分 担 生 活 中 的 喜 怒 哀 乐%
按照人际关系的范围!人际和谐首先包括家庭

和谐!家庭和谐又包括夫妻关系"亲子关系的和谐!
这里涉及个人的地位和人际的互动模式%在中国

社会中!家 庭 中 的 人 际 关 系 遵 循 的 是 一 种 情 感 法

则%家庭关 系 的 维 系!它 的 目 标 就 是 为 了 情 感 本

身%或者说!人际关系的存在!它的目标就是这种

关系本身%在家庭中是不能按劳分配的!但在面对

其他人时!就应该多劳多得!这才叫社会公正%在

社区和谐及社会和谐里面!每一个人都有平等的机

会!都 有 平 等 的 可 能 性!但 是 要 公 平!或 者 社 会 正

义!每个人付出和得到的应该是成比例的%图!的

人际和谐示意图中!自我被放大了!自己和家人之

间的关系可以非常密切!遵循情感的法则来进行资

源分配%

图#!人际和谐示意图

!!亲朋好友之间的关系遵循的是人情法则!这些

人之间也可以有一些重合!而且和其他人之间可以

进行转换!有的人从亲朋好友变成了一般人!有的

人从一般人变成了亲朋好友%在家人与亲朋好友

之间有一条情感分界线!两边不能有交流!这也是

中国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C$%家里人的人

际关系"亲朋好友的人际关系"一般人的人际关系

之间遵循的是不同的人际关系法则%工作中的人

际和谐!涉及到工作价值观"工作升迁"奖赏!另外

还有与朋友的关系和谐%这是属于中国人人际关

系中一个非常独特的领地!遵循的是人情法则%人

情法则与情感法则的区别就在于!情感法则是唯一

的情感指向!而人情法则有情感的因素在内!但同

时也具有很强的工具性%工具性是指人际关系视

作为)工具*以达到除维持关系以外的目的%因此!
从人际关系的范围来看!人际和谐的方式以及目标

都是不一样的%
影响人际和谐的因素!从个人因素来 讲!夫 妻



关系或者亲子关系会受到家庭观念的很重要的影

响!同时也会受到家庭成员对自己个人成功与成就

期望的直接影响"人际关系的概念是一般性的!人
情的法则或者是工作价值观以及个人的世界观!都
会影响到人际和谐"而影响人际关系的社会因素

也非常多!包括家庭伦理!这个不是个人之间!而是

整个社会!或者至少是某个社区内部!对于家庭关

系应该如何的价值判断!人际关系的伦理以及工作

伦理!另外还有健全的法制以及不同阶层间的相互

开放和尊重"这些都是从外界可以影响到人际和

谐的方面"而对于与自然和谐!从个人层面讲是个

人环境保护意识#可持续发展意识!从社会层面来

讲!主要是从政策#法规上进行保障"

!!五、构建和谐社会的心理学努力

心理学对构建和谐社会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两

个方面!即揭示影响个人自我和谐#人际和谐及心

理健康的因素!并提出解决问题的策略和方法$同

时!直接为和谐社会作出贡献!包括心理健康教育

和人力资源方面的贡献"其中人力资源实际上就

是帮助每一个人最大限度地获得事业上的成功#人
际交往上的成功以及如何保持自我的和谐"同时"
心理学还可以为各种构建和谐社会的努力提供理

论和技术上的指导"心理学为构建和谐社会服务!
至少可以在以下三个方面作出贡献"

首先是对心理健康和主观幸福感的 研 究"个

人的健康和幸福既包括个人的适应!也包括对各种

差距的接受 与 容 忍!因 此 是 和 谐 社 会 的 标 志 性 特

征"心理学研究应该揭示心理健康和幸福的内涵#
影响 因 素#促 进 健 康 和 幸 福 的 方 法 与 途 径!等 等"
这个问题也确实是目前心理学研究领域中非常活

