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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回避的问题。 

这里就出现了技术的社会控制问题。迄今为止，社会科学家研究过的社会控制机制主要有这

样几种：一是市场机制。这是一种事后调节机制，它对于预防“小概率，大事件”的发生可以说

是无效的；二是法律。但法律并未有效制止诸如电脑“黑客”和恐怖活动的现实，说明法律的效

力是有限的；三是政府控制。在依靠民间技术创新的时代。政府对技术的垄断越来越困难。而且

政府控制还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如对个人自由的侵犯。四是社会道德。但社会道德约束是松散

的。五是决策程序制约。一般说来，集体决策的程序较复杂，制约因素较多，造成毁灭性后果决

策的可能性较小，而个人决策则没有这种约束。问题是，毁灭性技术向私人，包括私人公司的扩

散，出现了对它的使用由个人做出决策的可能。 

举出诸种控制的缺陷并不是要证明悲观结论。而是说明，在面对新的问题时，以往的基础性

研究是很不够的。社会学家需要更大的智慧。 

 

 

我看中国社会心理学 
 

方  文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副教授 

 

社会心理学，作为关注社会行动者的生物潜能、文化限度和社会情境的理智探求，历经了一

个世纪的发展，它已经在科学共同体中赢得了自身独具的合法性与学科尊严，也在公众中获得崇

高的社会声望。在未来的时段中，她将继续在理论建构，学科方法体系的完善及实践应用诸方面

获得突破和进展。 

1． 理论建构  以社会的延续及个体的独特性之间的悖论作为基本理论问题，社会心理学将

会在已有的中层理论的基础上，融合动物行为学、社会学、人类学及心理学的智慧传统

和研究实践，建构统一的社会行为论。这需要对已有的三种面向的社会心理学概念框架

即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实验社会心理学和情境社会心理学进行重新构造，从而为人类

个体和群体在实际的社会互动情境中的社会行为及其限度提供科学的解释、说明和预测。 

2． 方法体系的完善   社会心理学将会迈入一个方法多元和方法宽容的时代。没有一种方法

会在整个方法体系中占据独断地位。偏好不同方法的学者将会密切合作而友善对话。同

时，新的研究技术将被构造出来，并且产生重要影响，如元分析技术（meta-analysis）

和话语分析技术。 

3． 实践  社会心理学家将逐渐走出书斋，以二战期间的入世关怀为模板，去关注更为宏大

的社会问题，如全球化及信息、人口膨胀及老龄化，环境及生态危机，文化冲突和文化

认同及社会不平等。 

 

中国社会心理学经过二十年的不懈努力，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也遭遇了困境和挑战。 

1．学科的基本制度结构   中国社会心理学会及中国心理学会社会心理学分会已经成立，并

对社会心理学的学科规划产生了积极影响：相关的学科教学和科研机构和制度正在完善：规范化

的学科培养计划如博士后研究、硕士、本科和职业培训体系正在形成：相关的基金资助的力度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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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大；社会心理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合法性，在中国的科学共同体中已经建立。 

2．研究积累和进展   学科的中文教材体系（翻译的和自身编著的）和相关的中文参考文献

正在丰富，但独立和深刻的研究著作仍然少见；政府每年有少量与社会心理学有关的资金资助，

但都偏于应用和对策项目；学者的研究成果几乎没有独立的发表园地，它们只好散见于心理学和

社会学的刊物中，中国社会心理学会的学术会刊《社会心理研究》只能以内部发行；值得提及的

是，一批青年学者在与港台学者的对话和交流过程中，以“地方性知识”的建构和本土化为目标，

尝试对中国特定文化背景下的中国人的社会行为进行说明和解释，有相当的进展和影响。 

3．主要问题和概要评论   中国社会心理学的良好发展面临困难、挑战和机遇。由于社会心

理学的学科制度的分裂和学术训练背景的差异，偏好实验方法的心理学学者与偏好调查访谈的社

会学学者之间少有沟通，这使有限的社会心理学的研究群体的资源的合理配置遭遇障碍；作为享

有学术霸权的话语，社会心理学本土化的定位渐渐产生其非预期的不良后果，这就是对国际主流

社会心理学的理智转型的忽视、漠然和无知；每年生产大量的社会心理学的虚假文本和肤浅的经

验研究，使学科处于泡沫繁荣状态，无法为中国社会心理学同时为世界社会心理学的发展提供理

论建构和数据积累的想象力和洞察力；面对中国社会空前的结构转型及其后果，社会心理学者处

于无语或失语状态。 

新世纪并不必然会亲睐中国社会心理学。在批判性自我反思的基础上，处于边陲地位的中国

学者，惟其以宏大的社会问题及其它们所隐含的现实的社会行动作为关注的视域，在充分了解和

反思西方智慧的基础之上，进行脚踏实地的辛苦工作和点滴积累，中国社会心理学的荣誉之门才

可能慢慢洞开，与国际学者平等而有尊严的有效对话和合作才可能慢慢实现。 

 

 

20 年文化研究的嬗变：从启蒙到表述 
 

高丙中 

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教授 

 

在过去 20年里，社会学界的文化研究在对象、理论、方法诸方面经历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

在种种变化之中，我们发现文化研究的旨趣发生了一次重要的转折，我们把它概括为启蒙到表述

的嬗变。大致来说，在前 10年里，现代话语逐渐占据支配地位（获得文化霸权的地位），人们研

究中国文化的着眼点是批判中国人相对于“现状”标准的落后思想，使中国人不再封闭、保守，

转向未来，追求效率。人们的信念是通过文化现代化为中国全面现代化创造条件。克服传统的现

代化，现代文化，发达国家文化。 

定位于启蒙，设定自己高高在上，全知全能，懂得过去，胸怀未来，以不可质疑的现代性尺

度衡量对象（符号暴力），语言模式是这种文化现象反映某种落后的属性，需要吸收某种现代属

性予以改造。挑刺，找毛病，如何改掉它。如：国民性，劣根性：愚昧、封闭、狭隘、自私、窝

里斗、奴性。教育程度、宗教信仰可以作为文化指标。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健康、进步、优良的生

活方式，同时也需要关注民众文化程度对于社会发展的重要影响，探讨一种理想的生活方式。 

要注意高度的社会同质性与文化共识之间的关联。启蒙与发展、意识形态批判与解放思想和

改革开放的表述需要步调一致。吸收外资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会吸收外来文化。要研究一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