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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将遵循西方心理学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脉络，采用专题评述、比较分析、数量统计、群体考察和
个案剖析相互结合的研究方法，深入考察和研究留学生在这一“知识引进运动”中所发挥的作用，及
其学术理念和研究取向，力图勾勒出心理学在中国近现代的发展历程。
另外本书也将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从人类文化学、社会学、文化传播学等角度对这一历史现象加
以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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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胡延峰，男，1970年生于山东庆云县。
德州学院外语系讲师，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
曾在《历史教学》、《亚洲文化与历史》、《英语教学》等国内外公开刊物上发表文章10余篇，合译
有《教育中的人力资源管理》等多种。
目前主要从事留学史与翻译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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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任何一种新型学术的落户异邦，由生根、发芽到茁壮成长，由零散的个体传播到有组织的系统建设，
都与该学科的体制化或制度化创建存有莫大关系。
“在近代学术史上，一门学科的发展往往体现在两个方面，或是说，靠两种力量的推动，一是学者个
人发表的研究成果，二是在高等学校中设立相关科系培养学生，成立专业学会，出版专业期刊，即所
谓学科体制的建设工作。
”①本章主要从心理学系科创立方面爬梳近代留学生在心理学传播制度化建设中的作用。
知识传播的制度化包括知识体系的学科化和专业化，按照沃勒斯坦的解释，主要是指知识取得自律的
制度化形式，形成以生产新知识、培养知识创造者为宗旨的永久性制度结构。
知识体系的学科化和专业化发端于19世纪的欧洲，其程序为：首先在知名大学中设立一些首席讲座职
位，然后建立相关系科，开设相关课程，其培养的学生在完成制定的课程修习以及相应考察后可取得
该科学位。
19世纪社会科学在欧美世界中制度化形式的形成主要是通过当时其传统大学结构分化得以确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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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由我的博士学位论文修改而成，论文原题为“留学生与国民时期的心理学”。
三年前，对于历史学，自己还是一个门外汉，承蒙先生厚爱，有幸步入南开园，跟随先生进行系统学
习。
三年后的今天，当一本厚厚的博士论文摆在面前的时候，不免思绪万千，三年的光阴，三年的求索，
在庆幸自己的努力没有白白付出之余，更多的是深深的感激之情。
由英语而转向历史，科学跨度不可谓不大，加上自己基础薄弱，才智驽钝，因此，论文从选题、写作
至完成，每一个环节都得到先生的悉心指导，期间每遇困难、挫折时也幸亏先生鼓励和鞭策才得以使
工作又顺利进行，在此表示深深的谢意。
另外，在论文开题及写作过程中，也得到了侯杰教授、王先明教授的指点，一并表示感谢。
论文资料的收集是一项艰苦的工作，几番南下北上，始有所斩获。
在此过程中，得到中科院心理研究所赵莉茹研究员、南京师范大学杨鑫辉教授、南京大学李里峰师兄
以及北京大学韩洪刚同学的大力帮助，在此致以深情谢意。
同时师姐杜玲、孙诗锦、林淑燕、陈敬、刘晓琴，师兄江中孝、刘集林、彭小洲，师弟郭呈材、郭晓
勇，师妹姚夏媛在该论文的创作过程中也都提供了诸多有价值的参考意见，对此表示感谢。
另外还要感谢张九海博士、马云泽博士、王恩国博士等，正是他们的大力帮助才得以使论文顺利完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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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留学生与中国心理学》也将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从人类文化学、社会学、文化传播学等角度对
这一历史现象加以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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