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文部分想法得益于与陈午晴博士和孟宪范编审的讨论 ,特此致谢。
①　以“社会心态”为关键词查到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1994-2006年 5月的相关论文篇目共

计 4198篇 ,其中核心期刊 127篇;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综合信息支持系统的相关书目(包括

章节)421条。

个体与宏观社会的心理关系:
社会心态概念的界定

＊

杨宜音

提要:本文通过对社会心态的研究框架的讨论 , 对社会心态进行了概念
界定。本文认为 , 社会心态是一段时间内弥散在整个社会或社会群体 类别

中的宏观社会心境状态 , 是整个社会的情绪基调 、社会共识和社会价值取向
的总和。社会心态透过整个社会的流行 、时尚 、舆论和社会成员的社会生活
感受 、对未来的信心 、社会动机 、社会情绪等而得以表现;它与主流意识形态

相互作用 , 通过社会认同 、情绪感染 、去个性化等机制 , 对社会行为者形成模
糊的 、潜在的和情绪性的影响。它来自社会个体心态的同质性 , 却不等同于
个体心态的简单加总 , 而是新生成的 、具有本身特质和功能的心理现象 ,反映

了个人与社会之间相互建构而形成的最为宏观的心理关系。
关键词:社会心态　社会情绪　社会共识　社会价值观

社会心态(social mentality),一般指在一段时间内弥散在整个社会

或社会群体 社会类别中的社会共识 、社会情绪和感受 ,以及社会价值

取向。在社会急剧变迁时 ,社会心态变化快 、形态复杂 ,无论对个体还

是对社会组织和制度的影响都很大。在每一个剧烈变动的社会中 ,作

为社会变迁的表达和展示 ,社会心态是社会变迁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对社会心态的把握和调适 ,也是社会变革的一个无法忽视的社会

心理资源与条件 。因此 ,无论是政府的宏观决策和管理部门 ,还是研究

中国现实社会变迁及社会问题的学术界 ,都会特别关注这一领域的研

究进展。社会心态作为社会行为的外在氛围 ,也与社会成员息息相关 。

在我国 ,“社会心态”一词 ,自上个世纪 80年代至今频频出现在学

术界的讨论和大众媒体中。
①
对身处经济社会体制转换时期的中国人

来说 ,对这一表述早已耳熟能详。可以说 ,无论平民百姓还是国家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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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意识到社会心态对个人 、社会 、市场 、国家的影

响 ,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无法对社会发展和改革进程的社会心理环境

视而不见 。

“社会心态”概念的凸显必然有其深刻的社会 、历史 、文化 、政治等

方面的原因 ,这本身就很值得研究 。不过 ,首先应该解决的是“社会心

态”概念的界定问题 。应该说 ,社会心态是目前我国社会科学研究中一

个被普遍接受却又意义含混的概念 。目前 ,社会心理学家在“如何界定

社会心态” 、“社会心态的心理结构是怎样的” 、“社会心态是如何形成

的”等问题上还没有形成共识 ,这就直接影响到社会心态的测量 、社会

心态的影响因素和形成机制以及社会心态的调控等方面的研究进展 。

由此看来 ,有必要将社会心态尽快纳入我国社会心理学家的研究视野 。

本文试图从辨析理论的视角出发 ,界定社会心态概念 ,以期形成社会心

态研究理论框架的基础。

从字面意义上看 , “社会心态”一般被理解为“社会的心理状态” 、

“社会的心智状态” 、“普遍的社会心理” 、“民心” 、“民意” 、“人心”等等 ,

是使用频率很高的一个词汇 ,但却没有被多数辞书收录。① 国内报章 、

学术论文中对“社会心态”一词的界定多不严格 ,一般是个人根据不同

的理论视角 ,例如哲学 、社会学 、心理学 、传播学等 ,对这一概念的内涵

进行直接推定 ,因而缺乏足够的论证 。更多的人则是在约定俗成的意

义上使用这一概念 ,径直讨论社会心态与其他现象之间的关系 ,或讨论

社会心态的预警及调控。② 在一些学科的研究中 ,社会心态被视为一

个研究视角 ,如史学中的心态史学研究(参见郑永华 ,2000;王章维 、郭

学旺 ,2000;程利 、王晓丹 ,2002)。在文献检索时 ,这一词汇使用频率很

高 ,被广泛用于历史 、社会学 、教育学 、经济学等领域 ,被作为转型时期

宏观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要素来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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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例如 ,冯伯麟, 1995;宋智勇 ,1997;揭扬 , 1997;李颍伯 、王燕美 , 2001;胡红生 , 2001;高云峰 ,

