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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心理学中国化研究议题是中国心理学未来发展不可回避的问题"中国心理学早期在

学习$模仿和跟随西方心理学研究过程中初步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学科体系"但早期对西方心理学

的过度借鉴"导致中国心理学逐渐失去对中国人民心理本真的研究"学术界在心理学中国化研究

过程中出现学术分歧% 通过西方和中国心理学发展脉络对比分析"对心理学中国化研究中的科学

观$研究范式$研究内容$实证资料等进行研究% 研究认为"中国心理学研究者要在学术立场上形

成统一认识"构建心理学本土化研究的学术传统-在科学观方面"心理学中国化应该以大科学观统

摄小科学观"注重对心理规律实体性和心理规律精神性的研究"弱化方法中心论的倾向"强化问题

中心论的立场(在研究范式方面"对待客观研究范式与主观研究范式应该采取&适度原则'"保持研

究的科学性$有效性(合理性"从多维视角开展心理学中国化研究(在研究内容方面"以本土文化传

统为根基"突破对自然科学模式或人文科学模式的依赖"改变过于强调外在形式的观念"注重对中

国本土文化中的心理现象开展具有现实解释力和价值引导力的研究(在实证资料方面"在实证资

料积累的基础上逐渐加强理论反思与坚守能力"使基于本土文化的心理学研究用来指导实践和服

务学术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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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研究的文化立场是近年来心理学研究

的热点之一$ 尤其是近 E& 年来#中国心理学本土化

研究的呼声持续高涨$ 由于(本土化)这一概念相

对宽泛#而本文主要探讨基于中国文化语境下的心

理学研究#因此将心理学研究的文化立场界定为心

理学中国化研究$ 在中国第一本心理学杂志*心

理,的创刊号上#张耀翔就指出#中国心理学者的研

究方向有 ^ 个%(一是昌明国内旧有的材料&二是考

察国外新有的材料&三是根据这两种材料来发明自

己的理论和实验)#并要求(内容尽量求适合国情#

形式尽量求中国化)

/!0

$ 潘菽在*把应用心理学应

用于中国,中也提出(中国应当提倡应用心理学#还

应提倡中国的应用心理学)的主张/%0

$ 中国心理学

研究的中国化研究直到 %& 世纪 H& 年代后才真正开

始#是以中国台湾地区的心理学研究者发起的心理

学本土化研究为开端#随后国内其他心理学者逐渐

加入研究行列#正式拉开了心理学中国化研究的序

幕 /^0

$ 由于人们对心理学中国化研究持有不同的

学术观点#导致心理学中国化研究并未形成统一学

术立场#这主要体现在心理学的科学观-研究范式-

研究内容等基本问题上/E0

$ 心理学中国化研究尽

管没有形成一致的学术立场#但在研究目标上却有

着一致的主张#即都希望通过基于中国文化语境的

心理学研究#推动中国心理学的发展#并有助于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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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心理的理解$

一%文化异质与心理学中国化立场

##心理学中国化研究与西方心理学研究传统相

比#根本的差异在于文化根基异质所形成的哲学基

础不同$ 心理学中国化研究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

依托#立足中国文化语境开展心理学研究#并对人

的心理与行为进行描述-解释-干预和预测$ 西方

心理学则是依托西方文化语境开展心理学研究#并

对人的心理与行为进行描述-解释-干预和预测$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心理学研究除了希望能解释美

国本土民众的心理与行为#它还希望将根植美国文

化的心理学推广到其他文化#具有较强的(文化霸

权)色彩$ 无论是根植于中国文化的心理学传统#

还是根植于美国文化的心理学传统#心理学研究共

同的活水都源自各自本土文化$ 在后现代哲学的

影响下#不同文化取向的心理学希望站在同一平台

上开展交流与对话#但西方心理学根深蒂固的(科

学精神)仍是当下心理学研究的主流#西方心理学

(文化霸权)与(文化扩张)也依然存在#这一方面来

自西方心理学自认为拥有(高贵的血统)而对(边陲

心理学)的有意或无意忽视#另一方面也说明非西

方心理学并没有形成强大的影响力#不能与西方心

理学开展平等对话交流$

心理学中国化的历程表明#心理学中国化研究

不是对西方心理学的学术抗争#也不是因学术自卑

而产生的心理叛逆#心理学研究中国化应是一种心

理学研究的学术自觉和对待科学研究的基本态度$

学术自觉是中国心理学研究应有之义#也应是中国

心理学者致力于发展的心理学学术传统/$0

$ 在中

国几代心理学研究者的努力下#心理学中国化研究

已经不断深化#如王登峰等构建了中国人的(大七

人格)

