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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代社会心理学》作为多所高等院校社会心理学专业的基础教材和考研考试必读书目，备受教
师和读者欢迎。
它一出版即获得学术界好评，先后荣获"华东地区优秀社会科学著作一等奖"、"光明杯哲学社会科学优
秀学术著作三等奖"、"国家教委第四届优秀教材评选中青年成果奖"等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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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晓虹，男，1957年生于杭州。
自1977年起先后考入南京医学院医学系、南开大学社会系和南京大学历史学系，并获学士、硕士和博
士学位；1999年4月至2000年5月在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从事访问研究。
现为南京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先后出版《西方社会学历史与体系》（第一卷"经典贡献"）（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现代社会
心理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现代社会心理学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1993年版）等著译作10余部，发表中英文学术论文50余篇。
1993年获政府"特殊津贴"；1995年获"宝钢教师奖"特等奖；2001年获教育部"优秀青年教师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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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第一章 社会心理学：社会行为的现代研究第二章 社会心理学的由来与发展第三章 社会心理学的
研究方法第四章 社会比：社会行为的模塑第五章 社会认知第六章 社会动机第七章 社会态度第八章 社
会沟通第九章 群体与互动第十章 社会期望与角色行为第十一章 集群行为与社会运动第十二章 文化对
人格及社会行为的影响第十三章 文化、亚文与群体人格第十四章 社会文化变迁与人格发展主题索引
人名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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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般说来，论述一学科的历史发展，首先需要确定该学科的创始之年，但这在社会心理学研究中
恰恰是一个莫衷一是的议题。
有人认为，社会心理学创设于1897年，这一年美国人特里普利特对“竞争”现象进行了全新的研究，
这是社会心理学领域的首次实验结果；也有人认为，社会心理学创设于1908年，这一年美国社会学家
爱德华·罗斯和英国心理学家威廉·麦独孤分别出版了以社会心理学命名的同名教科书；同样也有人
认为，社会心理学创设于1924年，这一年美国社会心理学家P．奥尔波特在对群体进行系统研究的基础
上出版了《社会心理学》一书。
该书不仅引进了实验，而且指出了“实验方法对团体行为研究的革命性意义”。
　　确定“社会心理学创始之年”的困难，使我们有理由采用美国当代社会心理学家E．P．霍兰德的
“三阶段理论”。
1976年，他在《社会心理学的原则与方法》一书中提出，可将社会心理学的发展历史划分为社会哲学
、社会经验论和社会分析学三大阶段。
　　进入80年代，我国社会心理学界相应于这三大阶段提出了将社会心理学的发展历史划分为孕育时
期、形成时期和确立时期的观点。
我们认为，这一分期的可取之处在于：它避开了确定“社会心理学创史之年”难题，而将前述的那些
开创性的工作仅仅视为促使现代社会心理学形成和确立的一系列事件中的重大事件。
　　首因效应　　首因即首次或最先的印象，即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说的第一印象。
在社会心理学中，首因效应指的是在社会认知过程中，最先的印象对人的认知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
如某人在初次会面时给人留下了良好的印象，这种印象就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影响人们对他以后的一
系列心理与行为特征的解释。
由于首因效应的存在，使得人们对他人的社会认知往往表现出这样的倾向，即当人们刚刚获取了有关
他人的少量信息，就力图对他人的另外一些特征进行推理、判断，以期形成有关他人的统一、一致的
印象。
　　S.E.阿希是最早研究首因效应对认知影响的社会心理学家。
1946年，他以7种描述个人人格特征的词为刺激物，以大学生为被试研究了有关人格印象的形成过程。