2002 ,等等。

《辞海》和《中国大百科全书·心理学卷》 、《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简明社会心理学
词典》(时蓉华主编 , 1988)、《简明心理学百科全书》(荆其诚主编 , 1991)、《国际心理学手

册》(Pawlik等主编 , 2002 2000)等辞书中 ,都没有收录这一词条。在社会心理学及社会学
的教科书中 , 也没有可以对应这一概念的内容。仅于《社会科学新辞典》(汝信主编 ,

1988)中 ,有“心态”(mentality)一词 ,其释义是:“影响着个人 、人类群体和各民族思想的全
部舆论 、习俗、传统 、信仰和价值体系” 。该词条的释文从词源学的角度指出 ,心态一词是

17世纪英国哲学的产物 ,它表示心理的集体特征 、某个民族 、某个人类群体等特殊的思

想和感觉方式(汝信主编 , 1988:1002)。



社会心态概念的用法大致可以分为几类:(1)社会心态是在特定的

社会 、历史 、文化条件下 ,一定地域内人们普遍具有的社会心理的总和 。

例如丁水木(1996)的定义是:社会心态是指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由经济

关系 、政治制度以及整个社会环境的发展变化而引起的直接的 、在社会

群体中较为普遍存在的 、具有一定的共同性的社会心理反应或心理态

势。具有社会性 、大众性和概括性 。(2)社会心态是在一定的思想和心

理支配下的社会各种群体主观上的情绪 、情感 、态度等心理状态和社会

心境状态 ,通过言论 、行为 、习俗 、舆论表现出来 ,是社会 、政治 、经济 、文

化变化的“晴雨表”(揭扬 , 1997),具有时代性和相对稳定性。(3)与个

体心态不同 ,社会心态是指社会群体的心智状态 ,它是社会心理和社会

意识形态以整体面貌出现的主体状态 ,具有群众性 、整体性 、客观性 、实

践性和历史性。例如 ,张二芳(1996)认为 ,它是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

态相互渗透 、有机结合而成的状态结构 ,是以整体面貌存在和流行于社

会成员之中 、内化为社会主体的精神结构的心智状态;是理性与非理性

的中介 ,具有整体性 、转换性 、动态性 、倾向性 、两极摇摆和自我调节性 。

这些概念界定注重了社会心态概念与社会存在 、社会意识以及个

体行为之间的关系 ,注重了社会心态的社会整体特性和外显特征 ,形成

了“社会心态”与相近概念 ———例如“社会意识” 、“大众心态” 、“群体心

理”等———的区别 ,以及“社会心态”与非学术概念 ———例如“人心民

意” 、“社会良知”等———的区别。但是 ,上述的概念界定仅仅指出它不

同于个体心理 ,以及一些功能特性 ,但缺乏操作化定义 ,因而无法解释

社会心态到底来自哪里 ,即无法将联系个体的社会态度 、价值偏好和行

为取向与社会心态之间的社会心理机制清晰地刻画出来。

在西方 ,“心态”概念最初是在法国年鉴学派创立的“心态史学”中

出现的 。据法国“年鉴学派”历史学家 J.勒戈夫考证 ,从词源学来看 ,

法语的形容词 mental源自拉丁文 mens ,意为思想的 、精神的 、心理的 。

在古典拉丁文中没有的中世纪拉丁词 mentalis 属于经院哲学的词汇 。

但法语中 ,作为名词的mentalitiet(心态)并非直接派生自形容词 mental ,

而是在 19世纪中叶从英语中借用来的 。作为 mental的派生词的英语

名词 mentality则早在 17世纪就已存在。因此 ,心态一词是 17 世纪英

国哲学的产物(汝信主编 , 1988)。它表示心理的集体特征 ,某个民族 、

某个人类群体等特殊的思想和感觉方式 ,不同于官方的意识形态 。

1929年 ,法国年鉴学派发动了对西方传统史学的革命 ,其主要目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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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史学仅以上层人物的军事 、政治活动为研究内容的状况 。此后 ,新