/J0

#吴莹等开展了中国转型期社会心态的研

究#汪新建等开展了本土心理咨询与治疗本土化研

究/'0

$ 同时也有一些原创的新理论被提出#如葛鲁

嘉构建的新心性心理学理论体系/H0

#彭彦琴等关于

佛教心理思想的研究/"0

#汪凤炎等对传统智慧观的

理论建构及实证研究/!&0

#郭斯萍等对传统幸福观及

中西方心理学体系整合的思考/!!0

$ 由于中国心理

学研究者所持有的学术立场不同#虽然中国心理学

本土化研究取得一定成绩#但仍需要在学术立场上

形成统一的认识#只有这样才能逐渐形成中国心理

学本土化研究的学术传统#才能与西方心理学实现

平等对话交流$

二%科学观的学术分歧与学术立场

##诚然当代心理学呈现出越来越多的学科交叉

和融合#但无论从人文社会科学的融合!社会学-文

化学-人类学-传播学等"#还是从自然科学的融合

!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医学等"来看#心理学能否

看作是一门真正意义上的科学#才是各学科最为关

注的问题$ 同样#心理学的科学观是否需要转变#

也是近年心理学文化取向研究讨论的重要问题之

一$ 当代主流心理学研究基本都是按照实证主义

科学观来规范学科发展#但从国内心理学专业期刊

来看#目前只有*心理科学进展,是一本刊发综述类

文章的杂志#而另外的*心理学报, *心理科学, *心

理发展与教育,*心理与行为研究,*心理学探新,等

杂志#所刊发的文章 "&h以上均为基于测量和实验

的实证研究#从国内的现状便可间接看到国际同行

们在心理学研究方面的实证化倾向$ 从哲学的视

角谈当代心理学科学观的学术分歧#实证主义科学

观是遵循自然科学的实证主义-物理主义-还原主

义-机械主义-客观主义-价值中立等基本假设#将

心理现象物理化和实体化#通过客观可观察的方法

对心理现象开展研究#并揭示人的心理规律的研

究/!%0

$ 这种研究模式在早期物理学-化学-生理学

等学科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世纪科学心理

学的建立也正是以这些学科为样板#心理现象的基

本假设-研究范式的选择-研究议题的选定等都要

求在实证主义科学观的指导下来完成$ 实证主义

科学观对心理现象的物化和实体化为自然属性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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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进行(立法)#对于兼具精神属性-社会属性和自

然属性的人来说#显然实证主义科学观并不能为之

(立法)$

也就是说#实证主义心理学所秉承的是一种小

科学观#不能完全揭示人的心理规律#心理学研究

应以大科学观统摄小科学观#这种大科学观既应包

括实证主义科学观#也包括人文主义科学观$ 人文

主义科学观持有的是自然主义的研究态度-整体主

义的研究策略-主位研究的独特视角和对主体间互

动的研究立场#倡导关心人的心理生活#尊重人的

价值和尊严/!^0

$ 人文主义科学观与实证主义科学

观一样同属小科学观#也不能完全揭示人的全部心

理规律$ 心理学中国化研究#在科学观的规范上#

可以借鉴西方的研究准则#但也应立足具有中国文

化传统研究特点#从包容-整合的视野开展心理学

的研究$ 此即心理学中国化应以大科学观为基础#

以大科学观统摄小科学观#既注重对心理规律实体

性研究#也注意对心理规律精神性的研究$ 因此#

心理学中国化研究立足大科学观的立场#是一种折

中主义取向的选择#其主要目的是要弱化心理学研

究中方法中心论的倾向#强化心理学问题中心论的

立场$

三%研究范式的学术分歧与

学术立场

##客观研究范式是西方心理学实证主义的方法

论范式#它受实证主义哲学和逻辑经验主义哲学的

影响#以建立普遍性心理科学为目标$ 客观研究范

式要求心理学研究应利用量化的研究方法研究心

理现象#但客观研究范式的主客二分思维模式没能

完全揭示心理现象的精神性/!E0

$ 客观研究范式的

自然还原主义导致人性的物化和人的主体性的迷

失#限制了心理学研究的视野$ 主观研究范式来自

于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哲学#主张应肯定人是自主性

和创造性的存在#回到经验主体本身#确立人的主

观经验的真实性#提倡研究人的价值-尊严-自由-

责任-选择-人的意义等与人的主观精神性相联系

的问题$ 主观研究范式恢复了心理学对人性的关

注#尽管主观研究范式自称优于客观研究范式#但

有走向对精神性过度追求的可能性#尤其是二元对

立思维作为一种内隐的西方文化精神#也已经深植

到主观研究范式中$

心理学中国化研究应采取什么研究范式存在

两种基本观点$ 一是认为心理学中国化研究应采

取客观研究范式的立场#这样才能与西方研究者平

等交流$ 如黄光国特别强调%(如果要做本土心理

学的研究#必须在西方既有的认识论基础上进行#

因为科学知识本来就是西方发展出来的$ 这样#用

科学的方式呈现出来#可以跟西方对话-比较#就知

道中国人的心理如何不同$ 而不是说自己是完全

不可理解的另一套#也不比较#那怎么知道是不同

呢.)

