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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美国实用主义和当代社会心理学的代表之一乔治·H·米德讲授社会心理学30年的记录，展现
了米德社会心理学体系的基本轮廓，可以代表其最重要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尤其是其最著名的贡献
即“符号互动论”。
在书中，米德从进化的观点出发，提出了人的心灵和自我从社会中产生和发展的理论，尤其强调了有
机体与环境、个体与社会相互作用的思想。
这些理论和思想不仅具有心理学的意义，也具有哲学和社会学乃至传播学的意义。
随着现代研究的深入，本书已成为名个学科的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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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乔治·H·米德（George H.Mead,1863-1931）美国实用主义和当代社会心理学的创始人之一。
毕业于奥伯林学院。
1887-1888年进哈佛大学深造。
l888-1891年留学欧洲，曾在莱比锡大学、柏林大学进修心理学、生理学和哲学。
1891-1894年与杜威同时任教于密歇根大学，结成密友。
1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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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篇　社会行为主义的观点　　1.社会心理学与行为主义　　一般地说，社会心理学已从有关
个体经验的心理学观点出发论述了社会经验的各个方面。
我想提出的一种研究方法，其要点在于从社会的观点、至少从社会秩序所必需的交流的观点出发来论
述经验。
根据这一观点，社会心理学包括从个体的观点出发研究经验，不过它还必须对这一经验的内容作出说
明，因为个体本身属于一种社会结构，属于一种社会秩序。
　　在社会心理学与个体心理学之间不可能划出一条泾渭分明的界线。
社会心理学特别关心的是社会群体对于决定个体成员的经验与行动所具有的影响。
如果我们抛弃生来便具有个体自我的独立存在的心灵这个概念，那么我们可以认为，个体自我的发展
，个体的自我意识在其经验范围内的发展，乃是社会心理学家的主要兴趣所在。
心理学的某些方面注意研究个体有机体与其所属社会群体的关系，这些方面构成了一般心理学的一个
分支即社会心理学。
因而，在研究个体有机体或自我的经验与行为对其所属社会群体的依赖关系时，我们便对社会心理学
的研究范围作出了一种限定。
　　虽然心灵与自我本质上是社会的产物，是人类经验的社会性的产物或现象，作为经验基础的生理
机制对心灵与自我的发生及存在却决不是不相干的，事实上是必不可少的。
因为个体的经验与行为无疑是社会的经验与行为的生理基础：后者的作用过程与机制（包括对心灵与
自我的产生及存在必不可少的那一些）在生理上依赖于前者的作用过程与机制，并依赖于它们的社会
功能。
不过，个体心理学显然概括了某些情境因素，而社会心理学对于情境则从其具体的总体上作了更为仔
细的研究。
我们将从一个行为主义者的观点探讨这后一领域。
　　从约翰?B?华生那里我们看到行为主义所阐述的一般心理学理论。
我们将要采用的行为主义比华生所采用的更加充分。
这个更广义的行为主义便是根据个体的行动、特别是（但并非只是）能被他人观察到的行动来研究个
体的经验的方法。
从历史上看，行为主义经由动物心理学之门进入心理学。
在那里，人们发现用所谓内省的方法是行不通的。
人们不可能诉诸动物的内省，而必须根据外在的行动来研究动物。
早期的动物心理学还对意识与行动的关系作出推论，甚至许诺要找出意识在行动中出现的位置。
这个推论或许有不同程度的可能性，但它不能用实验检验。
因此就科学研究而言，这个推论只能被丢在一边。
