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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理论聚点的社会行为研究
`

方 文

(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

〔摘要〕 在扼要评述社会心理学几种研究定向后
,

作者提出了在社会行为学的旗帜下
,

一种综合种种理论定向的有关社会行为研究的可能的逻辑及历史的框架
。

文章最后仔细界

定了社会行为学的逻辑起点
:

社会行为具有三重历史
:

种系演化
,

个体发生及动作发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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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思想史的进程中
,

人类 自身和外在世界乃是两大永恒的主题
。

它们一直困挠着孜孜不倦

的思想家去探求人类 自身的意义及外在世界的底蕴
。

人类对外在世界的探求及控制
,

不过是为

了更为深切地理解及领悟其 自身的存在及处境
。

或者说
,

人类的全部智慧活动归根结底乃是对

其自身的理解
。

当然
,

我们不能因此把这种探索的态度
,

理解为人类之于动物的人类 自我中心

主义态度
,

以及人类的一种文化之于另一种文化的文化 自我中心主义态度
。

标志着古希腊文明

的阿波罗神殿上镌刻着的
“

认识你 自己
”

的神谕
,

汇合着苏格拉底的呐喊
,

象征着人类对 自身命

运的深刻关切及认识的迫切愿望
。

结束野蛮状态的人类个体组成正式国家是人类文 明进化史上一次质的飞跃
,

它历经漫长

而残酷的进化历程
。

至今人类对这个过程也还只有模糊不清的感触
。

人类个体除非对供他选

择的种种生活方向有深切的了解
,

否则他不可能理智地委身于任何一种生活方式
。

因此
,

维柯

在《新科学 》中正确地写道
:

凡是国家政权都要符合被统治的人民的本质
` , , 。

换句话说
,

维柯准

确而清晰地揭示出了人性 的社会本质对于国家及社会生活的重要意义
,

或者说
,

对于组织社会

机构
、

发展伦理学和法学体系
、

设计合理的社会改革的重要意义
。

回溯历史
,

首先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唤醒了西方人对其社会本质的好奇心
。

他们分别代

表了两种相互分裂的理智传统的极端
:

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
。

柏拉图深信人性虽然不能摆脱生

物性遗传因素的控制
,

但却可以深受环境的影响
。

从这点出发
,

社会才是人性形成及发展的原

因
。

因此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
,

每个优生的孩子的未来能够 由适当的教育来决定
。

与之相对应
,

亚里士多德则主张人性主要由生物及本能的力量所控制
,

不可能有较大的改变
,

因此理想国是

不可能的
。

柏拉图的理想主义可以在康德
、

歌德及卢梭的学说中得到辩护
。

他们坚信人类个体是内在

善 良的
,

或具有潜在的善性
,

只是由于有缺陷的社会才使人趋于邪恶
。

因此人性的改变的关键
,

就在于社会机制的改革
。

而亚里士多德的思路可以在马基雅弗利
、

霍布斯等人的体系中找到类

似的回声
。

他们认为
,

人生来是邪恶的
,

是其 自身残酷夭性的牺牲品
,

必须受法律的强制以及以

文明的方式行动
,

社会才能存在下去
。

关于人性的社会本质的社会哲学思辩
,

在十九世纪初到处受到经验研究思想的抵制
。

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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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时问内
,

各种社会科学从哲学母胎中的分化及分裂过程加速了
。

社会哲学思辩不能通过经

验方法证 明其假设及计划
。

并且从理论上说
,

社会哲学家设想人性的社会本质的维度是无限

的
,

各式各样的理想国亦是应有尽有
。

社会哲学思辩被社会经验论者所扬弃
,

在十九世纪因此

成为事实
。

社会经验论者开始客观地描述群体生活
.