/!$0二是认为心理学中国化应采取主观研究范

式的立场#这样才能充分对人的精神性进行研究并

加深对心理现象精神性的深刻认识$ 如汪新建等

认为%(中国本土心理学的重点是价值论的#而非知

识论的&是功能论的#而非本体论的&重点不在于对

客观事物的分析式认知#而在于落实到生活世界中

的体验式感知与实践行动$ 这样#从事本土心理学

理论的建构#并不是要像源自西方的科学心理学那

样提供所谓的客观性知识#而是结合当下社会生活

的实际#为人们疏导自身的心理困惑#提升自身的

精神境界#以及重建社会的价值共识提供一种可能

的路径和实际的借鉴$)

/!J0

客观研究范式和主观研究范式都有其自身合

理性#二者并不是对立或排他的关系#而是一种相

互补充关系$ 心理学中国化研究固然要受到本土

文化影响#但又不应受制于其人文性#人文性固然

需要操守#科学性亦不可弃之不用/!'0

$ 客观研究范

式和主观研究范式本身都有其适用性#关键是看研

究者对其持有的态度$ 若将某一研究范式作为心

理学研究安身立命的法宝则是偏颇的#但全盘否定

亦不能苟同$ 客观研究范式或主观研究范式都只

是开展心理学中国化研究的方法论选择#仅凭某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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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研究范式要么无法获致其对心理现象科学性的