史学将社会文化 、信仰 、群体共有的意识和观念纳入自己的研究范围

(罗凤礼 ,1998)。心态史学家认为 , “心态主要是集体的 ,它似乎远离社

会斗争的沉浮。但如果把它同社会结构和社会发展分割开 ,将是一个

严重的错误”(汝信主编 ,1988:1002-1003)。心态史学的视角从一个

侧面提出了心态概念 ,但是 ,限于学科特性 ,关于什么才是社会心态的

问题 ,还需要从社会心理学这一最接近这个概念的学科角度来进一步

辨析 。

社会心理学研究的是和社会有关的心理学问题(潘菽 , 1983)。它

试图解释个体的思想 、情感和行为如何受到他人实际的 、想象的或潜在

的存在的影响(Allport ,1985);同时 ,也探讨个体的思想 、情感和行为如

何透过个体对现实的认知 、情感和意向这样的建构性心理过程影响到

他人和社会(Taylor , 1998)。从社会心理学定义中 ,我们可以看到 ,(1)

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不但是个体如何受到他人行为的实际的影响 ,而且

是个体如何受到那些潜在的影响 ,甚至是个体自行想象而具有影响力

的那些影响对个体发生作用的过程和机制。(2)个体在社会中生活 ,像

受到其他影响因素(例如气候 、物理环境)的影响一样 ,受到社会中他人

的影响。(3)所谓他人 ,不但指个体 ,而且指他人所构成的群体 、社会 、

历史 、文化等等 。(4)所谓影响 ,不是一个单向的过程 ,而是相互的过

程 ,作为接受影响的主体 ,对影响具有建构和解释的能力 ,于是 ,社会环

境就不再是简单的外在于人的环境 ,而是被主体建构过的环境。由此

可见 ,从社会心理学角度研究社会心态 ,可以揭示出个体心理与群体社

会心理 、微观与宏观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与机制 ,应当是非常重要的学

科角度 ,它为对社会心态概念做出恰当的操作性界定提供了保证 。

然而 ,在社会心理学百年学科史当中 , “社会心态”并不是一个积累

了很多研究成果的领域。这是由于在社会心理学两大学术传统当中 ,

心理学的社会心理学 ,特别是以北美社会心理学为代表的主流社会心

理学主要从个体的角度来建构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体系和领域。这一学

术传统下的社会心理学着重研究个体如何受到他人和社会的影响 ,并

以自身的方式解释和应对社会关系与社会环境。而超越个体的 、以社

会整体为分析单位的社会心态 ,则不被作为研究的对象 。不过 ,作为社

会心理学中最为宏观的研究对象 ,社会心态是基于个体心理的 ,因此 ,

我们仍然可以从主流社会心理学的学科积累中发现研究的路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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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从“群体中的个体”视角看社会心态的心理结构

在世界社会心理学中居主流地位的北美心理学的社会心理学 ,其

个体主义 、理性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特征使得社会心理学各个研究领域

大都以理性 、自主和个体的角度 ,从个体出发来涉及与社会的关系。例

如 ,自我 、人际知觉 、归因 、判断的准确性 、印象的控制与管理 、喜欢和吸

引 、在社会影响下的从众 、服从和依从 ,与他人的沟通 、领导者的个人魅

力 、权威人格 、侵犯 、利他等等 ,无不以个体为中心 ,群体只是充当个体

心理与行为的背景。经过近百年的发展 ,社会心理学对于个体社会心

理过程的机制已经有了较为成型的理论和一些公认的结论。例如 ,从

个人的内部社会心理现象的角度探讨态度的结构与功能 、态度的转变 、

社会心理表征与社会记忆 、社会生活中的控制与自主性 、行为的决策与

判断 、社会动机 、社会情感;从个人特性的社会心理现象的角度探讨自

我 、个体发展 、社会性别等;从人际社会心理现象的角度探讨沟通 、语言

与社会行为 ,包括社会规范 、从众与服从在内的社会影响机制 、吸引与

亲近关系 、利他与亲社会行为 、侵犯与反社会行为 、刻板印象 、偏见与歧

视等;从群体社会心理现象的角度探讨组织行为 、社会冲突;从群际社

会心理现象的角度探讨群体认同 、社会运动等(Gilbert et al., 1998)。

从中我们看到对个体社会心理的研究路径循着一个从外显到内隐 、部

分到系统 、表层到深层 、变动到稳定 、个人到人际 、群体到群际的结构 。

这一路径是从个体出发的 ,并且着眼于群体中的个体(individual in the

group)或个体在群体中 ,群体只是个体心理活动的背景或对象 ,重心在

个体。而且 ,这里面蕴含的一个预设是 ,个体被他人影响是不妥的 、不

光彩的 、是失去独立性的 ,因而是要避免的。显然 ,这样的视角不能直

接用于社会心态研究 。但是尽管如此 ,它却可以提供一个心理结构的

重要的参照。我们以一个示意图来简要说明(见图 1)。

从图 1中我们可以大致看出 ,在社会心理学的视角下 ,价值观及信

仰既是个体的选择倾向 ,又是个体态度 、观念的深层结构 ,它主宰了个

体对外在世界感知和反应的倾向 ,因此是重要的个体社会心理过程和

特征;与此同时 ,价值观及信仰还是群体认同的重要根据———共享的符

号系统 ,因此又是重要的群体社会心理现象。从分析层面上看 ,价值观

可以分为个体价值观 、社会价值观和文化价值观。个体价值观是指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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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个体社会心理结构及对社会心态结构的推定

