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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个人是否可以在对社会心理学了解甚少的情况下，学到很多有关社会心理学的东西呢？
我相信是可以的——实际上，我写这本书就是想要证明这一点。
社会心理学的使命是，阐明形形色色的社会体验——从日常生活中那些“人人都会注意到的事情”，
到那些骇世惊俗的“常人不为之举”。
从根源来看，社会行为的寻常形式与极端形式之间的相似性，要远远大于其差异性，这既是社会心理
学也是本书的一个重要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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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社会有心理吗？
为什么说我们是社会动物？
为什么人们会照他们说的和做的那样去说去做？
为什么人们经常言行不一？
为什么人们在私下及公开场合的表现会那么大反差？
社会心理学中多数引人注目的研究或理论，都与人们的言行与其私下感受相矛盾这一情形的因果有关
，而社会心理学的使命就是阐明形形色色的社会体验——从日常生活中那些人人都会注意到的事情，
到那些骇世惊俗的常人不为之举。
本书以“自我审查”为中心，除了提供一个对社会心理学领域的介绍之外，还提供了对自我审查及其
动机、形式结果的分析、阐明了自我审查在日常生活中的普遍性和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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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戴尔·米勒，斯坦福大学心理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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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1章 引言一个富有同情心的成年人，对着一个没有艺术天分的孩子画的画赞不绝口。
一个心里忐忑不安的学生，允许她喝得七八分醉的室友开车送她回家。
一个抱有顽固种族偏见的老板，雇用了一位少数族裔成员。
一个对老师讲的东西听得糊里糊涂的学生，竭力装作听懂了。
一个为自己的意中人而神魂颠倒的年轻人，在其本人面前极力掩饰自己的真实情感。
一个小气鬼在与他慷慨的同伴们一起就餐时，留下一大笔小费。
一个对老板的决定抱持怀疑态度的经理，没有说出她的疑虑。
一个痛恨歧视言论的人，对同伴带有性别歧视的言论一笑而过。
一个对飞机出现紧急情况感到惊恐万分的飞行员，镇静地通知乘客飞机将会紧急着陆。
上面所说的这些行为，看似各不相同，实则都有一个相同之处。
每个行为都涉及个体采取一种违背其私下（内心真实）感受的公开场合下的姿态。
当人们当众隐藏、伪装、歪曲其内心感受或信念时，他们就是在审查自己。
自我审查（self-censorship）及其起因、形式、结果，就是本书将要探讨的主题。
尽管本书主要探讨自我审查，但它同样也是探讨社会心理学的书籍。
据我所知，从未有社会心理学家就自我审查这一主题单列一章，更不用说将其独立成书。
尽管如此，我仍然认为，多数社会心理学方面的研究和理论，都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来关注自我审
查这一主题。
接下来，我将尽可能比较好地证明我的观点。
通过围绕自我审查这一概念来组织本书内容，我希望能就社会心理学研究里最有趣的主题（新的与旧
的）中的许多，为大家提供一个新颖的观看的视角。
什么是自我审查一说起“审查”，我们都很熟悉它的意思所指。
它指的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言行的查禁。
自我审查同样涉及对言行的查禁，但在这种情形下，查禁的主体不是他人，而是行动者本人。
一个其上司禁止其举报公司违法活动的雇员，会一直受到审查；一个担心遭到同事反对而决定压制自
己对其所在公司非法行为了解的情况，则是她本人对自己进行审查。
在我们的文化中，对自由和个性的推崇，使得许多人认为，根本没人会想要进行自我审查——这是一
种应该抵制的软弱或懦怯的行为。
不过，这一想法是没有根据的。
从本质上来说，自我审查既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坏。
