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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中讨论&ldquo;脸&rdquo;和&ldquo;面子&rdquo;的篇幅居多：丢脸、长脸、不要脸、脸皮厚、
没脸见人、体面、给面子、留点面子、要面子、看我的面子等诸多概念，成为中国人日常生活和日常
交际的基本概念。
而这些概念也正是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中国人深层心理结构的一种反映，从而揭示&ldquo;人情与面
子&rdquo;在中国历代官僚体制中的突显地位。
据悉，本书共收录的9篇论文中，其中有5篇曾在台湾结集出版，不仅引起当时学术界的强烈反响，而
且市场销量非常好，再版次数达10余次之多。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在中国大陆出版此书，不仅保留了原书的精华，而且又增加新的论文，丰富了原
书的内容。
如果你读完这本精彩的《面子》，你会对《厚黑学》有更为全面的认识。
当然，这样一本书，也是你更为深刻了解华人内心世界的窗口。
解读中国人的权力游戏 　　智慧的心灵都是敏感的。
据说雨果在参观巴黎圣母院的时候，发现一面墙上刻着&ldquo;命运&rdquo;两个字。
它的痛苦扭曲沧桑深深的震撼了这位作家，《巴黎圣母院》的灵感之火顿时照亮了他的头颅。
换了常人，大概根本不会留意，即便看见了，也不以为然。
　　&ldquo;面子&rdquo;是丰富的中文词汇里一个古老的概念，熟悉得以至于让人熟视无睹。
但黄光国先生却以心理学者的敏锐，捕捉到它所蕴含的中华文化社会心理的深层意象，由此出发，融
汇儒家思想和西方现代科学哲学，建立了本土化的&ldquo;人情与面子&rdquo;理论模式。
　　在这种模式下，中国社会中的人际关系被区分为情感性关系、混合性关系和工具性关系。
当请托者请求资源支配者将他掌握的资源作有利于请托者的分配时，资源支配者首先进行的是&ldquo;
关系判断&rdquo;。
对于被他界定为情感性关系的人，他将按照需求法则对待；对于被他界定为混合性关系的人，他将按
照人情法则对待；对于被他界定为工具性关系的人，他将按照公平原则对待。
　　但无论哪一种交往法则，都是&ldquo;报&rdquo;的规范的衍生物。
在情感性关系中，不管是在回报的资源还是期限上都没有明确的范围，比如父母抚养子女时竭尽所能
，不会以算计的心态付出。
在混合性关系中，&ldquo;礼尚往来&rdquo;，&ldquo;投之以桃，报之以李&rdquo;的回报方式则成为维
系彼此关系的法则。
而在工具性关系中，回报通常是等价并且即时的。
在此基础上，黄先生指出：促使中国人对别人&ldquo;做人情&rdquo;的主要动机之一，是他对别人回
报的预期。
　　为了论证&ldquo;人情与面子&rdquo;理论模式的普遍适用性，作者通过对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旁
征博引和对《儒林外史》范进中举故事中各色人等的社会行为分析，证明了这一理论对中国古代的社
会行为的诠释能力。
接着作者在《儒家关系主义与华人企业的组织文化》一文里，用这一理论模型对现代华人企业进行了
分类分析，说明了现代华人社会运作机制的儒家特色。
　　从儒家关系主义的理论体系出发，作者解构了关系与面子的权力游戏。
在分析了面子的虚与实、动态性和多重性等特质后，作者通过对一系列&ldquo;面子语言&rdquo;，比
如给面子、损面子、借面子、顾面子等概念的解析，揭示了面子与社会互动之间的关联，即实际上支
配着中国社会运行的&ldquo;潜规则&rdquo;。
　　而本书最具启示意义之处在于黄先生提出了社会心理学的本土化的方法论。
在压轴文章里，他通过对自己学术生涯和建构&ldquo;人情与面子&rdquo;理论模式过程的回顾， 提出
了&ldquo;多元典范的观照&rdquo;方法：以&ldquo;实在论&rdquo;建构理论，以结构主义分析文化，并
以&ldquo;实用主义&rdquo;从事经验性研究。
说到底，这是一种&ldquo;西学东用&rdquo;、博采众长的治学方式，它对于全球化背景下研究传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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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中国学者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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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中讨论&ldquo;脸&rdquo;和&ldquo;面子&rdquo;的篇幅居多：丢脸、
长脸、不要脸、脸皮厚、没脸见人、体面、给面子、留点面子、要面子、看我的面子等诸多概念，成
为中国人日常生活和日常交际的基本概念。
而这些概念也正是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中国人深层心理结构的一种反映，从而揭示&ldquo;人情与面
子&rdquo;在中国历代官僚体制中的突显地位。
　　据悉，本书共收录的9篇论文中，其中有5篇曾在台湾结集出版，不仅引起当时学术界的强烈反响
，而且市场销量非常好，再版次数达10余次之多。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在中国大陆出版此书，不仅保留了原书的精华，而且又增加新的论文，丰富了原
书的内容。
　　如果你读完这本精彩的《面子》，你会对《厚黑学》有更为全面的认识。