并且依据单一观念来对群体生活进行分类

及原始分析
( 2 , 。

虽然社会经验论者丰富的理论遗产对于当代的社会行为研究具有深刻的启发

意义
,

但囿于实验技术及整个学科发展水平的限制
,

社会经验论者只能在思辩及经验描述的基

础上
,

运用天才的直觉去理解社 会生活及社会行为
,

在空泛的单一理论背景下缺乏实证材料的

可操作性及重复性
。

1 8 9 7 年 T r i p le tt 发表了他的实验报告
` 3 , ,

标志着社会分析学的正式开创
。

从此在社会心理

学的旗帜下
,

关于社会行为的研 究
,

完成了从社会哲学思辩经过社会经验论而到达社会分析学

的更替发展的三部曲
“ , 。

1 9 0 8年也是社会心理学史中值得纪念的 日子
。

是年
,

作为心理学家的 M c D ou ga ll 和作为

社会学家的 R os s ,

都以社会心理学的名称出版了第一本社会心理学教科书
` 5 , ` 6 , 。 1 9 0 8 年因此

被一些历史学家界定为社会心理学的元年
。

这个事件也许仅仅是巧合
。

但一流的心理学史家

墨菲 曾评论道
: “
当社会心理学成形 时

,

它趋向于分成 两枝
,

一枝是心理学家的社会心理 学

(P S )P
,

着重社会情境 中的个人
;一枝是社会学家的社会心理学 ( S S )P

,

着重团体生活
。 ” `”

这个

巧合加上墨菲的评论
,

结果成了一种暗示社会心理学命运的咒语
,

象锁链一般持续到当代的社

会心理学的研究中
。

社会心理学家因此分成两大相互敌视
、

少有学术沟通的分裂阵地
`8) ,

并且

各自为捍卫 自身的正统地位而战
。

自命为 S S p 的社会心理学家在 S p e ; l e e r 、

M a r x 、

D u r k h e im
、

w
e b e r 及 S im m e l 的理智传统

中获得灵感
,

并把社会心理学界定为
: “
社会心理学关心在社会结构

、

组织及群体中占据种种位

置的个体的行为及心理过程
。

一方面
,

社会心理学依照社会环境的控制
、

影响及限制来解释个

体的行为
; 另一方面

,

它还关注个体行为在作用
、

形成及改变社会结构 以及进入到群体的功能

时的方式
。 ” 〔 , ’

他们在研究中
,

更多地采用人 口统计及调查法
,

更为关注个体与社会结构及组织

间的互动
。

其分析水平是宏观的 ( m a c r

o)
,

更多是定性的描述
。

而以 P S P 为 自豪的社会心理学家则在 G a l t o l: 、

w
u n d t

、

P a v l o v
、

F r e t ld 及 W
e r t h e im e r 的工

作 中发现理智的源泉
,

一致认同 lA 知or t
.

G
.

W 关于社会心理学的界定
:

社会心理学努力理解

及解释个体 的思想
、

感情 及行为如何受他人影响
,

他人的存在可以是实在的
、

想象的或暗指

的
` ’ 0) 。

他们关注在精密实验条件下社会情景 中的个体的微观的 ( m i c or )行为表现
“ ` ’ 。

当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在社会心理学的旗号下争争吵吵的时候
,

人类学家
,

尤其是文化人

类学家在 30 年代左右开始了 自身独创性的工作
。

通过对原始居住区的土著 (n a it ve p e o p le )的

习俗行 为的实地研究
,

他们发现 以西方文化中的个体作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心理学的理论及结

构有着文化上的局限性
。

博厄斯发现基本的心理过程多么深刻地反映着文化对于环境的适

应 “ 2 , 。

随着马凌诺夫斯基对于特罗布里恩群岛居 民心理的研究
“ 3’ ,

米德的《到达法定年龄在萨

莫阿》的出版
“ ` , ,

文化之于人类心理及行为的影响的全部探讨更为具体化了
。

随后出自米德和

许多别的学者
,

又 有一系列关于人格的深刻文化造型的进一步论证
。

由于文化人类学家的努

力
,

文化作为决定人格及种种社会行为的因素被确认下来
。

面对这样的事实
,

一些社会心理学

理论家或历史编纂家明确或隐含地在心理学及社会学之外又雄辩地给社会心理学加上文化人

类学这个后妈
。 ( ’ 5 )实质上这样的工作没有止境

,

因为我们还可以加上人类习性学
、

比较动物行

为学等
,

因为它们的许多研究成果 已经汇入到社会心理学的潮流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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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墨非今天再版他的那本著名的心理学通史著作
,

他一定会痛苦万分而无所适从
。

因为

他再次发现许多其它学科如文化人类学
、

人类习性学
、

比较动物行为学等
,

也毫无羞怯地把脚

伸到所谓的社会心理学领地中
。

这样他感受到的社会心理学不只是有两个母亲
,

还有另外几个
“
不负责任的

”

后妈
。

这样
,

我们在描述当代社会心理学的图景时
,

就会不无罗唆地在社会心理

学的词汇中加上文化人类学家 的社会心理学
,

或者 比较动物行为学家的社会心理学
,

甚至更

多
。

实质上
.