体的“价值体系” ,包括:(1)对人及其与宇宙 、自然 、超自然等关系的构

想 ,对社会及与其成员关系的构想(简称世界观);(2)在文化所属的具

体社会中 ,为了维系它的存在而必须具有的价值理念(简称社会观);及

其(3)成员个人所必须具有的价值理念(简称个人观)。这套价值体系

给文化社会成员一个有意义的生活目标 ,以确保社会制度稳定及正常

运作 ,并给予其成员一套行为准则(杨中芳 ,1994)。个体价值体系中关

于个体与个体之间关系或个体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架构 ,通常也被称作

social values ,但它主要是指价值体系中有关“社会性”的部分 ,如个体在

小群体中与他人的合作 、竞争等策略 ,而不是指社会层面的价值观

(Beggan &Allison ,1994)。 societal values则是指“隐含在一套社会结构

及制度之内的一套价值 ,这套价值的持有使现有的社会架构得以保持 。

社会制度在这里包括社会化 、社会控制 、社会规范和社会奖惩等 。它通

过规范 、价值 、惩罚等给个人带来外在压力 ,也通过社会价值的内化给

个人带来就范的压力”(杨中芳 , 1994)。为清楚起见 ,我们把个体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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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中的 social values称为“社会性价值观” ,而将隐含于社会制度中的

价值观称为“社会的价值观”(societal values)。这一区分是价值观研究

从仅仅关注个体价值观层面走向同时关注社会价值观层面所必须进行

的(杨宜音 ,1998)。

在价值观的分析层面上将个体的“社会性价值观”与“社会的价值

观”区分开来 ,为我们研究社会心态提供了理论基础。个体“社会性价

值观”对应于“社会的价值观” ;“个性”(personality ,又译人格)对应于理

论上的“社会性格” ,在民族国家概念形成的近代被表达为“国民性”

(national character ,又译国民性格);个体的社会心理状态(包括态度 、情

绪 、价值观 、预期 、应对策略等)对应于“社会的心理状态” ,即“社会心

态” 。所以 ,个体价值观和社会价值观以及二者的相互映射关系 ,应该

成为社会心态这一研究领域的核心概念 。

从北美个体主义取向的社会心理学已有成果中 ,我们得以了解从

个体的意见观点到信仰的心理层次结构 ,并且以此结构推定社会心态

概念的心理层次结构也将是一个由表及里的构成关系 。但是 ,从个体

心理到社会心态之间究竟如何勾连呢? 这种相互映射的关系怎样成为

现实呢? 让我们从社会心理学的另一大思想传统中汲取资源。

二 、从“个体中的群体”的视角看社会心态的形成机制

社会心理学的另一大学术传统 ———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与心

理学的社会心理学相比 ,较多涉及群体方面 ,对正式团体(formal group)

与非正式群体(informal group)、群集(integration)与集群(category)行为 ,

比如群体的极化现象 、群体的沟通网络 、竞争与合作 、流言的传播 、时尚

的形成 、骚乱和暴动等特殊情境下形成的大众行为 ,有着独特的贡献 。

特别是欧洲社会心理学家秉承了涂尔干 、塔尔德 、勒庞 、列维·布留尔 、

冯特等学者形成的传统 ,让社会心理学始终具有“社会”的性质 。在社

会学的社会心理学看来 ,群体或大众(mass)虽然来源于每一个社会个

体 ,却又以一种整体的形态存在和影响着每一个社会成员 ,使人以为这

就是自己的观念 、态度和意志;或者自己无法摆脱这种观念 、态度和意

志的控制 。早在一百多年前 ,法国的社会心理学家勒庞(Le Bon ,又译

黎朋 、勒邦)便开创了群体心理学的研究 。他对大革命时期法国人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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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态的研究 , 特别是他在《乌合之众》(Crowd :The Study of Popular

Mind)一书中对群众心理(popular mind)的研究已经成为社会心理学研

究中的经典(莫斯科维奇 , 2003 1981)。与勒庞同时代的社会学家和社

会心理学家塔尔德(G.Tarde , 又译塔德)的《模仿律》 、涂尔干(E.

