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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通过对米德有关著作的详尽考察
.

勾画出他的社会心理学思想体系
.

在扼要介

绍了米德的哲学思想后
,

本文着重分节论述了他的心智论
、

自我论和社会论的社会心理学休

系
。

米德的社会心理学思想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

它至今仍在激发着许多有价值的研究
。

米德 ( G
.

H
.

M e a d ) 在哲学上
,

他是个实用主义者
,

在科学上
,

他是个社会心理学家
。

米德生前没

有出版过一本专著
,

只发表了一些论文
,

后来由其学生整理出版了他的几本讲义
.

然而时至今天
.

哲学家
、

社会学家及社会心翎学家却仍在不停地谈起米德
,

并且不断地从其作品中汲取丰富的营荞
。

米德于 18 91 年执

教于密执安大学哲学系
,

他是以一个青年哲学家的身份开始其学术生涯的
。

189 4年
.

他和杜威一道来到芝加

哥大学
.

正是在那里
,

人们才发现米德对于社会心理学的富于创造性的贡献
。

米德的社会心理学理论
.

后来由他的学生布鲁梅尔 ( H
.

lB u m e r ) 概括为
’ `

符号互动论
”

( S y 川 b ol ic

i nt e ar o it o
in

“ 二 ) 也就开始著名于思想界了
。

虽然符号互动论是众多学者共同努力的结果
,

但米德无疑是

这个学派最为权威的代言人
.

米德的社会心理学着重论述生物有机伏如何进化发展为社令化个休
,

亦 即人的社会行为的发生及其机

制
.

<心智
、

自我及社会 》这本讲稿就是他的代表性著作
.

为了能更清晰地理解人的社会行为发生的机制
,

首先对米德的社会心理学的哲学基础作扼要的介绍是完全必要的
。

一
、

米德的先行假设

思想史中
,

人类自身及外在世界是两大令人困惑的主题
。

在探索这主题的过程中
.

思想家开始时会产生

某种先行的假设公它们是思想家观察及思考的出发点
。

波普尔等人指出
,

所谓观察先于理论的归纳主义的论

调是站不住脚的
,

就对人类及外在世界而言
,

不存在客观的观察
,

观察者在观察时一定会受到某种先于观察

的假设所引导
,

从而使观察带有一定的目的及方向性
。

先行假设决定若巴想家所关心的主题及问题的提出
。

在研究米德留给我们的文献时
,

我们发现了有两个论题贯穿在米德的全部思想之中
:

1
.

作为行动者的人是自由的 从古希腊以来
,

西方文明的主流受决定论及因果律的制约
。

人类本身

不过是种种决定者
,

或上帝
,

或经济
,

或历史的奴仆
.

人本身尽管他还能思维
、

但却无异于迷津中的白鼠或

者笼中的鸽子
。

思维是人的一种品质
,

但这不过意味着他能进行理性的思考
,

却并不意味料大部分的人的命

运都能为思维所掌提
。

一句话
,

能够思维的人只不过是自己不能拎制的矛冲卜力录的奴个
,

他在意志上是不自

由的
。

在这种思潮之外
,

唯心主义及浪慢主义发展起来了
.

就唯心主义者而言
.

他们主张人的理性是 第 一 性

的
,

借助它
,

人能够驾叹和控制外在环境
。

人类一旦认识了自然的必然性
.

也就跨入了自由的王国
。

十九世

纪的浪漫主义思潮也给米德以深刻的印象
。

直觉和信念代替理性而作为知识和行动的基础
.

在强制性的物理

世界中被动的个休被具有主动创造性的行动者所取代
。

综合以上这些思想
,

米德主张人类是主动的行动者
,

他并不是被动地反应外界刺激物的
。

相反地
,

人有能力去选择
, 、 `

去创造
,

因此而决定客达的意 义
.

而 客 体

色 本丈泛在导师李伯黍教授指导下 写就 的硕士论文的撮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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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是无所谓意义的
。

随着进程的发展
.

人类还能够重新界定客位的意义
.

.2 进化的发展观 米德认为
,

在整个德国古典哲学的演进中
·

寨质上就是静止的形式观让位于过程

的形式观
.

在康德的先睑甘学那里
.

时空及理性范畴都是静止的
,

预先存在的
。

所谓
`·

先验
” ,

即是意味着

形式本身对于客休的逻辑上的预先存在
。

我们无法通过一个过程
,

一种进化来把握形式
.