到 目前为止
,

社会心理学作 为一个学科名称已不能包含更多相关学科的研究参

与
。

包括心理学
、

社会学或文化人类学等定向在 内的社会心理学家的研究 目的
,

也不是把社会

心理学作为其学术传统的独占物
。

他们的 目的不是想汇集在这个旗号下
,

而是囿于惯性
,

实质

上在做着社会行 为的研究工作
。

社会行为不是心理学
、

社会学或文化人类学等单一学科的专

利
。

它也不会造成心理学家及社会学家之间在社会心理学的标题下的相互敌视及不满— 而

认为只有 自己的工作才是正统真正的社会心理学研究
。

因此
,

在这里我大胆杜撰一个新词即社

会行为学 ( S oc io b e h a vi or ol og y )
,

它可以把所有打着或没有打着社会心理学旗号的社会行为研

究聚集在其名下
; 它也不属于任何一个单一学科

,

或心理学
,

或社会学
,

或文化人类学
; 它也不

会导致不同背景的社会心理学家之间的相互敌视及相互隔漠
; 它也会避免社会心理学诞生时

所遭遇的麻烦
:

它有两个母亲
,

每个母亲为争取正宫地位而相互争吵
。

不同学术传统 的学者对于社会行为当然会有不同的理解
,

在这里需要进行严格仔细的辨

明
。

出发点是把人作为一个物种放在整个动物种系演化的链条中
,

而抛弃狂妄自大的人类 自我

中心主义的观念
。

实质上
,

每种社会行为动作或动作系列都有三重历史 (t h er e h ol d hi s t or y )
.

或

者说三个维度
:

种系演化
,

个体发生及动作发生
〔` G’ 。

任何给定物种的个体都存在基于生殖连续性 (
r

叩 r o d t , C it v e 。
oll t iun it y )的物种连续不断的

世代链 (。 ha in of ge en ar it o n s ) 中
。

即使一个个体与物种内的其它成员有别
,

其所有的结构及功

能品质也是 由于其物种的种系演化 ( p h y lo ge
l l y or p h y l o ge n e s is )

。

这是社会行为的第一重历

史
。

个体之间的差异及其幅度
,

不同的物种之间有别
,

它们是物种特异的 ( S p e c i e s
一 s p e o

iif
c )

。

当

然这并不意味着种系演化的进程会直接产生这些品质
。

种系发生产生一种蓝图
,

或者是一种建

构新个体的内在命令
。

不同种系之间特异化的蓝图是 自我激活的
,

它能够利用种种有用的环境

而发展建构新机体的机制
。

仅仅这种蓝图或种种发展机制是种系演化或种系发生的结果
。

蓝图及发展机制与特定物种生存的环境之间的互动形成特定社会动作或系列的第二重历

史
:

个体发生 o( nt og
e n y

,

or ol l t o ge n e s is )
。

在许多情形下
,

物种蓝图中部分是严格的
,

具有对于

环境的稳定性
;
部分在与环境互动时给发 展机制留下某种伸缩余地 l( a

itt ud
e )

。

其结果是
,

特定

物种的个体的一些特征在种群中没有变异性
,

而其它一些特征则会在个体赖以生存及发展的

环境下发生变异
。

因此
,

可以简洁地说
,

传统中所称的行为中的先天性 ( ht e i ln l a t e )
,

对于环境

而言是稳定的品质
; 而我们所称为习得的品质

,

对于环境而言则是可变的 l( a ib l e )
。

L e y h a u s e n

认为环境从来不会给个体的潜能 ( p ot
e n it a ls )增添什么

,

它仅仅能调适这种潜能实现的方向或

程度 ( , 7 ’ 。

这个观点对于动物也许有效
,

但对于人类来说则有问题
。

因为人类拥有精致发展的文

化背景
,

实质上它已与人类品性难以割裂
。

动物的功能特征与其结构特征并不总是一致
。

行为动作更是动物的功能特征
,

这种功能特

征仅仅可以问歇性地观察到
。

在这种情形下
,

个体发生所提供的并不是
“
行为

” ,

而仅仅是能够

传递行为动作或动作系列的种种机制
。

行为的个体发生是在行为发展过程中所发生的行为机

制的一 种改变
( ’ 8’ 。

这种行为机制的改变不能和行为发展过程 中所发生的行 为的改变混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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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
。