Durkheim)的“集体表象”(又译集体表征)概念和以后的精神分析学家

弗洛伊德(S.Freud)的《群众心理学与自我分析》 、荣格(C.G.Jung)的

“集体无意识”概念 、麦独孤(W.McDougall)的“群体心智”(group mind)

概念都是这一时期提出的重要群体心理学概念和群体心理机制 。尽管

他们使用的词汇不同 ,表述各异 ,但是 ,都强调群体心理是一种完全不

同于个体心理的东西 。经历了心理学行为主义和认知思潮的冲刷和影

响 ,经过几十年沉寂之后的社会心理学 ,仍然首先是在欧洲 ,出现了泰

菲尔的社会认同理论(Tajfel , 1978),特纳等人(Turner et al., 1987)在泰

菲尔社会认同理论基础上提出的“自我类别化”(self categorization)概

念 ,以及雷彻(Reicher , 2001)在阐述群众行为的社会认同模式中对于

“自我刻板化”等概念的讨论 ,这一切都让人感到一种回到勒庞的研究

取向 ,一种对社会心理学之社会性质的重新强调。这种回归 ,大概是源

于进入了莫斯科维奇(S.Moscovici)在《群氓的时代》中断言的处境:“我

们生活在一个大众社会(mass society)和大众人(mass men)的时代里”

(莫斯科维奇 ,2003 1981:6)。

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和欧陆的社会心理学从群体结构 、类别 ,群体

规范与压力 ,群体中的社会角色 ,集群行为(临时性群众行为 、暴乱 、骚

乱 、恐慌)、大众行为(时尚 、流行 、谣言 、流言)和社会运动等角度对群体

心理学做出的贡献 ,以及政治心理学和大众传播心理学对民意和舆论

的研究 ,已经比较接近社会心态这一概念所处的研究层面或领域 。

其中 ,社会情绪的研究 ,例如 ,乔治(George , 1990)的“群体情感基

调”(group affective tone)概念 ,麦金托什等(McIntosh et al., 1994)的“社

会诱发性感情”(socially induced affect)概念 ,凯利(Kelly , 2001)区分的

“群体情感”(group affective)、“群体情绪”(group emotion)、“群体心境”

(group mood)和“群体特定情感”(group dispositional affect),为大众心态

的情绪方面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基础。

而欧洲社会心理学 80 年代以来形成的社会认同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作为有关个体与群体心理关系的理论体系 ,对推进我们

探讨社会心态形成机制更是极富价值。这一理论从社会认同的角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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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知觉过程的“类化”(categorization)机制 , 抓住“心理群体的形成”

(psychological group formation)这一关键过程 ,主要探讨个体归属于群

体 、凝聚为群体 、个体与群体 、群体与群体之间相互关系的社会心理机

制 ,解释了各种集群现象而不是群体(group)现象 ,成为战后欧洲社会

心理学家对世界社会心理学最有意义的理论进展 。社会认同理论还解

释了大规模群集状态中的去个性化现象和从众现象 ,以及合作与竞争 、

语言的认同作用 、社会流动等等方面的社会心理现象 ,并根据大批的研

究发展出了精细模式 ,以之与主流社会心理学进行了对比 。社会认同

理论改北美主流社会心理学“个体在群体中”或“群体中的个体”的视角

为“群体在个体中”或“个体中的群体”(group in the individual),为个体

心理与群体心理之间搭建了一座桥梁 。最为典型的是特纳的“自我类

别化”理论和浩格(M.Hogg)等人的群体动机理论 。以这样的视角 ,我

们可以揭示个体融入社会的机制(参见图 2),当然它仍然是站在个体

的角度 ,讨论个体如何将群体纳入个体 。

图 2　群体社会心理结构及对社会心态形成机制的推定

在“群体在个体中”这一过程里 ,个体决定群体是否会影响自己 ,因

为 ,是否认同群体的主动权把握在个体手中 。而情绪的感染就有一些

无意识成分 ,是个体容易失控的方面。个体一旦认同了群体 ,受到了感

染 ,就会丧失原有的个别性或责任感 ,就会消失在群体之中 。

三 、从“群体与个体”的视角看个体与社会心态的相互建构

社会心态被理解为“万众一心” 、“众心之心” ,是个体经过社会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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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 、社会卷入 这些社会行 为 , 经过社会 认同 、去个 性化(de-

individualization)、情绪感染 、模仿等心理过程之后 ,融于群体而形成的

“群体之心”(group mind)。当我们的分析单位从“群体”扩大到“社会”