当然，这样一本书，也是你更为深刻了解华人内心世界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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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黄光国，台北市人，出生于1945年11月6日。
美国夏威夷大学社会心理学博士，现任&ldquo;国立&rdquo;台湾大学心理学系教育，致力于发展本土
社会心理学研究。
著有中英文学术论文五十余篇，曾获得&ldquo;国科会&rdquo;杰出研究奖三镒，优良研究奖十余次。
目前为&ldquo;国科会&rdquo;特约研究员及&ldquo;教育部国家讲座&rdquo;教授，并出版下列专门著作
：《中国人的权力游戏》《儒家思想与东亚现代化》《王者之道》《知识与行动：中华文化传统的社
会心理　诠释》《民粹亡台论》《权力的漩涡》。
现职：台湾大学心理学系教授，&ldquo;教育部&rdquo;追求卓越计划华人本土心理学研究中心负责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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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序：探索中华文化的深层结构人情与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中国人的面子观华人社会中的脸面与
沟通行动中国政治联盟特殊关系的初步模式：台湾乡镇中的人情和关系科举制度下的权力游戏：《儒
林外史》中&ldquo;范进中举&rdquo;的社会行为分析帝制中国官僚体系中的暗盘管理儒家关系主义与
华人企业的组织文化道德脸面与社会脸面：儒家社会中的依附性自尊多元典范的研究取向：论社会心
理学的本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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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解读中国人的权力游戏　　智慧的心灵都是敏感的。
据说雨果在参观巴黎圣母院的时候，发现一面墙上刻着&ldquo;命运&rdquo;两个字。
它的痛苦扭曲沧桑深深的震撼了这位作家，《巴黎圣母院》的灵感之火顿时照亮了他的头颅。
换了常人，大概根本不会留意，即便看见了，也不以为然。
　　&ldquo;面子&rdquo;是丰富的中文词汇里一个古老的概念，熟悉得以至于让人熟视无睹。
但黄光国先生却以心理学者的敏锐，捕捉到它所蕴含的中华文化社会心理的深层意象，由此出发，融
汇儒家思想和西方现代科学哲学，建立了本土化的&ldquo;人情与面子&rdquo;理论模式。
　　在这种模式下，中国社会中的人际关系被区分为情感性关系、混合性关系和工具性关系。
当请托者请求资源支配者将他掌握的资源作有利于请托者的分配时，资源支配者首先进行的是&ldquo;
关系判断&rdquo;。
对于被他界定为情感性关系的人，他将按照需求法则对待；对于被他界定为混合性关系的人，他将按
照人情法则对待；对于被他界定为工具性关系的人，他将按照公平原则对待。
　　但无论哪一种交往法则，都是&ldquo;报&rdquo;的规范的衍生物。
在情感性关系中，不管是在回报的资源还是期限上都没有明确的范围，比如父母抚养子女时竭尽所能
，不会以算计的心态付出。
在混合性关系中，&ldquo;礼尚往来&rdquo;，&ldquo;投之以桃，报之以李&rdquo;的回报方式则成为维
系彼此关系的法则。
而在工具性关系中，回报通常是等价并且即时的。
在此基础上，黄先生指出：促使中国人对别人&ldquo;做人情&rdquo;的主要动机之一，是他对别人回
报的预期。
　　为了论证&ldquo;人情与面子&rdquo;理论模式的普遍适用性，作者通过对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旁
征博引和对《儒林外史》范进中举故事中各色人等的社会行为分析，证明了这一理论对中国古代的社
会行为的诠释能力。
接着作者在《儒家关系主义与华人企业的组织文化》一文里，用这一理论模型对现代华人企业进行了
分类分析，说明了现代华人社会运作机制的儒家特色。
　　从儒家关系主义的理论体系出发，作者解构了关系与面子的权力游戏。
在分析了面子的虚与实、动态性和多重性等特质后，作者通过对一系列&ldquo;面子语言&rdquo;，比
如给面子、损面子、借面子、顾面子等概念的解析，揭示了面子与社会互动之间的关联，即实际上支
配着中国社会运行的&ldquo;潜规则&rdquo;。
　　而本书最具启示意义之处在于黄先生提出了社会心理学的本土化的方法论。
在压轴文章里，他通过对自己学术生涯和建构&ldquo;人情与面子&rdquo;理论模式过程的回顾，提出
了&ldquo;多元典范的观照&rdquo;方法：以&ldquo;实在论&rdquo;建构理论，以结构主义分析文化，并
以&ldquo;实用主义&rdquo;从事经验性研究。
说到底，这是一种&ldquo;西学东用&rdquo;、博采众长的治学方式，它对于全球化背景下研究传统文
化的中国学者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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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中讨论&ldquo;脸&rdquo;和&ldquo;面子&rdquo;的篇幅居多：丢脸、
长脸、不要脸、没脸见人、脸皮厚、体面、给面子、留点面子、要面子、看我的面子等概念，成为描
述中国人日常生活和日常交际的基本概念。
如果你读完这本精彩的《面子》，你会对《厚黑学》有更为全面的认识。
当然，也正是这样一本书，方可使你了解一个全面的华人内心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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