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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自从1986年初版面世不久就一直想出简体字版本，但是因为种种原因，一拖就是20年，所以
首先我要感谢重庆大学出版社，能让我这个多年的愿望得以实现。
　　20年后再出简体版，我也有些疑虑。
学问，尤其在现时的社会里，是一个赶时髦的东西，本书记载的是我们一批心理学工作者早年参与及
推动社会科学本土化所关注及争论的问题，对年轻的一代学子，还会有价值吗？
　　这几年在内地看到于丹、易中天等学者在大众传媒的走红，儒家经典在书店的热卖，孔子学院在
国际上的建立，都让我觉得中国的崛起，除了让世界上其他国家对之刮目相看，连自己的老百姓也对
自己有了信心，想要到自己的后园子里去找宝藏。
2009年6月22_23日，我在北京参加了一个由人民大学主办的名为“现代中国情境中的传统价值观（主
要是指儒家思想）：多学科的解读与构建”的会议。
参加此次会议讨论的学者包括儒学学院的住持，哲学家，宗教学、政治学及心理学研究者等。
这个会议主要围绕以下几个议题展开讨论：受到西方文明及文化价值观冲击的今时今日，传统价值观
还有存在的价值吗？
以什么形式存在？
在全球化的趋势下，这些价值观对当下的世界能作出什么贡献？
　　更重要的是，在这次会议中，大家把讨论及争议的焦点放在：传统文化是什么？
要如何去测量它？
要如何去研究它在现代中国情境中所起的作用？
我和与我一同赴会的、台湾大学心理学系黄光国教授，都不自觉的在会上说：“你们所提出来的问题
，我们本土心理学研究者在20年前就已经讨论过了，请大家看我们多年来所累积的著作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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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收集了作者在1986—1991年所写的有关中国心理学本土化的论文。
这些论文过去散见于两岸三地的期刊，作者系统的将其加以整理，借以阐明她对本土化的构想。
    全书只要内容包括：（1）对什么是心理学的本土化以及为什么要进行本土化的解说；（2）对当前
各中国社会中心理学研究的批评与建议；（3）对正在发展中的中国心理学本土化运动之评价及展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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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中芳，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心理学博士，现任北京大学人格与社会心理研究中心研究员及中国社会
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心理小组客座研究员。
长期游走海峡三地，从事本土心理学研究。
编著有《中国人、中国心》（三册）、《如何研究中国人》、《如何理解中国人》、《中国人的人际
关系、情感与信任》、《本土心理研究取径论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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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今天我很高兴能被邀请参加这个实验社会心理学的学术研讨会。
中国的社会心理学研究刚刚起步，实验社会心理学可谓仍在襁褓之中。
我今天之所以选择要和大家谈谈中国实验社会心理学研究本土化，主要也正是因为我觉得在这个学术
领域尚未起步之时，如果能够及时抓准方向，比将来走错了路再改要来得容易得多。
我认为实验法应该是研究社会心理的一个重要途径，特别在验证由理论所推衍出来的假设方面，最需
要这种严谨的研究方法。
但是，在做实验社会心理学研究时，也面临许多一般实验研究所比较少面临的困难。
如果我们能早些认识这些困难，并想办法去克服它们，那么实验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就更可以帮助
我们理解中国人的社会行为。
　　美国的实验社会心理学始于20世纪20年代，经过KLewin的大力推展，使“实验法”已成为社会心
理学研究的主流方法，至今历久不衰。
但是，在60年代末70年初，有部分心理学家有鉴于“实验法”被滥用而提出了相当严厉的批评（例如
，Ring，1967；Smith，1972），令社会心理学界开始反省并改进他们的实验设计。
我想美国实验社会心理学界这次反省的重点，是可以让我们在发展自己的实验社会心理学时作为借鉴
的，因此我想今天和大家把那些重点说一说。
我之呼吁实验社会心理学本土化也正是因为美国的这一次大检讨揭示出，对实验社会心理学研究结果
的解释，一定不能脱离研究情境及研究对象的“文化／社会／历史”脉络，因此，中国学者在建立中
国人的实验社会心理学时，必须注意要在中国当地的文化/社会／历史脉络中，来理解中国受试者在实
验中的实际心态与行为，并用之作为解释结果的基础。
不然，研究结果对推展中国社会心理学的知识只会起事倍功半的效果。
　　我今天想和大家讨论中国实验社会心理学研究本土化的另一个原因，是反观近年来内地社会心理
学的发展，我发现无论在构念及理论上，还是在方法上，都过分依赖西方的成果（详情请参阅：杨中
芳，1987a；杨中芳，赵志裕，1987），而在实验社会心理学方面也有将西方的实验程序照搬的现象。
有关照搬的一些弊害，我曾在前面所引两文中详细说明，在此我仅就与实验社会心理学有关的部分做
一些详细具体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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