时 , “群体之心”就会扩大为“社会之心”(social mind)、“社会共识”(social

consensus)和“社会常识”(commonsense knowledge)。这里所说的社会之

心 ,已经不同于一些正式群体 、小群体的心理 ,而是大群体的 、非正式群

体的 、统计群体的 、社会类别的心理 ,甚至是整个社会的心理;它不再等

于个体心理的简单集合和汇总 ,而是形成一个全新的 ,与个体心理有可

能相同 ,也可能不同的 ,不容易把握 、不容易辨识 ,却的确存在 ,有着巨

大影响力的社会心理力量 ,正像我们在“万众一心” 、“同仇敌忾” 、“举世

瞩目” 、“众志成城” 、“群情激昂” 、“民心向背”等情境中体验到的那样 。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心理氛围中 ,在由万千个体自身织就 ,并栖息之中的

意义和情绪之网上 ,发生着个体自身的心理活动过程。

如果我们有可能整合个体的社会态度及个体的社会性价值观与群

体的社会态度及社会的价值观 ,从而发现(1)社会心态的个体心理结构

及群体心理结构;(2)个体与社会的心理互动过程中社会心态构成的心

理机制 ,那么 ,还不足以完整地界定社会心态的概念 。因为 ,在这两种

视角下 ,个体仍然是一个核心和出发点 。事实上 ,群体影响着个体以及

个体决定着自己是否要融入群体 ,还没有涉及到个体与群体相互建构

的必然与必要性 。因此 ,还需要从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的角度提

出一个“群体与个体”(group and individual)相互建构的分析模型 。

我们用以下示意图予以说明(见图 3)。

当大众传媒 、消费的大众化 、人员的社会流动越来越广泛深刻时 ,

个人与个人的面对面交往关系已经不再是个人的全部关系 ,个人与群

体 、个人与类别 、个人与整个社会都变得密不可分 。社会心态连接着个

人与群体 、个人与社会阶层 、个人与市场 、个人与国家 ,它是这些社会构

成要素相互作用的反映窗口 ,在这个意义上 ,社会心态不仅是一个名

词 ,而且是一个描述活动状态的动词 。个人对群体以至整个社会之心

态的感受 、想象 、猜度 、判断 、推测 ,经过一番转换 ,或直接或间接 、或在

意识层面或在无意识层面 ,会反过来对个人的内心和行为形成某种影

响。尽管 ,在现代社会 ,个人之间不再是熟人社会中“你中有我 ,我中有

你”般的唇齿相依 ,然而 ,人们却因社会心态而彼此不可能分离。因此 ,

社会心态是一种个体社会建构的方式 ,个体并非仅仅受到社会心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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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群体与个体”视角下的社会心态模型

　

影响 ,相反 ,他还是这一生存背景的营造者(Reicher , 2001)。在社会心

态无可避免地镶嵌进个人生活中去的同时 , 个人也通过大众化

(massification)过程成为了所谓“大众人”(mass men)。这样的个人与社

会的联系 ,并不一定是通过生产 、分配 、交换和消费建立的 ,而是一种心

理联系 。更确切地说 ,是心态联系 ,在这样的联系中 ,个人被社会心态

化 ,社会心态也被个人化 。

这样的“个体与群体”的视角 ,还应当放在中国特有的文化心理背

景下来理解。这是由于传统中国社会中的“我”与“我们”之间有着相互

通融的关系 ,“我”既不是独立于“我们”之外 ,也不是消失在“我们”之

中 ,而是借助“我们”来表达“我” ,通过“我”(小我)的修养而扩大形成

“我们”(大我)。这就与寻找我与我们差异的“自我认同”不同 ,也与寻

找“我们”与“他们”差异的“社会认同”不同(杨宜音 , 2001)。这也可能

是中国特别需要社会心态概念的文化心理原因。

从个体与群体的视角出发 ,我们会发现 ,社会心态还可以被看成一

种社会资源 ,确切地说 ,是一种社会心理资源 。正像其他自然资源一

样 ,围绕着这些社会心理资源也可以从生成 、发现 表达 、养护 、激发 、调

集 、使用 、消减 、再生等方面来认识它。社会心态就是政府 、社会组织 、

民间社会的社会心理支持系统 。在突发事件来临之际 ,这一系统是否

有效地提供支持 ,将影响到政府处理突发事件的成败。即所谓“民以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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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 ,亦可覆舟”。另一方面 ,个人应对突发事件的行为本身 ,也是在激