但是浪漫主义者则对之提出挑战
, “

对他们来说
,

形式是在经验的过程中
,

在克服自相矛盾
,

克服障碍

的过程中产生出来的
”

( M ae d
,

19 3 6
.

P 15 4 )
.

米德认为
,

全部进化问题的关键在于承认依据环境的条

件
,

过程将决定形式
。

因此在米德的眼中
,

德国的唯心主义者从哲学上对进化论的原理进行了抽象的阐述
。

他们强调社会进化
,

使环境在某种精确的意义上依赖于行动中的机休
.

几平在同时
,

拉马克和达尔文则在现

象领域内进行研究
,

结果发现了生物进化论
.

由于米德生活在达尔文之后 浪漫主义观点在米德手中消失了

其神秘性
,

而被赋予了生物学的基础
。

更重要的是
.

米德再次张扬了理性在人类活动中的地位
,

从而使他避

免了某些达尔文后继者如弗洛伊德
,

麦独孤等人所走过的道路
.

米德坚定地主张进化过程的首要性
.

这个过程不仅存在于物种中
,

也存在于社会组织中
.

正如物种的进
·

化及消灭一样
,

社会组织及社会习俗也是一样
.

就人类而言
.

进化受智慧行动所指引
.

由于人类的智慧及与

之相联系的自我反思
,

社会制度能够不断地采取新的形式
。

米德的进化观使他坚信
:

心智
,

自我及社会并不

是尧中生有的
.

或者是先天就有的
,

它们都有其不断进化发展的过程
.

、
.

二
、

米德哲学思想概述

本世纪初
,

实用主义是二种新哲学
。

它是达尔文主义
,

实验方法及美自新民主运动三者合流的产物
。

在

米德看来
,

卖用主义是用一种新的观点来界定哲学的任务
.

即用生物学的
,

心理学的以及社会学的术语来重

新界定心替及自我的概念
.

在 《行动哲学 》 这本讲稿中
,

米德写道
“

二个实用主义的教义与心智及肉休的关

系有关
,

它们是 ( l) 直接经验中所谓的知觉对象就是客休
.

而没有与这个客休相符合的觉知的心 理 状 态 ;

(幻反映
.

包括认识及思想
.

是行动的一个阶段
”

( M ae d
.

193 8
,

P 36 1 )
.

在直接经验中
.

环境和机休之

间的分界是功能性的
.

个休去行动依赖于个优行动的并且出现在行动中的是环境
.

智慧和心智本身不再是目

的
,

只是一种手段
.

在个休与环境的关系中
,

个优借用这种手段来对环境发生作用
.

所谓的科学
,

其目的不

是为了探求世界的真理
,

它仅仅是人类社会控制其生存环境的手段
。

在谈到科学方法时
.

米德认为智慧实质

上是个动词
,

而不是名词
:

它是一种活动
.

只要个休在环境中遭遇至$lJ 糊不清时
,

这种活动就会引发
.

米德

主张科学家
.

实质上包括所有的人类个休
.

都会影响社会过程
,

这只不过是因为个休是个富于激情 的 存 在

物
,

科学方法仅仅是一种最为有效的手段
。

这些哲学思想就成为米德的社会心理学的基础`

三
、

社会行为主义心理学

米德把他的社会心理学冠以
“

社会行为主义
” .

它既是一种方法
,

也是一种观念和体系
.

1
.

社会行为主义的内涵 批判了冯特的结构主义之后
,

米德声称偏好行为主义
.

他认为有两种行为

主义
。

一种是从外部方式人手来考虑过程本身
,

域者象心理学需要的那样
,

似一种客观的型式来表达的行为

主义
。

它仅考虑行动自身
,

而不顾及意识
.

华生就是这种行为主义的代表人物
.

米德认为还有另一种行为主

义
,

即是社会行为主义
。

它并不否认内部经验的存在
,

它承认有两种客观行为
:

他人可以观察的行为以及只

有自身才能观察的行为
。

这种内部的机优行为具有一种特征
,

它在自身的态度中显现 自己
。

米德认为在仟何

倩况下
,

社会行为主 义具有非常的 迢要性
,

因为它能够以一种既 不是华生主义的
,

也不足结构卞义的方法来

处理交往等诸多领域
.

2
.

)社会心理学及其分析单元 从社会行为主义出发
,

米德对社会心理学
.

尤其对群休决定其个位成

员的经验和行为的效果感兴趣
。 “

在研究个体或者自我的经验及行为依存于其所隶属的社会群休时
,

我们发

现了对社会乙理学领域的界说
”

( M e
ad

,

1934
,

P l )
.

