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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历经改革开放30年的高速发展，今天作为一个正处在上升中的大国，公民的社会心态如何，决定
着中国将以何种方式来影响世界，也决定着中国的和平崛起能否得到世界认同。
　　面对新时代新机遇的挑战，中国的心理学应向何处去？
2008年5月，“首届心理学与中国发展论坛”在武汉大学举行，心理学家们怀着职业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在珞珈山下聚首，共议心理学与中国发展，号召国人以更加宽广的视野去关注国家发展与社会心态
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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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言心理学中国化的超越/钟年　彭凯平学与思　心理学研究中国化的理论思考与实证证据/王签峰　
崔红　民族文化心理学研究及对中国崛起的意义/彭觊平知与行　应用社会心理学为建设和谐社会做贡
献/乐国安　中国社会心理学的成就、困难和机遇/梁觉　中国社会发展与心理学的使命/许杰　金融危
机下中国企业家的抉择与发展方向/全整华　如何宣传中国文化：跨文化沟通心理学的意义/彭凯平道
与论　中国的心理学应该如何做（论坛发言纪要）　首届“心理学与中国发展”论坛发起人谈“大国
心态”　首届“心理学与中国发展”论坛之特别奉献——与著名心理学家面对面　首届“心理学与中
国发展”论坛开幕式　论坛发起人与湖北省心理学界同仁共同探讨“心理学中国发展”结语　迈向人
民的心理学/钟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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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学与思心理学研究中国化的理论思考与实证证据/王签峰崔红中西方行为与思维模式的差异在心理学研
究中已经积累了大量的实证证据，而且这些差异往往被看做是中西方文化差异的结果。
例如Nisbett认为，亚洲文化下的人和欧洲文化下的人在思维上存在很大的差异，甚至看待他们周围世
界的方式都有很大差异。
文化的内涵是非常丰富的，包括建筑、生产方式、器物等物质层面的内容，也包括语言文字、价值观
、思维方式等非物质层面的内容，而对人性的看法是文化的核心内容。
本文将从中西方文化中对人性的基本看法人手，深入探索中西方行为与思维倾向的差异。
中西方文化中的人性假设“人性”一词，按字面去理解，就是指“人之性”。
中国传统文化中对“性”字的解释有很多种，如“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荀子）、“天命之谓性”
（子思）、“如其生之自然之资谓之性”（董仲舒）、“性，生而然者也”（王充）。
“性”字最初的含义简单来说就是指事物的状态、情况，或说质性、特点等。
“人性”就是指人所具有的状态和资质。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中西方哲人曾对人性进行过探索，并一直在对人性进行不懈的探索，人性的生物
学属性却是自私的。
按照英国生物学家达肯斯（R.Dawkins）的观点，作为生命最基本单元的基因的唯一天性是自我复制，
不能自我复制的基因无法继续生存，更谈不上传宗接代。
基因要达到自我复制的目地，唯一可行的手段就是拿出自私的本领，利用天地间的生物为它生存与繁
衍的载体，把生物体视为它的殖民地，把生物细胞视为它的工厂，把细胞核的核苷酸视为它的原料，
用来自我复制。
基因自我复制和自私的天性，成为宇宙间生物繁衍的原动力。
人性的生物学属性是分析中西方人性假设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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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心理学与中国发展》终于编好了，回想起来，这本书也和论坛一样，经历了诸多设想的变更。
先是在论坛举行的过程中，大家的想法是将论坛发言记录整理出来，内部印刷分发给国内同行。
后来和凯平、石铁商量，认为还是尽量正式出版一本书，也算是首届论坛的一项成果，但正式成书，
仅仅是发言的内容就显得不够分量，也不成系统，我们便希望各位发起人能围绕论坛的主题撰写文章
。
想法是不错，可各位发起人都是大忙人，要他们静下心来写篇文章，不说是登天之难，也有登泰山之
难了。
于是，我就扮演了讨债人的角色，利用各种机会，或口头，或短信，或电邮，频频发出讨债信号。
现在元旦已过、春节将至，总算文章基本收齐，但我在各位发起人眼里，怕已变成《白毛女》中面目
狰狞的恶霸黄世仁了。
书名和全书结构的确定也颇费周折。
论坛之后，我和凯平在北京、成都、广州、武汉、哈尔滨等地多次磋商，每有结果再打电话或发邮件
向石铁汇报，最后才定下《心理学与中国发展——中国的心理学向何处去？
》这个书名以及本书目前这样的篇章结构。
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心理学的同仁也参与了许多意见，如几次与郭永玉教授同机旅行，他就提供了不
少有价值的观点和想法。
最后，要感谢在论坛筹备、召开以及后续整理工作中给了我们支持、帮助或付出辛勤劳动的人：有杨
国枢教授、刘华山教授、孙蓓如教授、马健教授等在论坛筹备过程中给予的支持，还有周宗奎教授、
郭永玉教授、佐斌教授、王伟老师等在论坛召开过程中提供的帮助。
武汉大学心理学系的一些年轻老师、2007级硕士研究生、2005级本科生以及“万千心理”的工作人员
在整个论坛的活动中付出了大量劳动，其中程爱丽、汤平、孙琦、戴婕、华蕾等出力尤多。
没有他们的支持、帮助和劳动，论坛各项活动的顺利进行是难以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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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心理学与中国发展:中国的心理学向何处去?》编辑推荐：这是中国心理学家的声音，回应着大国新
时代的召唤。
迈向人民的心理学，指引我们推进心理掌的中国化。
〈br〉构建思想交流对话的平台，整合心理学专业领域与交叉领域的资源，共同探讨心理学建设热点
话题和发展前景。
通过各路名家学者的智慧与思想的碰撞，共同关注心理建设与和谐社会问题，共同促进心理学的健康
发展，为中国发展与和平崛起贡献力量。
——心理学与中国发展”论坛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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