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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此为小书，故有小序。
    这是一本从日常生活的做事出发来讲述社会心理学的一本小书，力图在轻松、感性的氛围中让读者
学到社会心理学的一些知识。
她十分适合在劳累了一周之后的闲暇阅读，或月白风清，或阴雨连绵，宅居终日，慵懒床头，斜倚沙
发，均可读读。
抽点空闲，享受闲暇，在随意和适度紧张中学点儿知识，两三天就可读完，是编纂和写作的初衷，所
以取名为《周末读点社会心理学》。
    既是一门学科，社会心理学无疑是有自己的概念范畴和学理体系的，但是，这种学理不是从抽象的
概念出发，而是注重从日常生活的细节中挖掘、提炼有价值的东西，这是因为，本学科许多有价值的
“学理”往往潜藏在日常生活之中。
借用本尼迪克特的话来说，一个没有受过类似学术训练的人，“往往会忽视许多日常生活的细节甚至
人们对琐事的固有看法，这主要是因为他把太多事情都视为理所当然。
⋯⋯人们只有高度重视一个民族中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琐事，才能充分理解人类学家提出的理论前
提的重大意义：不论是最原始部落还是最先进的开化民族，普通老百姓个人的处事方式都是从日常生
活中学来的。
不论他们的行为是如何怪异、思想是如何的偏激，个人的感觉和思维方式往往总是与个人的经历有关
的。
”    在此，所谓“日常琐事”，所谓“个人处事方式”，所谓“个人的感觉”，都是在强调日常生活
的背后隐藏着更为深刻的东西，善于观察生活细节和琐事，从中找出事物间的联系，是一种观察生活
的视角，可概括为“日常生活学理化，学理日常生活化”，即在表面的日常生活细节和较深刻隐蔽的
学理之间达到一种互融、互动，并将其作为指导思考和写作本书的一种方法。
换言之，眼前这部小书，实际上就是这种想法的一种具体实践。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海德（F。
Heider）认为，生活中的每一个人都具有人类行为因果联系的解释，在其所关心的问题背后，都有或
深或浅的心理学原因，从这种意义上说，生活中的每一个人都是朴素的心理学家（nativepsychologist）
。
例如“丢车”是遍及中国南北的社会景观，有人丢了，泰然处之，有人丢了，痛心疾首，欲说还休—
—这一日常生活细节是不是也含有什么“学理”成分呢？
按照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威廉姆·詹姆斯的说法，人的自我可区分为“物质自我”、“社会自我”和“
心理自我”，而物质自我又可延伸到我们的躯体之外，形成“所有物自我”。
有一种说法认为，躯体之外的事物都属于“身外之物”。
表面上看，这样不差，但若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观察，由于有些“身外之物”已经成为我们心理感知
的对象和构成部分，所以，实际上，凡带有我们心理烙印的“身外之物”都具有“身内之物”的意义
。
书中提到的那篇语调沉痛、一唱三叹的《我的车子丢了》，即可作如是观。
其他如《第三次机会与“去个性化”》、《“剩男”、“剩女”与三分之一效应》、《“不抱不哭的
孩子”与奥巴马新政》等篇，也都带有这种特征——社会心理学的学理并不神秘，它们就隐藏在一个
个我们习以为常、以至于视而不见的生活细节和事件之中。
    所以，本书的另一个目的也就呼之欲出了——在读书的时候学到一种思考问题的方式，这种方法就
是：“日常生活学理化，学理日常生活化”，对于从事新闻、传播、社会学研究的读者尤其如此，因
为他们终日要和“日常生活”打交道。
如果真能从这本小书中悟出“日常生活”和“学理”的联系，岂不是又多了一种看问题的视角？
若真能如此，作为作者，则深感欣慰。
    是为小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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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畅，祖籍山东烟台，生于辽宁沈阳。
20世纪70年代先赴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盟务农，后在天津大潜油田炼油厂务工。
1977年恢复高考，始接受系统教育。
先后就读于天津师范大学和南开大学，学习汉语言文学、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
，相继获文学学士、文学硕士、历史学博士学位。
现为南开大学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传播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兴趣为当代新闻传播理论、新媒体与社会转型及中国古代文学及政治思想史研究。