当然，有些自我审查行为表明一个人意志／自制力的失败，但在其他情形下，比如本章开篇所说的内
心惊慌的飞行员在乘客面前隐藏自己恐惧的例子，就表现了自制力，体现了勇气而非软弱。
对于想要在他们所生活的社会世界中取得成功的人来说，他们必须具备抑制自己私下内心真实感受和
想法的能力，以及同样重要的掩盖这一事实不让别人看出你在这么做的能力。
回想一下开篇例子中那位赞扬孩子的大人。
为了实现鼓励孩子艺术雄心的目的，大人必须能够既不让孩子知道自己的真实想法，又不让孩子觉察
到这一欺骗。
自我审查对于社会功能的顺利运转，可以说是至关重要。
如果人们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去审查他们强烈的反社会情绪，文明的生活也就无从谈起。
社会心理学与自我审查自我审查过程说明了社会心理学中两个最核心的主题：人是规范的遵从者
（norInfollowers）和人是意义的追寻者（meaningseekers）。
作为遵从规范的人社会生活规则要求我们必须对社会暗示和社会规范极其敏感。
我们在各种情形下说什么和做什么，并不是简单地取决于那些情境在我们内心所萌生的感受或想法，
而是取决于我们认为在这些情境中怎样说或做是合适的。
社会心理学家中一个非常常见的评价是：与像人格特质这样稳定的内在个人特质相比，情境对人的行
为有着更有力的决定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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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情境力量”早就在该领域中得到了认可（Ross&Nisbett，1991）。
多数情况下，“情境力量是强大的”明证，来自人们的公众行为和私下体验是相分离的表现。
也就是说，人们认为情境的力量可以强大到妨碍他们按照自己真实的感受或信念来行事的地步。
例如，我们在第3章将会看到，最有趣的从众的例子，通常都会涉及这样的情形：虽然人们心里并不
认可和接受他人的行为或态度，但在行动上最终都会附和他人。
同辈压力的力量，可以在群体诱导其成员作出非其本心所愿的异常之举时，再清楚不过地看到。
作为追寻意义的人为社会体验赋予意义，是社会行动者的基本任务之一。
因为是人们赋予情境的主观意义，而远非这些情境的客观特征，在指引人们的行为。
宣称情境是人们行为强有力的决定因素，实际上也就是宣称，人们对情境的解释或构建方式，是其行
为强有力的决定因素。
自我审查为揭示人们寻找社会生活意义的过程，提供了一扇特殊的发人深省的窗户。
首先，自我审查行动本身就是一种个人赋予特定情境意义的反应。
一个人审查自我的决定，只有在赋予情境以特定意义的情况下才会发生。
比如，除非人们将一种情境理解为在其中应该实施符合正义规范的言行，否则他们是不可能去审查自
己比较自私的冲动的。
其次自我审查行动本身，会强烈地影响情境对个体所具有的意义。
一种会让我们以不同于私人感受的方式行动的情境，会强有力地影响我们赋予情境的意义。
比如，看到我们在一种关系中犹豫再三不愿说出内心的想法已经传递出很多关于那一关系的重要信息
。
总之，自我审查行动，既是对社会情境的反应，也是社会情境的一个组成部分。
我们为什么要审查我们自己就像开篇例子所揭示的，自我审查背后的动机可以说是千差万别。
在一些极端的案例中，动机可能是自我保护。
已经远去的历史长河中和近在我们身边的现实生活中，充斥着大量这样的例子—_在残酷的统治下，
为了生存下去，人们必须压抑他们内心真实的信念。
不过，自我审查背后的动机，极少是为了活命。
一般来说，自我审查都是基于这样或那样的社会动机引起的，下面我们就来介绍其中的一些。
为了维护群体和个人在其中的地位两种常见的自我审查动机是：维护所在群体的凝聚力；维护个人在
群体中的地位。
这两种动机，都可在几年前进行的一项对大学校园饮食行为的研究（Kitts，2003）中看到。
这项研究重点关注素食餐厅的学生成员。
在这些餐厅存在强烈反对吃肉这一规则，并不让人惊讶；然而，在是否忠实地履行素食主义方面，成
员之间却存在非常大的差异，大多数人都会偶尔吃上一些肉（通常是鱼肉）。
不过，学生们一般都是悄悄在私底下吃，小心翼翼，尽可能不让他们的同伴看，到或听到。
当被问及他们为什么吃肉要瞒着素食同伴，他们说是既要顾及自己的脸面（“我不想让他们教训我，
或是让我感到内疚”），同时也是为了同伴着想（“我不想让他们感到厌恶”）。
为了增强一个人对他人的吸引力在基茨的研究中，素食者进行自我审查的原因之一，就是要保护他们
的社会地位——他们不愿失去同伴的喜欢。
在另一些情形下，就像扎纳和帕克（Zanna&Pack，1975）所做的一项有名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样，人们