社会心理学在社会过程内研究个体的经 验 和 行

为 ; 个板的经验和行为仅仅依据整个社会群休的经验和行为才能被理解
,

因为个休包含在社会群休中
.

对米

德来说
,

在社会合理学中
.

整休 ( 社会 ) 优于部分 ( 个优 )
,

并且部分也仅仅依据整休才能被理解
.

而不是

3咋



相反
。

但米德又和涂尔干
,

韦伯等人不同
。

涂尔干和韦伯主张
,

个位是他听不能控制的社会的被动的奴仆
,

而米德则主张
,

个休是一个能动的行动者
.

他也能改变社会
.

、

米德认为
,

以之从事社会心理分析的适当单元是社全动作气 动作可以分为冲动
,

知觉
.

操作及完成四

个阶段
。

冲动是一种困扰
,

是环境和机伏之间调节的缺乏
,

它启动动作
,

在汰态中表现出来
。

所以米德又认

为休态是动作的开始
,

是动作的一部分
.

完成阶段是困扰的结束
。

米德在动机研究中
.

发展了一种近似于现

今的紧张一减弱模式
。

冲动与完成之间是知觉及操作阶段
。

知觉阶段具有选择性
,

并不是环境中所有的刺激

都受到机汰的注意
,

只有与预期不相符合的东西才转变为受注意的客休
.

操作阶段掌握动作的执行
。

就人类

而言
,

这一阶段尤为重要
。

米德发现了人的双手在人类独特本质发展中的决定意义
。

从社会行为主义出发
,

米德主要关心生物机休如何在社会过程中进化发展为具有心智
,

自我及其他独特

品质的社会化个休
。

他从三个方面来论述其主要思想
.

即心智论
,

自我论及社会论
.

四
、

心智论

通过对社会性动作的分析
,

米德发现了动作的初级阶段即休态 ( 9 e s t u r e
) 在心智产生及发展中的重要

作用
。

1
、

体态及其惫义

米德发现在社会交往过程中
,

休态可以导致其他个休的调节反应
。

这样说来
,

休态对我们就 有一 种 含

义
。

当体态意味着一种观念
,

并且对其他个伏也激发同样的观念时
,

休态就发展成为有意义的符号 ( M e a d

1勺34
,

P 45 )
.

米德主张言语也是一种休态
,

通过六语休态
,

个休自身及他人都能作出同样的反应
。

在人类

经验的爱展中
.

语言的重要性就基于这一事实
.

米德曾含蓄地谈到言语休态就是有意叉的符号
,

但他并没有

明确地界定有意义的符号
、

言语休态及
一

语言三者之间的关系
.

休态导致其他个休的调节反应
,

这是通过社会交往过程才发生的
。

这种调节活动的币心就是
“

意义
” 。

米德抛弃了意义不过是某种观念或者是心理附加物的传统理解
,

而给它注入了社会内容
。

对他来说
,

意义的

木质内隐在社会动作的结构中
.

亦即第一个个休的伏态
.

第二个个位对这个休态的调节反应
,

以及由这位态

所启动的社会动作的完本及结果的兰重关系中
。

意义是依据反应而夜界定的
.

它具有斗特征
:

参与 性和

交往性
。

在人类经验的发展水平上
,

意义可以依据符号化或语言来描述
。

2
、

心智的发生
·

米德认为
`.,合智

”

是个模糊不清的概念
,

应该用行为主义的术语来阐述
,

以避免这种模 糊性
。

所 谓 心

智
.

其特征在这于人类动物的反思性智慧 ( re fl ce t iv e i nt e ll i g e n c e
)

; 以与低等动物的匆慧相区分
。

反

思性智慧关系到对未来进程的预期
·

沪个休能为自身指明意义
。

因此米德认为在有意义符号的动作中
,

心智

就出现了
。

它是在社会交往过程中的个体的内化
.

因而它能引发自己的反应 ( 其休态引发他人的反应 )
.

并

且控制自身的反应
。

但并不是任何在休态对话的水平上进行交往的动物都会进化到有意义符号的水平上
。

实

质上
,

米德明确地主张除了人类
,

没有其他动物能实现冲动向理性的转变
,

从而具有心智
。

五
、

自我论

1
、

自我的发生及其逻辑结构

在米德的理论中
.

自我
、

心智及有意义的符号或语言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
。

米德发现
,

自我的突出的特
征是心智机休使自己也成为客休的能力

。

这
瓶

制可以在社会交往过程中与语言符号有关的角色承担 中发

现
.

