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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心理学史的研究，走过了80多年的历程。
20世纪是中国心理学史研究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怀疑到肯定、从分散自发到组织自觉，乃至最终
取得丰硕成果的一个世纪！
1921年中华心理学会成立之后，便陆续有10多位中国心理学史研究的先驱，开展了这一领域的研究工
作，发表了为数不多的论文。
建国后的头30年，由于众所周知的种种原因，中国心理学史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发展。
直至20世纪80年代之后，在著名心理学家潘菽、高觉敷的组织与学术带领下，逐步有领导有计划地展
开了中国心理学史的研究工作，并获得了空前的成就，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应当说，建国以来的后20年是中国心理学史研究的头一个黄金时代。
其主要的成就与贡献可以归结为如下几个方面：（1）出版和发表了大批中国心理学史的研究成果，
包括专著、资料集、教科书以及数以千计的论文。
（2）证明了中国是世界心理学的发源地之一。
“在没有得到中国的资料之前，心理学不可能成为一门普遍有效的科学”，从而在心理学领域逐步增
强了民族自豪感，消除了民族虚无主义。
（3）对其他心理学的研究与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如近10多年来，不少心理学的著作与论文，在相关处都引用l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的观点与材料来说明
问题。
这在以前是见不到的。
（4）对中国教育史甚至中国哲学史也都有或多或少的影响。
以中国教育史为例，过去在阐述古人的教育观点时，不太从心理学思想的角度去加以考虑，但20世
纪80年代以来却逐步发生了变化。
（5）创建了中国心理学史新学科，开辟了中国心理学史研究新领域，填补了世界心理学史的一块空
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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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文化心理学》一书内容丰富，涉及面广泛而成系统。
全书共16章，就心理问题而言，包括中国人的社会化观、自我观、尚“和”心态、人情观、面子观、
心理卫生观、心理测量观、军事观、文艺心理观、人格心理观、思维方式。
本书主要有以下特点：现实性，理论性，系统性，创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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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汪凤炎，男，汉，1970年3月25日出生，籍贯江西景德镇，心理学博士、教育学博士后。
现为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专职研究员。
兼任中国心理学会“理论心理与心理学史专业委员会”秘书。
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国文化心理学（含中国心理学史）和教育心理学（侧重德育心理学）。
在中国心理学史领域，首倡中国文化心理学的研究，出版国内第一本《中国文化心理学》著作（第一
作者；暨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版），提高了中国文化心理学的生命力与吸引力；在德育心理学领域
，出版中国第一部系统研究中国传统德育心理学思想的著作——《中国传统德育心理学思想及其现代
意义》（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版；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修订版）；并在《德化的生活》（第
一作者，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一书里初步建构出专门用于解释品德学习迁移现象的良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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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走进中国文化心理学  一、什么是中国文化心理学  二、为什么要研究中国文化心理学  三、怎
样研究中国心理文化学第二章 中国人的社会化观  一、社会化的涵义  二、社会化的理论  三、社会化
的历程  四、余论第三章 中国人的自我观  一、“我”的语义分析  二、“我”的内容  三、自我的发展  
四、自我表现  五、中西方自我的差异  六、对当代中国人塑完善自我的启示第四章 中国人的尚“和”
心态  一、“和”的语义分析  二、尚“和”心态的表征  三、尚“和”心态缘由  四、实现“和”的策
略  五、简短结论  附：问卷第五章 中国人的情观  一、何谓“人情”  二、为什么重“人情”  三、“人
情”的适用范围  四、人情运作的法则  五、人情压力   六、人情压力的消除机制  七、对当代中国人的
