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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研究和认识生活在中国文化中的人们的社会心理，发现和揭示民族文化和社会心理的相互建构过
程及特性，最终服务于社会，贡献人类，这正是华人社会心理学者百年以来孜孜以求的目的。
《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系统地选刊这些学者的论文，以展示华人社会心理学这一研究领域所具有的
多重视角以及丰富的学术成果。
　　本刊在这里收集了部分华人哲学家、人类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及社会心理学家60年来在脸
面研究中取得的一些成果。
其中大多数作品曾发表过，有的已产生过重要的学术影响，个别尚未正式发表的因其具有相当独到的
见解也一并收在这里。
我们选登它们的意图不但想向读者展示华人学者对这一主题的研究状况及其成绩，而且也希望为准备
从事相关研究的学者提供一些指导性的帮助。
为了突显这种指导性，我们所选的论文以概念探讨与理论建构为主，兼顾一些实证研究。
这样可以有的放矢地带动更多的实证研究。
显然，有关中国人脸面心理与行为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同其他领域相比，还是远远不够的
。
我们希望这次结集发表能影响更多的学人来关注这一主题，推动脸面研究向纵深且多元化的方向发展
，为构建中国人的社会心理学理论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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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中国人的脸面观  论面子  脸面观念及其儒学根源  “面”、“耻”与中国人行为之分析  面子的动力：
从概念化到测量 中国人的社会互动：论面子的问题  面子心理的理论分析与实际研究  “面子”压力及
其因应行为 从跨文化的观点分析面子的内涵及其在社会交往中的运作  中国人的脸面观模型  在中国官
僚作风及其技术的背后——偏正结构与面子运作  黄光国的“人情与面子”模型及相关挑战——从“
差序格局”看关系的分类及其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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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3.“不要脸”    “不要脸”是一种很严厉的指责，意思是指个人不在乎社会对他的品格的看法，
为了自己的私利而违反道德标准。
对这样的人，社会约束力不起作用，因为他不承认社会的游戏规则。
而且，如果他“不要脸”成为习性，他的亲友便无法预测他的言行。
除非迫于环境，几乎没有人愿意与这种人打交道。
    需要理解的是，这种说法主要应用于为了私利而占他人的便宜；无视传统习俗被认为是怪癖，但并
不导致“丢脸”。
卖伪劣产品或囤积居奇的商人，贪图私利而口是心非的人，为经济利益而徇私的政客，利用男朋友甚
至出卖青春的女孩等等，所有这些人都可看成是“不要脸”，有时也看成是“没有脸”。
    这些人的行为通常不能受到法律的惩罚，公众的责难也可能是不公开的。
但当他们发现自己处于不利情境时，社会将不予道德和物质上的支持。
他们不再能够依靠社会关系网络来帮助自己走出困境，因为他们违反道德标准而使自己孤立无援。
实际上，社会认为他们的失败和不幸正是不顾社会约束力而应得的惩罚。
    “不要脸”是吵架时经常听到的一句骂人的话：“你明明知道不对还要辩，你不要脸了吗？
”“你死不认错，不要脸的人就是你！
”在争吵中这样来回指责。
最严重的是地位低的人这样指责地位高的人。
前面提到过学生提问题来捉弄新老师的习惯。
有一次，一位新老师没有满足学生，当他还没有领会到学生在考他时，学生们就不客气地说他“不要
脸”，然后陆续离开教室。
当然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
如果指责的理由很充分，受指责的人便不能再露脸了。
学生们便成功地阻止了那位讲师继续在这所大学授课。
    有时候“不要脸”的使用有些幽默感。
年老时候，用来规范年轻人的传统习俗和道德约束变得松懈。
年轻人过度的饮食和享乐会遭到谴责，而这对老年人则可宽容。
社会知道他们是好人并原谅他们的小毛病。
因此当他想放纵自己的时候就会说“我老得可以不要脸了”来做借口。
尽管只有山东的一个地方有这种说法，但老年人享有更多偏离习俗的自由是很典型的。
这并不是说“脸”对老年人不再是一种约束力。
它意味着社会对人格完整的信任不会因忽视其习俗而发生动摇。
    在年龄层次的另一端，孩子也不要受到“脸”的约束力的严格制约。
一个小孩的言行表现得比实际年龄小，例如一个八九岁的男孩还抢着要最大块的蛋糕，就会被人嘲笑
“你这样子真不要脸”，但是没有人会当真。
青少年很有“脸”的意识，争吵时会相互指责对方“不要脸”，但他们受辱的感觉没有发展到成人那
样的程度。
                      P6-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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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脸面”是中国人在社会生活中最常见的一种心理和行为。
或许是因为它太过平常，反而被大多数学者忽视了。
也许还是因为它的平常，少数对中国社会与文化具有深切体察的文化名人，如明恩溥、鲁迅、林语堂
、费正清、钱钟书、金庸等，则看到了它在中国人生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本刊为“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中的一辑，收集了部分华人哲学家、人类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
及社会心理学家60年来在脸面研究中取得的一些成果，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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