交往的重要性在于它提供了一种活动方式
,

在其中个傲也成为自身的客位
.

但这种交往是在有意义符号

的意又上进行的
·

就交往过程来说
,

体态对话是其开始
,

但休态对话并不能使动物有机依成为自身的一种参

照
.

从而使自身不但是主休
,

还是个客休
。

米德借用
“

突创
”

来说明这种机制
,

无意义体态在进化过程中的

铃木碑在行为和动作之间咯有区分
.

他认为行为可 以分析为动作系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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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一阶断必突创为有意义的符号
,

这样也就解释了心智和自我的突然出现
.

完整自俄的统一及其结构反映了作为整体的社会过程的统一及结构
,

但与心智的统一性及其结构并不等

同一自我的统一性是由社会行为和经验的整个关系型式所构成
.

并且反映在自我的结构中 ; 但是这种整个型

式的拚事方面或者特征不进入到心智之中
,

因路乙智的统一性在一定意义上是对更为广泛的自我的统一性

的抽像
,

自我在逻辑上可以分为二个组成部分
: 主我 ( )I 及宾我 ( eM )

,

他们并不是自我的物理成分
.

主我是

个体对他人态度的反应
,

是自我的冲动方面 ; 宾我则是一组自己假想的他人的有组织的态度 ,’& 自我的社会

方面
,

为群体所共有
.

主我及宾我对完善的自我都是必播的
.

个体必须采纳群体中他人的态度以期康属于这

个群体 ; 个体又不停地对社会态度作出反应
,

并且在这种交往过程中
. “

改变他所隶属的社区
.

2
、

自我的发展阶段

米德认为
,

自我的发展有兰个阶段
:

游戏阶段
,

竞赛阶段及概括化了的他人阶段
,

( 同上
.

P 12` )
。

在

游戏阶段
,

儿童很原始地进行角色承担
,

模翻体些
“

有意义的拖人
”

即父母
.

这阶段的主要特征是
.

’

儿童承

祖想象中的单一的角色
.

其经验还没有组织化
.

而在赛竞阶段
,

由千竞赛具有一种需要气个儿童都要遵守的

逻辑规则
,

因此儿童必须具有与这个赛竞有关的所有他人的态度
.

开始进入真正的角色承担
。

米德认为
,

这

个阶段是儿童道德发展中最为激动人心的阶段 ( 同上
.

P 18 0 )
.

由于给予个体的自我统一性的有组织的社

区或者社会群体就是
“

概括化了的他人
” ,

而概括化了的他人的态度又反映了整个社区钓态度
,

因而如果个

体要在最完警的意叉上发展自我
,

他必须要采纳这种态度、 也只有这样
,

社会的交往及秩序的保持才有可

能
, ;

鹅育的惫义才能为大家所确认
。

六
、

社会论

米德主张没有心替履自我
.

人类社会就不会存在
,

因为人类社会最独特的特征是以其个休成员拥有心智

及自释为先决条件
.

但是如果在人类社会进化过程的低级阶段没有突创出自我或心智的话
,

其个体成员就不

会拥有心智及自我
.

因此米德推测一定存在着这些低级阶段的人类社会进程
,

它们先于自我及心智的存在
。

祖在芯智及自我突创出来以后
.

人类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又依枷于其产物即心智和自我
.

对于人类社会组织采说
,

其基本原则是交桂
.

这种交往需要自我中他人的出狐他人和自我的识别
,

通

过他人的自锐愈识的获得 ( 同上
.

P Z“ )
.

正是在交往活动中
,

个体假想或者采纳他人的态度
,

扮演他人 的

角色
.

因此而调节自身的行为
。

米德认为
,

社会群休或社区中
.

存在着
“
概括化了的社会态度

” ,

它是群体或社区对于某种刺激的共同

反应的完整系列
,

可以把它称之为
“
习俗

” .

任何倩形下
,

没有某种社会习俗
,

没有构成社会习俗的有组织

的社会杏度及行动
,

就一定不会发展完全成熟的个体自我或人格
。

个伽在采纳任何习俗化了的态度时
.

他就

在某种程度上组织整个的社会过程
,

这依其完整的自我而变化
. ’

米德又认为户社会过程的运行机制中
,

存在着个体功能上的分化
。

然而这种分化在社会发展史中往往以

等级制度的形式表现出来
,

而这种等级形式往往又阻碍了个体之间的完善的交往
.