发 、调用 、培育 、养护个人社会支持系统中的社会心理资源 ,并以这一资

源供养人和获益者的双重身份参与到更大的社会系统中去。因而 ,社

会心态是一个复杂系统 ,它反映了个人与群体 、个人与政府之间的多重

互动关系与资源共生共享关系 ,也就是相互建构的关系 。

在“群体与个体”的分析框架下 ,本文对社会心态的定义是:

　　社会心态是一段时间内弥散在整个社会或社会群体 类别中

的宏观社会心境状态 ,是整个社会的情绪基调 、社会共识和社会价

值观的总和 。社会心态透过整个社会的流行 、时尚 、舆论和社会成

员的社会生活感受 、对未来的信心 、社会动机 、社会情绪等而得以

表现;它与主流意识形态相互作用 ,通过社会认同 、情绪感染等机

制 ,对于社会行为者形成模糊的 、潜在的和情绪性的影响。它来自

社会个体心态的同质性 ,却不等同于个体心态的简单加总 ,而是新

生成的 、具有本身特质和功能的心理现象 ,反映了个人与社会之间

相互建构而形成的最为宏观的心理关系 。

首先 ,这一定义试图借鉴个体分析水平(individual level of analysis)

和群体分析水平(group level of analysis)对个体社会态度和群体社会态

度进行研究的框架 ,提出社会分析水平(social level of analysis)的框架 。

其次 ,这一定义将社会心态的心理层次由表及里界定为:社会情绪基

调 、社会共识及社会价值取向 。第三 ,这一定义从社会认同 、情绪感染 、

相互建构的角度解释个体与群体之间的联系机制 。第四 ,将社会心态

放入“影响变量 、过程变量和结果变量”的模式(input-process-outcome

model)中进行功能界定。总之 ,这一定义揭示社会心态的实质是个人

与社会相互建构的最为宏观的心理关系 。定义是揭示事物的特有属性

的逻辑方法。从逻辑学角度看 ,本文采用了发生 、互为因果和关系作为

种差提出了界定社会心态本质属性的表述。

在以往的有关研究中 ,有人使用“国民心态”概念指代社会心态 。

国民心态强调的是心态的适用国度 ,或整个国家中国民的心态 ,而未能

显现其作为社会心理的性质。国民心态实际上与“国民性”和“民族性

格”概念有很重要的相关 。国民性是将国民视为一个较稳定的整体 ,从

与其他国家国民的区别性角度进行概括 ,因此更注重文化 、历史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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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的因素 ,而不是从社会心理状态的形成 、表达及其与个体之间的心

理关系的角度进行概括。鲁迅提出的中国人的劣根性和改造国民性 ,

也是建立在对中国文化心理的深刻洞悉上的。因此 ,如果使用国民心

态这一概念 ,与我们探讨社会心态 ,即在转型时期的背景下 ,个人的价

值观与生活方式如何凝聚为社会价值观 ,社会价值观如何影响个人的

价值选择 ,以及这一双向过程的社会心理机制 、社会心理结构 ,将会形

成较大差距 ,也与社会心理学的理论视角不够吻合 。

民意 、民心 、公众意见 、舆情 、舆论等概念与社会心态概念应该说是

相当接近的。特别是从表现形态上看 ,它们构成了社会心态的一部分 。

在许多学术论文中 ,民意民心 、公众意见以及舆情经常与社会心态概念

混用。但是 ,从社会心理学角度来看 ,民意 、舆论等等都是社会心态的

表达和表现 ,并不是社会心态本身 。我们可以透过民谚 、牢骚 、街头巷

议 、流言 、传闻 、“段子” 、网上贴子和博客 、手机短信 、流行词汇等了解社

会心态;我们也可以透过集会 、暴动 、骚乱 、罢工 、上访等了解社会心态;