这7种人格修饰语为“精干、坚信、健谈、冷酷、热情、机智、进取、有说服力”。
　　实验分A、B两组进行，除第四个人格修饰语不同外(A组为冷酷、B组为热情)，给予两组被试的刺
激语没有区别，提示的方式、时间间隔、重复次数也一概相同。
实验结果发现，两组被试都很快根据7种人格修饰语描述了该人的人格形象，但两组的印象大相径庭
。
不仅A组被试说该人是个“冷型”的人，B组被试说该人是个“热型”的人，而且两组被试都咬定，在
这7个修饰语中，最关键的是冷酷或热情。
而阿希将这个词抽出后，用另6个词进行的实验表明，两组被试此时形成的印象转变为中性的了，已
不再具有前述褒贬性质。
据此，阿希得出这样两条结论：其一，印象形成是所有人格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二，在这些人格
要素中有一种是左右印象形成的主要因素，最早出现的中心词(如冷酷／热情)决定第一印象。
　　两年以后，另一位社会心理学家A．S．卢钦斯对阿希的观点提出了批评。
他认为，决定人们对他人认知的关键因素与其说是“中心词”，不如说是人们的知觉顺序。
换言之，第一印象是由人们所先接触的人格修饰语所决定的。
在他的实验中，卢钦斯用了两段杜撰的描写一个叫詹姆的学生的生活片断的文字做实验材料。
这两段文字描写了两种截然相反的人格特征。
卢钦斯以不同顺序对这两段材料加以组合：一种是将描写詹姆性格内向的材料放在前面、描写他性格
外向的材料放在后面；另一种顺序则正好相反。
接着，卢钦斯将材料让两组水平相当的中学生被试阅读，并让他们对詹姆的性格进行评价。
实验结果表明，先阅读的那段材料对被试进行的詹姆性格的评价起着决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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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认为，阿希和卢钦斯的观点并不矛盾。
在社会认知过程中，可能“中心词”和接受“顺序”都在不同程度上左右着人们对他人人格特征的认
知。
在没有进一步的证据时，我们没有必要在这两者间选择“非此即彼”的答案。
　　近因效应　　近因即最后的印象，近因效应指最后的印象对人的认知具有重要的影响。
印象形成中的近因效应，最早是由卢钦斯1957年在《降低第一印象影响的实验尝试》一文中提出的。
在该文中，他以另一种方式重复了前面提到的那个经典实验。
具体的做法是，在让被试阅读有关詹姆性格的两段描写文字之间，有一时间间隔。
即先阅读一段后，让被试做数学题或听历史故事，再读第二段。
实验结果与前述实验正好相反，这时对被试进行的詹姆性格的评价起决定作用的已不是先阅读的那段
材料，而恰恰是后阅读的那段材料。
　　在社会知觉中既存在首因效应，又存在近因效应，那么，如何解释这似乎矛盾的现象呢?换言之，
究竟在何种情况下首因效应起作用，何种情况下近因效应起作用呢?　　社会心理学家对此进行了多种
解释。
具体说来有这样几种看法：(1)卢钦斯认为，在关于某人的两种信息连续被人感知时，人们总倾向于相
信前一种信息，并对其印象较深，即此时起作用的是首因效因；而在关于某人的两种信息断续被人感
知时，起作用的则是近因效应；(2)也有人指出，认知者在与陌生人交往时，首因效应起较大作用，而
认知者与熟人交往时，近因效应则起较大作用；(3)怀斯纳则认为，首因效应和近因效应究竟何者起作
用，取决于认知主　　体的价值选择和价值评价。
他在1960年的一项实验中，使用了两套刺激语做实验，一套是前述阿希实验的7种人格修饰语，另一套
是测验被试选择能力和比较能力的测验表。
让被试对两套刺激语进行评价，然后计算被试对人物人格修饰语的评价值和每对测验表中各项内容的
评价值之间的关系。
结果发现，被试对人物性格特点的评价取决于对测验表各项内容的评价，即被试究竟喜欢哪一种人格
特点取决于他们的价值观念。
　　晕轮效应　　晕轮效应又称光环效应，它是指当认知者对一个人的某种人格特征形成好或坏的印
象之后，人们还倾向于据此推论该人其他方面的特征。
这就像刮风天气之前晚间月亮周围的大圆环(即月晕或称晕轮)是月亮光的扩大化或泛化一样，故称之
为晕轮效应。
许多社会心理学家都对晕轮效应的存在及一般规律进行过许多有趣的研究。
前苏联学者博达列夫在一次实验中，曾向两组大学生分别出示同一个人的照片。
在出示照片前，实验者向第一组被试说，照片上的人是一个恶贯满盈的罪犯；而向第二组被试说，此
人是一个大科学家。
然后让两组被试对照片上的人进行描述。
第一组的评价是：深陷的眼窝，证明了他内心的仇恨；突出的下巴，意味着他沿　　罪恶道路走到底
的决心。
第二组的评价则是：深陷的双眼，表示了他的思想深度，突出的下巴，体现了他在认识道路上克服困
难的意志力。
博达列夫的研究证实，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常常有根据一个人的面容来推断其心理特征的倾向。
　　较早对晕轮效应进行实验研究的是著名社会心理学家H．凯利。
在1950年做的一次实验中，他告诉学生，教经济学的教授有事要做，故暂请一位研究生代课。
他先对两组学生介绍说，该研究生是个既好学又有教学经验和判断能力的人。
然后对其中一组学生说，此人为人热情，对另一组学生却说，此人比较冷漠。
介绍之后，凯利让这位代课教师在两个组分别主持了一次20分钟的课堂讨论，然后，再让学生陈述对
他的印象。