启示第六章 中国人的面子观  一、什么是“面子”  二、为什么要讲“面子”  三、面子行为  四、面子
工夫  五、对当代中国人的启示第七章 中国人的迷信心理与对策  一、忌讳心理  二、盲信心理   三、崇
拜心理   四、依恋心理   五、破解迷信心理的对策 第八章 中国人的教育心理观  一、学习心理观  二、
智能心理观  三、教师心理观第九章 中国人管理心理观  一、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以复杂人假设作为
管理的前提  二、同人心：管理目标是获得和谐人际关系  三、得其心有道：赢得民心的方法  四、对当
代管理心理学和人力资源管理的启示第十章 中国人的心理卫生观  一、心理卫生的理论基础  二、心理
卫生原则  三、心理卫生方法  四、对当代心理卫生的启示第十一章�中国人的释梦心理观第十二章�中人
的心理测量观第十三章�中人的军事心理观第十四章�中人的文艺心理观第十五章�中国人的人格心理观第
十六章�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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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事先避免失面子的做法这是一种预防性的措施，常用的有以下几种：1．事先声明性行为个体
在预期失面子的行为将可能发生的情况下，为避免失面子通常采取这种做法：以声明在先的方式，解
释或否认自己行为可能的不良后果。
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体现出一个人有自知之明，有自知之明的人往往能使自己不丢面子。
如在元旦文艺晚会上，在做“击鼓传花”的游戏时，假若“花”碰巧传到你手中，按游戏规则你需表
演一个节目。
这时，如果你想唱一首歌，为了不失面子，稳妥的做法一般是：先向听众做一个礼貌性的预先道歉，
比如先说几句诸如“自己五音不全或没有音乐细胞，歌唱得不好，请勿见笑”之类的话，然后再表演
节目，这样，。
旦你真的唱不好，听众也只是善意地笑一笑而已；如果你唱得好，听众就会觉得你很谦虚。
一句话，无论结果如何，你都不会丢面子。
2．加强自我修养面子，说到底，实是指一个人才能的大小和品德的高低。
一个人若能通过后天学习与修养，不断提高自己的才能与品德，不但能避免丢面子行为的发生，而且
还能增大自己的面子。
所以，加强自我修养是一种能事先有效地避免丢面子的好做法。
这种做法一般是：自己知道自己在某方面不足，于是事先就加强自我修养，练好“真本领”，以备不
时之需。
例如，为了不至于在迎新晚会上“丢脸”或“丢面子”，尽管你以前一向不爱唱歌，这时也可苦练一
首歌曲，使之成为自己的“经典节目”。
这样，一旦在迎新晚会上需要你表演一个节目的时候，你就可以大大方方地站起来为同学表演你的“
经典节目”，自然会赢得同学的一片掌声。
加强自我修养还是事后挽回面子与增加面子的有效做法，即通过提高自我修养（包括能力和人品等）
来挽回或增加自己的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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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中国文化向有重人的精神与传统。
天地人三才的思想在中国源远流长。
在中国人眼中，只有“人”才能做到上顶天，下立地，由此让人体会到做人的尊严、做人的可贵！
但是，在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看来，这种有尊严的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要通过个体的后天努
力，通过做人的历程才可能实现、才可能完成。
于是，中国文化一向重视人禽差异的研究，主张人只有按对人的要求而不是按对禽兽的要求去做人，
一个人才真正成为人。
同时，中国文化很早就认识到“人和”的可贵，使得“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成为中国人的
共识。
⋯⋯这诸多机缘促使中国学人向来重视对人的心理与行为规律的研究，致使中国文化尤其中国传统文
化是一种充满心理学意蕴的文化。
毛泽东同志曾说：“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
应当割断历史。
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
”①这一思想同样适用于中国的心理学研究，可惜的是，由于某些原因，中国文化里所蕴涵的丰富心
理学思想至今仍未引起当代中国心理学界的应有重视！
这从当代中国心理学界很少有人专门从事中国心理学思想研究以及在一些有心理学专业的高等院校和
研究所里很少开设“中国心理学史”或类似课程的事实里就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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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文化心理学(第3版)》主要有以下特点：现实性，理论性，系统性，创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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