这些机制被激活并随后产生种种可观察的行为的过程就构成社会动作或动作系列的第三

重历史
:

动作发生 ( a et o g en e s i s
,

A k t u a l g e n e s a i n G e r m a n ) (
` ” , 。

我们可以把社会行为的三重历史的观 点
,

跟荣格有关人格结构包括集体无意识
、

个体无意

识及意识三部分的观点相类 比
。

对于特定物种个体的社会行为而言
,

种系发生就类似于集体无

意识
,

它积淀了特定物种的长期演化的经验
,

这种经验以类似于拉马克的习得性遗传原则而被

每个个体作为财富继承下来
。

因为每个物种尤其是人的种系演化的过程无法准确地重建
,

因此

有关社会行为的种系演化也只能通过对现存物种的跨物种社会行为的 比较而获得粗略的定位

及理解
。

个体发生类似于个体无意识
,

它是个体在整个种系演化的系列中种系演化的机制或蓝图

与特定环境互动的结果
。

通过研究物种中的个体的社会行为的生物学基础
,

我们可以获得对个

体发生的了解
。

动作发生类似于意识
,

它是在种系演化
、

个体发生的基础上个体社会行为的实际展现
`
20)

。

这样的类比尽管很粗略
,

但提供一个角度有助于理解社会动作或动作系列的三重历史
。

社会行为的三重历史是社会行为学的逻辑起点
。

从这个起点出发
,

依照逻辑的历史运演
,

我们可以在社会行为学的框架下
,

先在种系演化的基础上给人的社会行为定位
;
再在个体发生

的标题下研究人的社会行为的生物学基础
。

又因为人类与动物的生存环境的迥异性— 人类

的文化环境已与人类的社会行为不可割裂
,

社会行为学必然还关注人类社会行为的文化生态

学背景
。

在这些基础性研究后
,

我们可以仔细研究社会行动者在实际的社会互动情景 中的社会

行为的展现
,

从而分析统一的社会行为论的要素及可能性
。

理论总是以片面性开拓其前进的道路
,

而后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完善起来
。

本文作为一种

可能的框架
,

期望能对社会行为理论进展有所启发
。

正如墨菲所说
“
… …在这个方 向上的初次

尝试才应该由一个不怕虎的初生牛犊来完成
。

对于本书中出现的外行的暗哑和大量的空白
,

我

可以因此无须致歉
” ( 2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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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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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这里有关 S S P及 S P P的分析是粗略的
。

当代有些社会心理学理论家已经注意到在分裂之外
,

有种相

互借鉴及相互融合的暗流
。

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在 s s P 中已经分裂出两个学派
:

符号互动论 ( sy m b lio c int er ac
-

t i o n is m )学派和社会结构及人格学派 ( t h e s o e i a l
s t r u e t u r e a n d p e r s o n a

l it y
s e h o o l )

.

( 1 2 )OB
a s ,

F
.

( 1 9 3 8 )
.

T h
e
M in d

o
f P

r im i t iv e M
a n

.

r e v
.

e d
.

N
.

Y
. :

M
a e m i ll a n

.

( 1 3 ) M
a l i

n o w s
k i

,

B
.

K
.

( 1 9 2 7 )
.

S
e x a n d R

e p r e s s io n i n S
a v a g e S o e ie t y

.

L o n d o n :

K
e g a n P a u l

,

T u e n e
h

,

T r u b n e r
·

( 1 4 ) M
e a d

,

M
.

( 1 9 2 8 )
.

C
o m in g o

f A g e in s
a m o a

.

N
.

Y
. :

M
o r r o

w
.

( 1 5 )萨哈金
:

社会心理学的历史与体系
,

周晓虹等译
,

贵州人民出版社
,

1 9 9 1
,
P P 22 2一 2 5 1

。

( 1 6 ) L e y h
a u s e n ,

P
.

( 1 9 7 4 )
.

T h e B io l
o g ie a l B a s i s o

f E t h i
e s a n d M

o r a
li t y

.