它对于研究个体动物的行动并不必要。
由于对低等动物采用了行为主义的观点，把它转用于人类也是可能的。
　　虽然如此，内省的领域依然存在，个体的、属于个体本身的经验亦即一般称为主观经验的领域依
然存在。
对这些经验如何处置？
约翰?B?华生的态度与《艾丽丝漫游奇境记》里那位女工的态度一样：“让它们见鬼去吧！
”——根本不存在这样的东西。
不存在意象，也不存在意识。
华生用语言符号来说明所谓内省的领域。
这些符号不一定大声说出来让其他人听见，常常只是喉头肌肉动一下而没有听得见的言语。
那便是思考。
人思考，但人是用语言思考的。
华生就这样角外在的行为解释了全部内在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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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把这种行为称作主观的，而是把它看作惟有个体本身才能进入的行为领域。
一个人能够观察他自己的运动和他自己的发音器官，这些是其他人通常观察不到的。
某些领域只有个体自身能够进入，但是观察并没有性质上的不同；差别只在其他人达到某些观察的程
度上。
某人可以单独杲在一间屋子里观察其他人都不能观察的某些东西。
某人在这间屋子里观察到的东西是他自己的经验。
在个体的喉头或体内以这种方式发生某些其他人所观察不到的事。
当然，有一些科学仪器能够接触喉部或身体从而揭示发生运动的趋向。
有些运动很容易观察，另一些运动只有个体本身能够察觉，但这两种情况并无质的区别。
众所周知，观察器械取得成功的程度各有不同。
简单地说，这便是华生的行为主义心理学的观点。
其要旨在于观察行动发生时的情况，并利用该行动去说明个体的经验，而不用引进对内在经验即意识
本身的观察。
　　对意识还有另一种抨击，即威廉?詹姆斯1904年在其题为“‘意识’存在吗？
”一文中提出的抨击。
詹姆斯指出，如果某人在一间屋子里，他可以从两种观点来看房问内部的物体。
例如，对于家具，他可以从购买者和使用者的观点考虑，可以从观察者心中对它的各种评价考虑，包
括它的审美价值、它的经济价值、但它属于该动作，有机体内部的行动有一些特征，它们在我们的态
度，尤其是与言语相关的态度中显露出来。
如果行为主义观点把这些态度考虑进去，我们便会发现它完全适用于心理学领域。
总之，这一方法特别重要，因为它可以探讨交流的领域，而华生和内省论者都做不到这一点。
我们不想从语言所要表达的内部意义来研究语言，而是想从借助符号与姿态在群体中进行合作的更大
范围来研究语言。
意义出现在那一过程中。
我们的行为主义是一种社会行为主义。
　　社会心理学把个体的活动或行为置于社会过程中来研究；个体是一定社会群体的成员，他的行为
只有根据整个群体的行为才能得到理解，因为他个人的动作包含在一个范围更大的、超出他自身并且
牵涉到该群体其他成员的社会动作中。
　　在社会心理学中，我们不是用组成社会群体的单个个体的行为来合成该群体的行为；相反，我们
从一个具有复杂群体活动的特定社会整体出发，从中分析组成该群体的身为其成员的单个个体各自的
行为。
也即是说，我们试图用社会群体的有组织的行动解释个体的行动，而不是用属于该群体的单个个体的
行动解释社会群体的有组织的行动。
对于社会心理学来说，整体（社会）先于部分（个体），而不是部分先于整体；是用整体解释部分，
而不是用一个部分或几个部分解释整体。
不是用刺激加反应来构成并解释社会动作；它必须被看作一个能动的整体，看作某种进行中的东西，
它的任何部分都不能单独地予以考虑或理解，它是一个复杂的有机过程，蕴含在它所涉及的每一个个
体的刺激与反应里在社会心理学中，我们既可以从内部也可以从外部来了解社会过程。
社会心理学从一个有待于科学地予以研究分析的可观察的活动出发，即从能动的、进行中的社会过程
以及作为其组成成分的社会动作出发，就此而言，它是行为主义的。
但是社会心理学不是忽视个体内部经验即上述过程或活动的内在方面那个意义上的行为主义。
相反，它特别关注内部经验在整个过程中的产生。
可以说，在努力搞清这些经验究竟如何在过程之中产生时，它是从外面研究到里面，而不是从里面研
究到外面。