跃的!从 中 国 期 刊 网 检 索%心 理 健 康&关 键 词!从

"FFC年至#$$H年"$月共发表了!D!CD篇相关的

研究!在同一时间内有关%幸福&的研究共发表"$
DH"篇"然而!这种数量的繁多并没有对应着对问

题分析的深入和广泛"绝大多数的研究实际上仅

仅限于采用西方人的心理健康测量工具对不同的

人群进行测量!既缺乏对心理健康问题的深入分析

’如中国人是如何看待心理健康的#西方人研究心

理健康的途径和方法是否适合中国的情况等("这

样的研究并不能对现实有多大的指导意义"
心理学服务于构建和谐社会的第二个领域涉

及个人的成长与成功!即不同的个体!依据其个人

素质’包括能力结构#兴趣爱好#个性特点等(应该

选择什么样的职业’学习什么专业(最容易获得成

功!以及不同年龄#职业的个体如何更好地适应社

会环境等"重视和尊重个体差异!这是构建和谐社

会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不能说!和谐社会中就

不能有个性!实际上我们讲的以人为本!这个%人&
就是有差异的人"以人为本的完整#准确的描述!
应该是%以各不相同的人为本&"即不是以某个人

为本!以某个特定的人为本!而是以各个不同的人

为本"心理学目前在这些领域的工作也非常引人

注目!但也存在相似的问题!即过分依赖西方的理

论和测量工具"
心理学服务于构建和谐社会的第三个领域涉

及团体动力学!即不同社会团体’阶层(的内部如何

有效交流与沟通以及不同团体’阶层(之间如何有

效交流和沟通的问题"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构建

和谐社会应该处理好自我和谐与社会和谐的关系"
以人为本实际上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心理学基础!自
我和谐是个人心理健康的标志!也会影响到与他人

以及与自然间的关系!即和谐社会的三种和谐)))
个人和谐#人际和谐#与自然和谐的基础!其中最重

要的是自我和谐及人际和谐"而且!所有的社会进

步和政府的努力都需要通过人的感知来起作用!都
要通过受益者真切的感受而起到作用"

目前中国心理学的发展与构建和谐社会的要

求之间还存在很大的差距!特别是以下两种倾向值

得高度关注*
其一!存在一种过分看重西方的心理 学 理 论#

技术#工具!不太重视对西方理论进行中国化的倾

向"由于社会#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差异!西方的心

理学理论#概念#测评工具等在应用到中国社会时!
可能会遇到不适应#不准确的问题"例如!在解决

中国人的心理健康问题时!西方的心理健康概念#
心理咨询技术等需要进行%中国化&的改造!甚至需

要重构中国人的心理健康理论#方法和技术+"D,$在

评估中国人的人格#胜任特征+"H,#工 作 绩 效+"%,时!
西方的现成工具也不一定适用!稍有不慎极易造成

应用方面的失误"对此!许多心理学家在表示忧虑

的同时!进一步明确了中国心理学必须走中国化道

路的迫切性和重要性+"BK##,"
其二!心理学是一门有多种研究取向 的 科 学"

每一种研究取向都曾对并且现在仍对心理学的发

展作出贡献!但同时每一种研究取向又都有其局限

性"因此!当代中国心理学的发展就应当加强各种

研究取向的协调发展"如果只注重一种研究取向

而忽视甚至轻视其他研究取向是不利于我国心理

学健康发展的"我国的心理学!特别是其中的人格



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应当并且能够为构建和谐社

会作 出 贡 献!那 种 片 面 追 求"国 际 化#!仅 以1LM$

11LM作为衡量学 术 水 平 的 最 主 要 指 标 的 倾 向!显

然是不合适的%可以相信!各种研究取向的和谐$
综合发展!将会大大加快我国心理科学的发展!并

对构建和谐社会做出持续的贡献%
参考文献!
&"’!中共中央关于构 建 社 会 主 义 和 谐 社 会 若 干 重 大 问 题 的 决 定

&N’A北京(人民出版社!#$$H(#DA
&#’!左民安A细说汉字)))"$$$个 汉 字 的 起 源 与 演 变&N’A北

京(九州出版社!#$$D(!B"A
&!’!金应中A构建 和 谐 世 界(持 久 和 平!共 同 繁 荣&*’A解 放 日

报!#$$HG$!G#BA
&C’!O’P5-6!L)O)@25.2/28956>/(50’-235<5/6,-5<5.2’0

Q-’>5668.Q6:>3’235-/Q856&N’**N)R)1258.+?=),!L’.G

25<Q’-/-:R6:>3’235-/Q856)*54S’-T(U-55R-566!"FH"(

"BCK#DH)
&D’!王登峰!张伯源A大学生心理卫生与咨询&N’A北京(北京大

学出版社!"FF#A
&H’!王登峰A自 我 和 谐 量 表 的 编 制&+’A中 国 临 床 心 理 学 杂 志!

"FFC!#+",("FK##A
&%’!王 登 峰!崔 红A 心 理 卫 生 学&N’A 北 京(高 等 教 育 出 版 社!

#$$!A
&B’!王登峰!崔红A人格维度与行为抑制的相关研究&+’A心理科

学!#$$H!#F+",(%KBA
&F’!俞可平A中国公民社会制度环境的主要特征&+’A新华文摘!