有专著《心君同构：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一种原型范畴分析》《史料还原与思辨索原》《宋代文学
思想史》，在《文学遗产》《文学评论》《南开学报》《社会科学战线》《当代传播》等发表专业论
文70余篇。
另在《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华读书报》《读书》《书屋》《散文》《今晚报》等发表随笔
、评论、散文、杂文300余篇。
1993年，赴美国哈佛大学东亚语言文明系，访问进修；2004年，应英国爱丁堡大学苏格兰汉学研究中
心之邀，进行学术访问；2009年，应美国迈阿密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之邀，前往调研访问。
2010年至2011年，在韩国水原大学中文系任教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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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自我意识 一、自我：社会心理学的起点 二、庄生化蝶：主我、客我舞蹁跹 三、“丢车咏叹调
”与所有物自我 四、“镜子先生”，“镜中我”及其他 五、何以解忧：分解与递减 六、上大学：寻
找自我的“另一半” 第二章社会比较 七、社会比较：“脏先生”与“净先生” 八、社会比较：从芭
比娃娃的“遭遇”谈起 九、真实比较与虚拟比较 十、虚拟比较与主观幸福感 十一、反事实思维与虚
拟比较 第三章人际吸引与社会交际 十二、“不抱不哭的孩子”与奥巴马新政 十三、有奖让座现象与
过度理由效应 十四、“同志仍需努力”与“心理闭合” 十五、“超女现象”与同辈群体效应 第四章
从众、服从与依从 十六、“沉默的螺旋”与从众 十七、“指鹿为马”与服从 十八、“低球技术”与
依从 十九、空间环境条件对利他行为的影响 第五章社会影响 二十、“人来疯”与他人在场 二一、“
他人在场”与“符号在场” 二二、“职业枯竭”者遭遇“单面人” 二三、“剩男”、“剩女”与三
分之一效应 第六章群体行为的逻辑 二四、“三个和尚”与集体行动的逻辑 二五、第三次机会与“去
个性化” 二六、去个性化与集群行为 二七、一美元竞拍与集体陷阱 二八、近在咫尺的“哈定悲剧” 
第七章民族心理 二九、“春晚情结悖论”与“想象的共同体” ——民族心理的视角 三十、后小泉时
代的“耻感文化” ——民族文化心理的视角 三一、“慰安妇”问题与认知失调 三二、罪感文化——
“剥洋葱”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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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一、自我：社会心理学的起点 希腊古城特尔斐的阿波罗神殿上刻有七句名言，其
中流传最广、影响最深的一句就是：“人啊，认识你自己。
”古希腊著名哲学家苏格拉底把“认识你自己”作为自己哲学研究的核心命题；文艺复兴时代法国思
想家蒙田说，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认识自我。
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看，以上中西先哲所涉及的实际上是自我意识问题；而自我问题，则是社会心理
学的起点。
 人，是地球上唯一能够意识到并说出“我”的高级生命；自我意识，是人所特有的意识。
1977年，美国心理学家盖洛普（Gallup）曾对在社会隔绝状态下喂养的黑猩猩和在大量社会交往中成
长的黑猩猩，做过一项有趣的认识自我的实验。
他先麻醉这些黑猩猩，然后在它们的一只耳朵和眉毛上涂上鲜明的红色。
同样对着镜子，在隔绝状态下喂养的黑猩猩没有一只表现出察觉到有异于原先的自我影像的迹象；而
在社会交往状态下喂养的黑猩猩则不一样，明显表现出察觉到不同于原先的自我影像的许多迹象，它
们不断地在镜子前摸自己的红色耳朵和眉毛。
这一研究显示出黑猩猩已经具有类似人类的自我感觉，社会交往是这种自我感觉发展的催化剂。
自盖洛普之后，这种方式反复地运用于对婴儿的研究。
研究者们在婴儿不知觉的情况下在他们的脸上做一个记号，例如在鼻子上涂上红色，然后让他们照镜
子，结果表明，婴儿通过镜像而感觉到自我，约在半岁至一岁间形成。
在此阶段之前，婴儿无法认同镜中的影像就是他（她）自己，也不能分辨主体与客体、虚像与现实。
例如当他碰哭另一个婴儿时，自己也会不由自主地啼哭起来，并不知他自己是肇事者（主体）而非受
害者（客体）。
 据社会心理学家研究，婴幼儿早期自我意识的发生及形成主要有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物一我知觉
分化。
在这一阶段中，最初出现的是物一我感觉分化，也就是能够把自己同其他事物区别开来。
初生的婴儿不知道自己身体的存在，他（她）吮吸自己手指、触摸自己身体部位时就像吮吸、触摸别