S
e ie n e e ,

M
e
d i

e in e a n
d M

a n ,
1

,

2 1 5 一 2 3 5
。

( 1 7 ) L e y h a u s e n ,
P

.

( 1 9 7 9 )
.

A g g
r e s s i o n

,
F e a r a n d A t t a e hm e n t : e o m P l

e x
i t i

e s a n
d i n t e r d e p e n d e n e ie s

,

P P

2 5 3
一
2 6 4

.

in V
o n C

r a n a e h
,

M
.

e t a
l ( e d s )

,

H u m a n E t h o l
o g y

: e
l
a im s a n d l im i t s o

f
a n e

w d i
s e ip li

n e
.

C
a m b r i d g

e
U

-

n i
v

.

P r e s s
.

P 2 5 4
.

( 1 8 ) T i n b e r g e n ,

N
.

( 1 9 7 7 )
.

O n
A im s a n

d M
e t h

o
d
s o

f E t h o l
o g y

,

P P Z1 3
一
2 3 7

.

i n K
o p fe r ,

P
.

H
.

e t a l
.

( e d s
)

,

C
o n t r o l

a n
d eD

v e
l
o pm e n t o

f B
e
h
a v i o r

: a n
h i

s t o r ie a l
s a m p l

e fr o m p e n s o f
e t h

o l o g is t s
.

M
a s s :

H a r v a r
d U n iv

.

P
r e s s

V
o
l

.

1 ( 2 V o l s i n a
ll )

,

P 2 2 8
.

( 1 9 )同 ( 1 7 )
。

(2 0) 高觉敷主编
:

西方近代心理学史
,

人 民教育出版社
,
1 98 2

,

P P 39 6 一 3 9 8
。

( 2 1 )参见 ( 7 )
,

第一版序言
,

P 4
。

(上接第 2 5 3 页 )

语义网络不能概括非命题形式的记忆编码
,

所

以无法解释图形启动等非语义现象
。

即使在字词启

动范围内
,

也有不少麻烦
:

①激活扩散不能解释倒向

启动 ( B
a e
k w

a r
d P r im in g )

,

由于启动呈现 后行于 目

标
,

不能期待启动预先激活了节点 ( K o r i a t
,
一9 8 1 ) ;

②依照激活扩散推论
,

应存在中介启动和部份重叠

预言
,

可二者均遭实验否定 ( B a
l
o t a e t a

l
. ,

1 9 8 6 ;
D

e

G
r o o t ,

1 9 8 3 ;

玩
、 h e r & R

o s e
d
a
l
e ,

1 9 5 9 ) ;③健忘症患

者可对新信息和非字表现出启动 ( G ar f 邑 cS h
a
ct

e r ,

19 85 )
,

再者内隐记忆的长久保持
,

都是网络学说难

以对付的
。

R
o e
d ig

e r ( 1 9 9 0 )提 出
“

加工 迁移合适性 程序

观
” ,

可很好地说明内隐记忆保持较长
、

能够形成新

的联结
、

对语境敏感
、

以及学习与测验间相互作用

(J ac
o b y 198 3 )

。

但难以说明内隐记忆也可以呈快衰

减激活
,

正常被试对新
、

旧表征的启动效应不一样

( F
e u s t e l

e t a
l

. ,
1 9 8 3 )

、

启动中的概念驱动 ( R e in it z

e t a
l

. ,

1 9 8 9
,

S h im a m u r a ,

1 9 8 6 )
、

深度加工可改变启

动 的大 小 ( G a r d i n e r ,

1 9 5 5
,

1 9 8 9 ;
G

a r
d i

n e r e t a
l一

1 9 8 9 )
,

也不能解释为什么内隐记忆不进入意识
。

不过
,

R oe id ge
r
提出的加工迁移思想却很有启

发性
。

在某种意义上
,

这一思想是对七十年以来内隐

记忆研究的一个总结性评述
,

因为所谓 内隐记忆其

实就是过去的某一认知加工对当前测验的未被意识

到 的影响
,

习惯上称之为启动
,

也是迁移的一种形

式
。

加工的概念避免了多记忆系统定位的局限
,

在编

码上也不象语义 网络那样要求是命题形式
,

因此有

更强的理论说服力
。

(四 Jll大学哲学系心理测量

与咨询中心 秦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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