因此，按照行为主义的观点，社会心理学和个体心理学的基本材料是动作，而不是神经通路，动作既
有其内侧面，也有其外侧面，既有一个内在的方面，也有一个外在的方面。
　　这些概述谈论的是我们的研究方法的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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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行为主义的，但是和华生的行为主义不一样，它承认动作的不能被外部观察的那些部分，并且它
强调人类个体在其自然的社会情境中的动作。
　　2.态度在行为主义　　研究中的意义　　对人类心理学显得至关重要的问题所涉及的领域是由内
省开发的领域；这个领域显然不能用纯客观的心理学来探讨，这种心理学只研究发生在观察者面前的
行动。
为了使这一领域处于客观心理学的范围之内，华生那样的行为主义者，竭尽所能缩小这个领域，否认
某些据说仅存在于该领域的现象，诸如不同于无意识行动的“意识”。
动物心理学家研究行动，而没有提出那种行动是否是有意识行动的问题。
但是当我们接触人类行动的领域时，我们事实上能够区分无意识地发生的反射作用。
于是，似乎存在着一个行为主义心理学所不能达致的领域。
华生派行为主义者则竭尽所能地低估这一差别。
　　行为主义者的研究范围大都是对婴幼儿的调查，那里运用的方法正是动物心理学的方法。
他力图弄明白婴幼儿的行为过程，力图弄明白婴儿的活动如何可能用以解释成人的活动。
正是在这里，心理学家引进了条件反射。
他证明，通过对某些刺激的联想，可以获得单从这些继发的刺激所得不到的结果。
这一条件反射作用可以转用到其他地方，比如说，婴儿所受的惊恐。
只需把某物同产生恐怖的东西联在一起，便可使婴儿害怕它。
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来解释更复杂的行动。
把某些因素同某些并非直接相关的事件联在一起，据认为，通过详细阐述这一条件作用，我们便能解
释更为宽泛的论证和推理过程。
这样，一种属于客观心理学的方法便被转用到通常靠内省来论述的领域。
即，我们不说当我们具有某些经验时便有某些想法，这些想法暗含着某种其他东西；而是说，某一经
验在第一个经验产生的同时产生了，因此这第二个经验激起了属于原来那个经验的反应。
　　对于还有一些内容，比如意象的内容，运用上述分析便不太好办了。
对于不符合任何给定经验的反应，我们能说什么呢？
当然，我们可以说，它们是过去经验的结果。
但是对内容本身呢？
比如，某人具有的实际的生动的意象：它有轮廓，有颜色，有价值，还有其他更难加以分离的特征。
这种经验在我们的知觉和行动中起着作用，而且是相当大的作用；然而它是一种只能用内省来揭示的
经验。
如果行为主义者打算坚持华生派行为主义心理学，他便只能绕开这种经验。
　　这样的行为主义者想要分析动作，不管是个体的还是社会的动作，他都不想具体涉及任何意识，
也根本不想把它放在有机体行为的范围内或一般现实这个更大的范围内。
简言之，他想完全否认意识的存在。
华生坚持说，科学心理学，无论是个体的还是社会的心理学的领域完全由客观上可观察的行为构成。
他把“心灵”、“意识”的观念作为谬误撇在一边，并试图把所有“心理”现象都归为条件反射和类
似的生理机制，一句话，归入纯粹仃为主义的术语。
当然，这一企图误入了歧途并且未获成功，因为心灵或意识的存在本身在某种意义上是必须承认的，
否认它必然导致明显的谬误。
不过，虽然不可能把心灵或意识归入纯秤的行为主义术语，不可能借此把它搪塞过去并完全否认它的
存在，但是用这些术语来解释它而不是把它搪塞过去或至少不否认它的存在却并非不可能。
华生显然认为，否认心灵或意识作为精神的本质、实质或实体的存在，就是完全否认它的存在，对它
本身作自然主义的或行为主义的说明是不可能的。
但是，正相反，我们可以否认它作为精神实体的存在而一点不否认它在某种其他意义上的存在；如果
我们从机能上考虑它，把它作为一种自然的而非超验的现象，便有可能用行为主义的术语来论述它。
简言之，否认心灵、意识或心理现象的存在既不可能也无必要。