我们还可以透过消费方式 、时尚与流行 、人际关系(上下级关系 、代际关

系 、亲密关系等)、市场风险承受力 、储蓄 、抢购 、阅读偏好 、社会信任等

了解社会心态。因此 ,民意 、公众意见 、舆论 、舆情等是社会心态的构成

部分 ,但不是全部。很多研究者借助社会调查方式了解公众对热点问

题的看法 ,借以刻画和描述社会心态 ,这无疑是社会心态研究的一部

分 ,但社会心态研究不应该仅限于此。

社会心态不同于民意之处还在于 ,民意是对某些具体事件 、政策 、

事实的看法和意见 ,而社会心态是比较难以触摸的 ,是渗透到某些看法

和意见中的。例如 ,人们对住房制度改革 、选择职业 、职业培训 、消费方

式 、闲暇生活 、婚姻择偶以及子女教育等方面持有各种态度和意见 ,但

是 ,从中可能反映了短期行为的行为选择方式和价值观 。这种短期行

为的行为选择方式和价值观或许并不为某人所赞同 ,但是却影响他对

别人的信任 ,对机构和社会组织或社会规则的信任 ,从而他自己也被迫

选择了短期行为的行为方式作为应对策略 。因此 ,社会心态表现的不

仅是个体的社会心理 ,而且是某些群体甚至整个社会的社会心理状态 。

但后者并不一定代表前者 ,它有可能与个体的社会心理相悖。社会心

态的研究不同于民意调查之处在于 ,它要发现的并不是一个个个体的

意见 ,而是通过了解一个个个体的意见 ,通过研究这些个体的意见整合

起来以后对社会和个体产生哪些影响 、怎样产生影响 、为何产生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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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其变化 ,从而说明社会心态的机制和作用。并且 ,通过这一研

究 ,发展出对社会心态的测量 、预测和干预等方法 。严格说来 ,社会心

态研究应纳入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框架 ,由社会学家 、政治学家 、大众传

播学家 、舆论研究者和社会心理学家合作进行 。

社会心态概念还常常与社会心理概念混用。这种混用的基础在于

社会心理的宏观意味 。作为社会心理学中最为宏观的概念 ,社会心理

或社会心态无法采用属加种差的方法直接界定 ,因而 ,采用社会心理 、

社会心态 、时代精神 、社会心智等概念指涉的都是同一个内涵。由于社

会心理常常与微观或中观的社会心理混淆 ,例如 ,个体的社会心理 、群

体的社会心理 、人际的社会心理 、群际的社会心理 ,使用社会心态将可

以突出它作为特定概念的性质 。

总之 ,社会心态作为一个社会心理事实 ,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理论课

题 ,并且与处于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的社会实践紧密相关 。在从“群体与

个体”的视角对其进行概念界定的基础上 ,还需要发展出可行的测量指

标 ,并将社会心态作为影响变量 、过程变量和结果变量来研究 ,从而完

成描述 、解释 、预测和调控社会心态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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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oses a structural approach on the study of soical capital theory , which means that

social capital should be defined by its network structure rather than its network function.
Based on a structural approach , this article will focus on the analysis of the overall_
structure and class_structure of the networks of Chinese policy elites.Having surveyed 301

representative policy elites from 25 provinces all over the country in 2004 , we found that

the three aspects of the intercourse process , namely , identification mark , interpersonal skill
and individual efforts , which are embodied by the four variables of education , system
stability of job mobility , administrational level , and social intercourse participations , hav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o social capital of policy elites.Moreover , because of the

“ admittance doorsill” effect that we tend to classify the groups we are communicating with

according to their class , the contributions of these factors above show obvious characteristic

of ladderlike structure.

The Psychological Link between the Individual and Society:The concept of

social mentality Yang Yiyin　117………………………………………

Abstract:This article proposes conceptual definition of social mentality ,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of social mentality framework.It is believed that social mentality is a pervasive

and all-encompassing macro-phenomena embedded in the whole society.It is the

summation of the emotional tune , social consensus and social values.Social mentality

influences social participators' potential contingencies and emotions according to the

mechanism of social identification , motivation and emotion , de-individualization.This

mechanism relies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social popularity , consensus , motivation and

confidence towards future to interact the relationship with mainstream ideology.Social

mentality is ruled out from the homogeneity of individuals' mentality , but not merely a

simple summation.However , it is a newly originated , self-characterized and self-
functional psychological phenomenon.It reveals the ultimate macro_relationship between

individual and society as a whole.

Causal Analysis in Social Research Wang Tianfu　132…………………

Abstract:Causal analysis is the founda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It is also the key for

accumulation of knowledge and discipline building.However , we now face a series of

problems in social research.To a certain extent , part of the reasons lies in neglect of

causal analysis or weak understanding of it.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provide a clear

account of the concept of causality , to remind researchers of the importance of causal

analysis, and in combination with research examples , to give some basic rules and

strategies in causal analysis.In reaching general conclusions with explanatory powers ,
both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are consistent with each other in

applying causal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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