的东西一样。
当婴儿能够感觉到这两者的区别时，就出现了物和我的感觉分化。
此时，可以说是婴儿出现了主体（自我）感觉。
到1岁末时，幼儿开始能将自己的动作和动作的对象区别开来，在感觉上对自己的动作与动作的对象
或结果产生了分化。
例如，踢球，球在移动；拉动床单，床单挪位，床单上的物品也会移动⋯⋯这是在物一我感觉分化基
础上形成的对自己动作和与动作相联系的外物的分化知觉。
在进一步的发展中，幼儿开始能将自己和自己的动作区分开来，出现最初的随意性动作。
幼儿开始知觉到他所做的动作是自己发动的，自己是活动的主体。
这标志着儿童出现了最初的自我主体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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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小书虽薄，但从构思到完稿，再到杀青、付梓、问世，一系列过程堪称不易。
    朦胧的念头始于2004年，其时，笔者面临学术“转型”，开始初次接触并讲授社会心理学。
讲授时发现，为了取得更好的课堂效果，从身边日常的新闻和故事人手，经常穿插一些小故事和个人
体验，是一种不错的方法。
于是备课之前，就注意搜集这类与社会心理学相关的新闻、故事和体验；备课之后，就结合教科书的
相关章节，把这类小故事和体验整理记录下来，一来辅助教学，二来形成一种风格统一的文章。
应了那句话，心想事成，不知不觉中，就不断写成了一篇篇以讲故事的方式介绍社会心理学的小文章
，不断在《今晚报》《书屋》等报刊上发表；继而，又就有了“何不写一本书”的想法。
    有了“写书”的想法，就注意观察，概括而言，平时值得注意“观察”的事物约有三类：    一是个
人的自我日常生活体验，社会心理学始于自我，始于研究个体社会心理与行为，而我们每天日常生活
的出发点也是自我，读懂自我，注意搜集自我意识、自卑、自尊的点滴体验，是理解这门学科的出发
点。
日常生活中，求人，莫如求己；写作构思时，读人，不如阅读自己，学习社会心理学也是如此，首先
要“阅读”自我，读懂自我。
实际上，只要熟悉社会心理学史，就会知道弗洛伊德、荣格、弗洛姆等心理学大师都是从探索自我内
心奥秘而开始其艰辛而灿烂的研究历程的。
    二是他人的心理与行为，我们每天都要和别人打交道，于是要产生大量的心理与行为，我们见到一
个人，就要形成对他（她）的印象，这是普遍的、带有规律性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而最初印象
的形成将具有决定性，即所谓“第一印象”；而在第一印象中，对方某一突出的优点又会左右着我们
对他（她）的评价，由一个优点联想到另一个优点，像晕轮一样扩散，即所谓“晕轮效应”⋯⋯而这
些心理现象，就发生在我们周围的日常生活中，对其注意观察，总有收获。
    三是报刊新闻的相关文章，报纸、杂志、电视、网络信息，不仅提供大量的社会新闻信息，还携带
着大量的社会心理学的信息。
从学科角度看，这种信息具有一定的优势，一是它们是作者真实生活感受的最直接反映，不是专门为
了社会心理学而准备的，因而具有更大的真实性；二是它们尚未经过任何学术和学者的加工，天然纯
朴；三是它们直接来自日常生活，十分符合社会心理学“日常生活学理化，学理日常生活化”的本质
特征。
例如本书中的《第三次机会与“去个性化”》，就是以《今晚报》文章所讲的故事出发，联系到群体
心理的一个重要概念“去个性化”的。
这类文章直接来自流动变化的日常生活，十分活跃，是社会心理学的天然的依托和载体。
    2007年左右，本书结构初具，模样初成。
后因诸事蹉跎，一拖再拖。
其中原因之一是本书的“定性”。
找了一些出版社，想走社会书的途径，但几家编辑看过后，都一致认为这是一本学理性较强的书，应
该按照学术书来处理，或可申请某种社科资金的资助来出版。
感谢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周末读点⋯⋯”的点子和建议，从中抽取了部分篇章，形成这本《周末读
点社会心理学》的规模，并和其他同类丛书一起，构成《周末读点⋯⋯》系列丛书，希望她能滋润一
下我们读者的生活，并提供点滴思维方式的营养。
    是为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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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周末读点社会心理学》是一本从日常生活的做事出发来讲述社会心理学的一本小书，力图在轻松、
感性的氛围中让读者学到社会心理学的一些知识。
她十分适合在劳累了一周之后的闲暇阅读，或月白风清，或阴雨连绵，宅居终日，慵懒床头，斜倚沙
发，均可读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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