相反，利用行为主义术语来说明或论述它们是可能的，这些术语同华生用于论述非心理的心理学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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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他对心理学领域的定义，即所有存在的心理学现象）的那些术语恰恰是相似的。
心理行为不能归入非心理的行为。
但是心理行为或现象可以用非心理行为或现象来解释，前者是后者引起的，是在后者的复杂情况中产
生的。
　　如果我们准备用行为主义心理学解释意识行为，我们对动作的陈述必须比华生更加彻底。
我们不仅要说明完整的即社会的动作，还要说明当个体开始动作和组织动作时中枢神经系统中所发生
的一切。
当然，那会使我们超出直接观察的领域。
它使我们超出该领域，是因为我们不可能观察该过程本身。
那是一个或多或少关闭着的领域，看来这是由那个有待研究的领域本身的困难造成的。
对中枢神经系统的探究还只达到一定程度。
不过，现有的研究结果表明，动作是依据态度组织的，它把神经系统将要引起动作的不同部分组织起
来，它不仅代表当下发生的行动，而且代表将要发生的后来阶段。
如果某人走近远处的一个物体，他对它的接近与他到达那里时准备做的事有关。
如果某人正在走近一把锤子，他的肌肉处于时刻准备抓住锤把的状态。
该动作的后阶段出现在前阶段中，这不仅是指它们完全做好开始的准备，而且是指它们能够控制该过
程本身。
它们决定了我们将如何走近这个物体，决定了在开始操纵它时采取的步骤。
于是我们可以看出，中枢神经系统中某些细胞群的神经刺激能事先发动该动作的后阶段。
该动作作为一个整体可能在那里决定着该过程。
　　在对待物体的这样一种一般态度中，我们还可以看出一种体现不同反应的态度，例如当我们谈论
我们关于某物体的各种想法时所涉及的反应。
一个很熟悉某匹马的人走近那匹马，是作为一个准备骑马的人走过去的。
他顺势朝马的侧面走过去并准备翻身上鞍。
他的趋近决定了整个过程的成功。
不过，马并不只是必须被人骑的东西。
它是一个必须吃料的动物。
它属于某人所有。
它有特定的经济价值。
那个人准备做一系列关系到这匹马的事，而那种准备状态包括在各种动作诸多阶段的任何一个阶段中
。
它是一匹他正要去骑的马；它是一个生物学意义上的动物；它是一个有经济价值的动物。
这些特征包括在关于一匹马的种种观念中。
如果我们在中枢神经系统搜寻马的这种观念特征，必须在它所发动的种种动作的诸多不同部分中去寻
找。
人们不能不认为每个部分都与他使用该马的其他过程联在一起，因此不管具体的动作是什么，以这些
不同的方式对马采取动作的准备状态都是存在的。
在此意义上，在动作的开端我们所能发现的正是我们赋予一个观念的“马”或一个概念的“马”的那
些特征。
　　如果我们要在中枢神经系统中寻找这一观念，我们便必须在神经元中寻找，特别是在神经元的联
结中寻找。
存在整族的联结，它们具有这样一种特性，使我们可以许多方式动作，并且这些可能的动作对我们实
际上采用的动作方式有影响。
例如，如果该马属于该骑手，该骑手的动作方式便不、同于它属于其他人时的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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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心灵、自我与社会》是米德讲授社会心理学30年的记录，体现了其社会心理学体系的基本轮廓
，可以代表其最重要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尤其是其最著名的贡献即“符号互动论”。
该书通过有选择的译介，旨在增进文化积累，拓展学术视野，丰富研究课题，为了解和研讨现代西方
哲学提供系统而完整的第一手资料，以利于我国理论界、学术界深化对西方文化的借鉴和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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