米德在洞察了美国种种社

会制度对完善的自我发展的阻碍之后
,

为我们展示了一幅人类社会的理想图景一人类社会的理想形 式是

这样的社会
,

它能在其交互关系中把大众如此紧密地结合在山起
,

如此充分地发展交往的必要系 统
.

以致

于执行特殊功能的个体也能采纳他所影响的其他个体的态度 ( 同上
,

P 32了 )
. “

若是个体在其特殊功能的

表现中不可能进入到他在影响的他人的态度之中
,

人类社会的理想形式就不会存在
’ .

( 同上
,

P 3 28 )
.

t

七
、

简评

要把米德的社会心理思想整理成为一个逻辑系统
.

勾画出其理论的逻辑演进
,

是一件困难的工作
.

由于
米德霍世时友青出版过一本专著

.

没有把他的思想体系化
,

因而面确
几本由他的学生的听课笔记整 理 出

版的讲义
,

我们很难确信这就是米馋的真实思想
。

然而我们又不需要学究式的考据
·

对文本进行如实的 阐

找



释
,

当然也能给我们以新的启迪
.

但是
,

显然体系化的不足
,

确实使他没有清晰地阐明许多问题
: ①他没有

清楚地界定许多基本概念
,

如态度
、

有意义的符号
、

语言等的内涵
。

②他强调社会过程塑造了心智和自我
,

尽力去显示群体生活是心智
、

自我等突创进化的基本条件
,

然而因为他的方法实际是微观心理方面
,

着重于

交往等相互作用的方式
,

而没有对社会结构进行宏观的分析
,

因此他并没有勾勒出人类社会的理论图式
。

同

时他也没有清楚地阐明社会组织或社会的本质
.

他的关于社会与个体之间具体地怎样联系的思想也很模糊
。

⑧米德的方法论是自然主义的
,

描述性的及解释性的
,

而不是实证的
,

经验的
,

因此社会心理学家对米德的

最为严厉的批评是他的理论无法检验
,

认为米德只是为社会心理学提出了一个一般的哲学方法
,

而不是一种

科学的理论
,

这是不无道理的
。

然而
.

米德是以美国社会心理学创立之父之一的身份而载入心理学史册的
。

如果简略地回顾一下关国社

会心理学的创立史
,

我们可以说其创立的过程是从两个角度展开的
:

积累经验材料的实证 研究 和 理 论 建

构
。

在实证研究中
,

我们不会忘记阿尔波特的社会促进研究
,

赛里夫的社会常模研究
,

瑟斯顿的态度测且
.

以及勒温的团体动力学
。

这些先驱者用群体的
、

交互作用的观点来研究个体的行为
,

从而实现了个体心理学

向社会心理学的方法学上的转变
。

另一方面是理论建构
.

麦独孤的本能论体系在华生以后很快为学术世所

淡忘
.

正是米德第一次从社会群体的交互作用的观点出发
,

从理论上较详细地阐明了社会行为的发生 及 其
·

机制
,

并且界定了社会心理学的内涵及其研究对象
.

因此我们说他的理论建树影响了整整一代的社会学家及

社会心理学家是并不过分的
。

术德的理论经过他的学生的努力
,

汇集在符号互动论的旗帜下
,

一直渗透到今

天的社会心理学研究工作中
.

.百..̀
l
.̀....

1
、

2
、

M o o r e

G
·

H

G
.

H

( 19 34 )

( 19 3 6 )

主要参考文献

M i n d
,

S e l f & S o e i e t y
,

C
·

H
·

M o r r i s , e d C h i e a g o
.

M o v e m e n t s o f T h o u g h t i n t il e N i n e t e e t h C e n t u r y
.

M
·

H

I c a g o

3
、

4
、

一C h i e a g o

M e a d
.

M e a d
,

e d
.

C h

M e
ad

.

M e a d
.

G
·

H
·

( 19 3 8 )
,

T h e P h i l o s o p h y b f A e t
.

C
·

W
·

M o r r i s , e d
.

C h i e a g o
.

G
·

H
·

( 195 6 )
,

G
·

H
·

M e a d
, o n S o e i a l P s 了e h o l o g y

.

A
·

S t r a “ 5 5 , e d
.

( 上接第4 1页 )

个休在社会生活中的表现
,

以及这些行为表现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个体的社会化进程
。

( 三 ) 社会接受 社会接受是评价具体的社会技能训练活动的指标
。

指社会技能训练

活动为社会接受的程度及训练社会技能的社会泛化程度
。

本文未涉及社会技能训练问题
,

故

对这项指标不作进一步阐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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