实验结果发现：(1)两个组的学生对代课教师的印象大相径庭：一组认为老师有同情心、体贴人、有社
会能力、富有幽默感等，另一组却认为老师严厉、专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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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表明，两个组的学生对老师的印象都夹有自己的推断成分在内，或由热情的特点推断出一系列优点
，或由冷漠的特点推断出一系列缺点。
(2)两个组的学生对老师的印象进一步影响到他们的发言行为；印象好的那组积极发言者达56％，而印
象不好的那组积极发言的只有32%。
　　晕轮效应实际上就是个人主观推断的泛化、扩张和定型的结果。
在对人的认知中，由于晕轮效应，一个人的优点一旦变为光圈被夸大，其缺点也就隐退到光的背后被
遮挡住了。
在我们随后的分析中还能看到，晕轮效应正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社会刻板印象的心理机制。
　　暴乱是行动群众的一种重要形式。
其成员从感情上就倾向于暴力行动并实际从事或时刻准备从事暴力活动的人群。
从事暴乱活动的暴民通常都有自己的领袖，他们一心想着自己的进犯目标，并强烈要求其成员保持一
致行动。
和暴动不同，尽管从事暴乱行动的暴民的行为具有某种组织性，但一般来说它是暂时的和不稳定的，
并且也是难以把握的，所以从根本上来说它是一种集群行为。
　　暴乱是暴民常常采用的公开的暴力活动。
这是一种由缺乏明确目的或方向散漫的暴民参加的行动。
虽然有些暴乱者可能有明确的目的，像捣毁不得人心者的房屋或商店，但大多数的行动却是出于一般
的不满和忿恨。
集体性的暴乱往往包括袭击不受欢迎的集团，抢劫和毁坏他们的财产等。
另外，在暴乱中也有一定的规范，不过这种规范不太明显，并且是与社会常规相违背的。
例如暴乱中的抢劫可以代表着一群暴民的新规范。
当一个地区性社区的成员公开进行抢劫时，这种大规模的抢劫行为就变成了一种对更大范围的社会提
出集体抗议的声明。
这个社区关于财产权利的价值观暂时崩溃了，而抢劫成了一种社会可以接受的行动。
　　另一种常见的暴民行动是私刑，这在美国历史上是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
那些自己组织起来的人，为适合他们自己的法律和秩序的需要而处死那些被他们定为罪犯或不受欢迎
的人。
从1900年至1950年的50年间，在美国被处以私刑者就有三千多人。
其中绝大部分是黑人。
他们往往都是以诸如“企图像白人那样行动”、“胆敢妄加评论”、“太兴旺发达了”等罪名而被处
死的。
　　西方学者从其阶级立场出发，在暴民问题的研究上，注重的多是暴民行为的表现形式或一般特点
，而不太注意区分暴民的性质。
常常把工人阶级反抗剥削、反抗压迫的斗争，与一些像私刑或恐怖活动的暴民行动相提并论，统统都
说成是暴乱或暴众。
我们认为，暴民行动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集群行为，它与推动社会进步、反对旧制度的工人阶级的斗
争不可同日而语。
当然，我们也不否认有些正义的斗争可以暂时地表现为暴民的形式，但总的来说，把这种斗争归入暴
民的范畴是不恰当的。
暴民的本质特征是暂时的、不稳定的，以及无目的、无组织的，它可能会对社会造成巨大的损失，给
人们的生活安宁带来重大的危害。
虽然被压迫阶级的暴力活动一开始也可能采取一些暴民的形式，但它最终将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革命
运动。
这是一般的暴民行动所不可能达到的。
因此我们认为，暴民是特指那些临时的、不稳定的、相对来说是无组织的、对于社会具有危害性质的
暴力人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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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言　　眼前的这部著作导源于5年前由我主编的那本《现代社会心理学——一社会学、心理学
和文化人类学的综合探索》，这是我和全国十所重点综合性大学的十余位社会心理学研究者所做的一
次愉快合作。
这本著作在中国大陆社会心理学界第一次走出单一的心理学取向，从社会学、心理学和文化人类学等
学科的综合取向出发研究人的社会心理和社会行为，并且在充分介绍国外社会心理学的经典研究和最
新成果的同时以相当的篇幅论及了中国社会心理学家在这门学科重建的十年中的学术观点和实证研究
。
这本著作出版后，获得了学术界的好评，曾先后获“华东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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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现代社会心理学》被我国学者评为"社会心理学"类榜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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