进行自我审查是为了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而不仅仅是维持地位。
研究的参与者是一些女大学生，她们认为自己参与其中的实验的目的，是要确定人们在多大程度上能
够通过选定的关于他／她的信息，准确判断一个人的人格特质。
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参与者和她的男性搭档（暂时不在场）需就一系列个人问题交换他们的答案，并
据此获得彼此的印象。
参与者提交答案前，会先得到一份据说是其搭档的答案。
这一信息中包括这样的事实：搭档心目中的理想女人，要么是以家庭为中心、顺从于丈夫，要么就是
有抱负、坚强而独立。
信息中同时也暗示了该搭档要么很迷人，要么不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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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实验者所预期的那样，女学生会根据她们认为自己将会遇上什么样的人，而对自己作出不同的描
述。
与期望遇见一个有魅力的开放型男士的女生相比，期望遇见一个有魅力的保守型男士的女生，更多地
把自己描述成一个传统女性。
不过，当对男性的描述听起来没有什么吸引力，差异效果就没有那么明显。
给人留下更深印象的是，与那些期望遇到一个有吸引力、没有性别歧视的男士的女生相比，那些期望
遇到一个观念比较传统但很有吸引力的男士的女生，在变换字母顺序组词测验中正确解答的题目会
少18％。
显然，她们不想通过让自己显得太聪明而吓跑那些比较传统的男人。
当然，并不只是女生会伪装自己以给有吸引力的异性留下深刻印象。
莫里尔和塞罗伊（Morier&Seroy，1994）使用男性参与者，重做了一遍扎纳一帕克的实验，结果一样
。
也就是说，男性同样会为赢得有吸引力的异性的青睐，把自己的性别角色态度伪装得更保守。
为了避免与人对立除了伪装自己以使自己对他人显得更有吸引力，人们有时也会像伯恩斯坦等人
（Bernstain，etal.，l983）的研究所揭示的那样，假装为他人所吸引。
这项研究的参与者是男大学生，目的是调查人们对经典默片的反应。
实验程序据说要求参与者观看不是《忧伤的小丑》（sadclown）就是《闹剧》（slapstick）的电影片段
，随后给出对影片的反应。
实验室中有两张桌子，每张桌子上都放着一台电脑。
正对电脑，各有一把椅子，相互间隔7.6厘米。
一块木制的隔板，把两张桌子及相应的椅子分隔开。
当实验参与者到达后，他会被告知，另一个参与者（实际上是实验者的一个助手或“同谋”）已经准
备就绪。
同谋是一位相当有吸引力的女士。
实验者告诉参与者，正常情况下，两台电脑会播放不同的电影片段，但因有一个录像带有点问题，在
他们这一场，两台电脑会播放同一个电影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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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没有一本书能够声称它可以告诉读者所有关于社会心理学已经了解的东西，这本书自然也不例外。
实际上，考虑到它是这么小的一本书，它的内容一直都是经过筛选的。
那么，像这样一本书，能够希望向读者传递社会心理学领域什么独到的东西呢？
我的目的有两个。
首先是，我希望能让读者学会欣赏社会心理学技艺——展示社会心理学家如何看待社会世界、如何把
他们的想法转化成经验研究。
本书经过精心挑选的内容，比一般社会心理学书要更为详细地描述了这些研究，尤其是它们的历史背
景、方法、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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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社会心理学的邀请》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人生就是一声旅行青春是最美的一段风景你，永远自由的心灵请接受我的邀请与我同行在苍茫的路途
燃烧激情刻下这独一无二的我和你融入那亘古不变的天和地在路上.....快来读《社会心理学的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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