#$$H+H,(""K"CA
&"$’!蔡守秋A论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法学理论&+’A新华文

摘!#$$H+!,(""K"CA
&""’!O’P5-6!L)O)L(85.2GL5.25-5=V35-/Q:&N’)W’.=’.(

L’.62/X(5YL’<Q/.:!"FD")
&"#’!王春福A构建和谐社会与完善利益表达机制&+’A中共中央

党校学报!#$$H+!,(#"K#HA
&"!’!叶 汝 贤A每 个 人 的 自 由 发 展 是 一 切 人 的 自 由 发 展 的 条 件

&*’A光明日报!#$$HG$%G"$A
&"C’!黄光国A中 国 人 的 权 利 游 戏&N’A中 国 台 北(远 流 出 版 公

司!#$$#A
&"D’!王登峰!崔红A解读中国人的人格&N’A北京(社会科学文

献出版社!#$$DA
&"H’!王登峰!崔红A中 国 基 层 党 政 领 导 干 部 的 胜 任 特 征 与 跨 文

化比较&+’A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H!C!+H,(

"CHK"DCA
&"%’!王登峰!崔红A中国基层党政领导干部的工作绩效结构&+’A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H!!#+",("KBA
&"B’!黄希庭A再 谈 人 格 研 究 的 中 国 化&+’A西 南 师 范 大 学 学 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C!!$+H,(DKFA
&"F’!林崇德!俞国良A心理学研究的中国化(过程与道路&+’A心

理科学!"FFH!"F+C,!"F!K"FBA
&#$’!杨国枢A心理学研究的中国化&N’**杨国枢!文崇一A社会

及 行 为 科 学 研 究 的 中 国 化A 中 国 台 北(桂 冠 图 书 公 司!

"FB#A
&#"’!王登峰!侯玉 波A心 理 学 研 究 的 中 国 化)))一 种 别 无 选 择

的探索&*’A光明日报!#$$DG$HG#$A
&##’!王登峰!侯 玉 波A"心 理 学 研 究 的 中 国 化#学 术 研 讨 会 纪 要

&+’A心理学探新!#$$D!#D+",(B$A

责任编辑!曹!莉

$%&’()*+,+-%*./0*12034)*,)5+$).,%-/!6+/.7)&)8,.0&9:;&)30-,)*+
)*2034)*,)5+$).,%-/()*+-35.-,)*

Z@*[J5.PG05.P""##;7@*[\8G28.P#
$"!"#$%&’"(&)*+,-./)0)1-$(23","$%./4"(&"%)(+"%,)($05&-$(26).5$0+,-./)0)1-"

+"75(18(59"%,5&-":"5;5(1"$$B%""4/5($#
#<"-=$>)%$&)%-)*4)1(5&5)($(2+"%,)($05&-)*?5(5,&%-)*@2A.$&5)("6)A&/B",&8(59"%,5&-"4/)(1C5(1C$$%"D"4/5($%

<=+-30.-(V35Q-565.2Q/Q5-/8<6/25]Q(’-8.P235Q’668X(5/QQ-’/>3562’>’.62-,>28.P3/-<’.8’,66’>852:0-’<235Q5-G
6Q5>2895’0Q6:>3’(’P:);/-<’.8’,66’>852:4/6=508.5=0-’<(5]8>/(/.=Q6:>3’(’P8>/(/./(:686’0L38.5654’-="35]85#
+3/-<’.:,/68.25-GQ5-6’./(/.=8.25GP-’,Q*>(/663/-<’.:4823=8005-5.>56X52455.8.=898=,/(6/.=P-’,Q6’->(/6656)?0G
0’-26’.>’.62-,>28.P3/-<’.8’,66’>852:/-5235.>(/668085=/623-55/6Q5>26!./<5(:Q-’<’28.P65(0>’.68625.>:!8.25-Q5-G
6’./(>’.68625.>:!/.=3,</.G5.98-’.<5.23/-<’.:)@.=235<’62Q’668X(5>’.2-8X,28’.60-’<Q6:>3’(’P:45-5>(/668085=
/623-55</8./-5/6/6<5.2/(35/(23/.=6,X̂5>289545((GX58.P!Q5-6’./(=595(’Q<5.2/.=6,>>566!/.==:./<8>6,.=5-(:G
8.P=:/=8>!8.25-Q5-6’./(!/.=8.25-GP-’,Q8.25-/>28’.6)13’-2>’<8.P6’0>,--5.2-565/->3/.=/QQ-’/>3568.>’.2-8X,28.P
3/-<’.8’,66’>852:/.=3’42’>’<Q(525235<8668’.’0>’.62-,>28.P3/-<’.8’,66’>852:45-5/(6’=86>,665=8.2386Q/Q5-)
>%/?)31+(3/-<’.:-65(0>’.68625.>:-8.25-Q5-6’./(3/-<’.:-3/-<’.8’,66’>852:-Q6:>3’(’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