理解#要么无法获致其对心理现象精神性理解$ 心

理学中国化研究要保持研究的科学性-有效性-合

理性#从多维视角开展心理学中国化研究$ 在对待

客观研究范式与主观研究范式的立场上应采取(适

度原则)#既应看到心理学的客观性研究原则给心

理学发展带来的诸多益处#也应看到心理学的客观

性研究原则在当代心理学危机中所发挥的消极影

响#因此需要在心理学中国化具体研究中掌握(适

度原则)#坚持客观性原则但不迷信客观性原则$

四%研究形式内容的学术分歧与

学术立场

##西方心理学发展有着过于注重心理学形式而

忽视心理学内容的传统$ 实证主义心理学是一种

心理学研究形式#人文主义心理学也是一种心理学

研究形式$ 这两种研究形式在哲学基础-基本假

设-方法论-研究对象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形成

了心理学研究的两种文化$ 在心理学诞生的一百

多年里#实证主义心理学与人文主义心理学从未停

止过争吵/!H0

#为了追求实证主义科学的外在形式#

实证主义心理学忽略了心理文化的存在#或仅将文

化作为一个背景变量来看待#为了追求人文主义科

学的外在形式#人文主义心理学则刻意批评实证主

义心理学用数字量化心灵#进而导致心理学研究的

人性缺失$ 美国心理学家布罗克曼在*第三种文

化%超越科学革命,一书中提出致力于消解实证主

义与人文主义两种文化裂痕的(第三种文化)#认为

(第三种文化)并不是一种具体文化#而是一种融合

实证主义与人文主义两种文化的语境/!"D%&0

$ (第三

种文化)的提出意味着心理学研究正在从过于注重

心理学形式向注重心理学内容转化#以改变实证主

义心理学贬低人文主义心理学过度注重主观性而

缺乏科学性#和人文主义心理学批评实证主义心理

学过度注重客观性而缺乏人性的现状$

心理学中国化研究不仅要注重心理学的形式#

更应关注心理学如何有效服务于中国本土文化中

的民众心理诉求$ 对心理学形式的关注是为了以

更加科学的方法研究人的心理现象#对心理学内容

的关注是为了重拾被实证主义心理学遗落的人性$

因此#心理学中国化研究不在于它是否采用了客观

研究范式或主观研究范式#不应固于对(科学)形式

的追求#而应以现实解释力和价值引导力为标准#

注重心理学内容的研究$ 具有现实解释力的研究#

可以吸引其他人愿意采用这一研究范式来解释心

理现象&具有价值引导力的研究#可以凝聚思想共

识和价值共识#共同规范和促成某一导向的研究思

路与社会行为$ 心理学中国化研究应改变过于强

调外在形式的观念#注重对中国本土文化中的心理

现象开展具有现实解释力和价值引导力的研究$

心理学中国化研究从形式到内容的关注#要以本土

文化传统为根基#突破对自然科学模式或人文科学

模式的依赖#开展更具现实性和更接地气的心理学

研究#但这种从形式到内容的转向仅是对过度实证

主义的矫正#而不是否定实证主义的研究范式$

五%实证资料积累和理论反思

建构的学术立场与分歧

##心理学的理论反思能力是心理学发展和进步

所必须具备的能力/%!0

$ 心理学研究的目标是通过

对心理规律的揭示来更好服务人的生活$ 心理规

律的揭示需要对心理现象开展大量的研究和理论

建构#而实证主义心理学的量化研究恰恰为心理规

律的揭示提供了实证资料的积累#对这些实证资料

的归纳和演绎便可提取出具有现实解释力的心理

学规律/%%0

$ 但如果心理学实证资料积累到一定程

度而不进行归纳和提取#不进行基于理论的反思与

建构#那么很有可能错过发现心理学规律的时机$

心理学中国化研究是在对西方心理学有益借鉴基

础上#发展能对中国文化语境下民众具有心理解释

力的心理学研究#这也同样需要加强理论反思与理

论建构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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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早期心理学中国化研究中#研究者就十分注

重心理学理论的反思与建构$ %& 世纪 H& 年代#中

国台湾地区的心理学者关于面子-人情-缘分-关系

等研究#并基于实证资料提出了相关理论模型/%^0

$

潘菽提出建设中国特色心理学的口号#并提出了构

建中国特色心理学体系的指导思路/%0

$ 进入 %& 世

纪 "& 年代#受国内外心理学本土化思潮影响#中国

心理学本土化研究进入全面发展时期#如关于中国

社会的关系-人情-报-土政策等实证研究和理论建

构/%E0

&中国社会转型期社会心态的实证研究和理论

建构&本土心理咨询与治疗现象的实证研究和理论

建构$ 正如汪新建等在*中国本土心理学%理论导

向-核心框架与主要挑战,一文中指出%(心理学的

中国化应以人文主义为基本理论导向#以如何用心

做人-用心做事为核心思考框架#以符合中国学术

传统-贴近中国社会现实的语言建立包括本土认知

心理学-本土人生心理学-本土社会心理学等在内

的中层理论体系$)

/!J0实证资料的积累为心理规律

的发现提供素材#但素材太多太杂也不利于心理规

律的揭示$ 心理学中国化研究应在实证资料积累

的基础上逐渐加强理论反思与建构能力#这样才能

使基于本土文化的心理学研究用来指导实践和服

务现实$ 但心理学中国化研究的理论反思并不是

要否定实证资料积累的价值#而是研究者要树立从

实证资料积累到理论反思与建构的宏观视野#这也

应把握一个(适度原则)$

六%结语

##一个合理的心理学理论应该是对本土文化中

心理学历史的延续和发展#一个完善的心理学体系

也应该由本土心理学历史和与之对应的本土心理

学共同组成$ 心理学中国化研究从对西方科学心

理学的追求向构建独立的心理学体系转变#需要具

有学术自觉之心#更需要有学术自信$ 这种学术自

觉就要求心理学中国化研究的学术发展应持有一

致的学术立场$ 那么#学术立场的转变就需要把握

一个转向(适度原则)#所谓(适度原则)就是我们在

构建心理学中国化研究的理论体系过程中!包括心

理学中国化研究所遵循的科学观-哲学假设-方法

论等"#处理好大科学观与小科学观的关系-客观研

究范式与主观研究范式的关系-心理学形式与心理

学内容的关系-心理学实证资料积累与理论反思和

建构的关系等$ 在(适度原则)的指导下#心理学中

国化研究应逐步摆脱心理学形式的束缚#构建具有

(含摄文化)的心理学研究$ 对于心理学中国化研

究来说#(适度原则)的含义包括(服务-满足-适合-

贴切-解释-理解)#这也同样是(适度原则)应遵循

的标准#即心理学中国化研究学术立场的转向%应

能够有效合理地服务于普通民众#应满足于普通民

众的心理需求#应贴切于普通民众的心理生活#应

有效解释普通民众的心理问题#应促进了普通民众

对心理与行为的理解$ 遵循这样(适度原则)标准

的心理学中国化研究学术立场的转向#既能够使心

理学中国化研究在科学心理学体系中占据一席之

地#又能够有效构建具有(含摄文化)的心理学研究

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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