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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我国正在经历的急剧社会文化变迁对众多个体心理产生 了强烈冲击
,

形成了文化震荡
,

并在不同程

度上影响了其心理健康
。

研究表明
,

由于不 同个体的经历和应付方式不 同
,

其对文化震荡的承受能力也不 同
。

因

此
,

深入研究文化震荡的形成及其对不同个体的影响
,

充分挖掘各种文化有益 于维护个体心理健康的宝贵遗产
,

建立个体心理健康防卫
、

救护机制和社会安定预警机制
,

是一项刻不容缓的紧迫任务
。

关健词 文化震荡
,

应付方式
,

心理健康
。

分类号

文化震荡是急剧的社会文化变迁所引起的一种

特定的社会心理反应
,

是世界各国社会发展进程中

不可避免的一种普遍现象
,

它充分体现了文化变迁

对人的社会心理和社会行为的毋庸置疑的影响
。

当前我国正处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重要

历史时期
,

生产方式的变革
、

新 旧体制的交替和对

外开放的加大
,

都在促使社会文化以异乎寻常的速

度发生着重大的变化
。

而这种变化又对我国众多个

体的心理产生了强烈的冲击
,

形成了文化震荡
,

并

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个体的心理健康
,

危害了社会

的安定团结
。

因此
,

适时研究文化震荡及其对个体

心理健康的影响
,

无论对个体的生命质量
,

还是对

社会的繁荣发展
,

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

文化震荡的形成与作用方式

社会学
、

文化学和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表明
,

文

化震荡是由一个国家内在的文化积累或外在的文化

移人所引起的急剧文化变迁对人的心理生活产生的

强烈冲击造成的
。

而这里的文化变迁
,

则是一个 比

较宽泛的概念
,

它泛指任何文化模式 中所发生的任

何有意义的变化
。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漫长历程中
,

随着经济
、

技

术的发展和环境
、

人 口 的变化
,

伴着文化创新
、

文

化移人以及人们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的改变
,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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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迁始终以其 自己的方式不断进行着
。

但自第二次

世界大战以后
,

特别是近二
、

三十年来
,

社会文化变

迁的速度却变得越来越快
。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托夫勒

在 《第三次浪潮 》一书中曾经写道 从岩洞生活到农

业革命
,

人类经历了漫长的岁月 农业革命到工业革

命
,

也有数千年之久 从工业革命到后工业社会仅用

了一百多年的时间 而今天的历史发展甚至更快
,

第

三次浪潮的变革可能只要几年就会完成 气

尽管托夫勒的分期法受到了一些学者的批评
,

但社会文化变迁急剧加快却是不争的事实
。

面对这

种前所未有的急剧变化
,

许多人表现出慌张失措
、

无所适从
,

并在心理上产生 了巨大的紧张和压力
。

这也正应了托夫勒在 世纪 年代所作的预言

未来的震荡是一种时间现象
,

它是社会变动急剧加

速的产物
。

它是发源于依附在旧文化基础上的一种

新文化的附加物
,

是人们在 自己所生活的社会里所

遇到的文化震荡
。

面对文化震荡
,

人们会因在一个

极短的时间里承受过多的变化之后感到压力重重
,

晕头转 向

文化震荡不但可 以源于内在的文化积累
,

也可

能来 自外在的文化移人
。

文化人类学家
·

米德和
·

墨菲都 曾研究过西方文化移入对原始 民族心理

与行为的影响
。

墨菲认为不发达国家精神疾病患病

率的增高与行为异常者的增多
,

是西方文化移入过

的资助
。

天津师范大学心理与行为研究中心兼职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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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的一种必然反应
。

而米德从对马努斯文化的变

迁的考察中得出的结论是 只要人们能够对变动中

的文化进行有效的调适
,

精神异常以至心理的震荡

都是能够避免的
。

她在研究 中发现
,

尽管马努斯文

化经历了快速而剧烈的转变
,

但却并未发现这种变

迁引起的精神障碍的增加
。

我国的社会文化变迁
,

特别是近代以来的社会

文化变迁
,

经历了一个 比较特殊的历史过程
。

由于

地理位置等原因我国在封建社会时期基本上是一个

封闭的国家
,

虽然有过汉
、

唐的开放
,

但从总体上

说与国外的交往还是 比较少
,

受异域文化的影响也

比较小
。

而且在这样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
,

本 国文

化的发展也比较平缓
,

除个别时期短暂的百家争鸣

外
,

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儒家文化一统天下
,

封建士

大夫们一辈子读的就是
“

四书
” 、 “

五经
” , “

惟圣

贤之言是听
” 、 “

惟圣贤之言是从
” ,

形成了以经
、

传
、

注
、

疏为正途的治学传统 阎 。

世纪末 世

纪初
,

在经历了鸦片战争
、

甲午战争的惨痛教训和

洋务运动
、 “

五四
”

运动的启蒙之后
,

国人才开始

对西方文化有所知晓
,

同时也开始有了对本国文化

的批判性反思
。

新中国成立后
,

经过多次对以儒家思想为代表

的封建文化和西方资产阶级腐朽文化的批判
,

我国

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
,

几乎割断了与各种历史文化

的联系
。

在这种背景下
,

国人不但对西方文化不了

解
,

就是对本国文化 的了解
,

也少得可怜
。

因此
,

年的改革开放
,

不仅使国人受到 了西方文化

的冲击
,

同时也受到了由港台甚至是西方国家带来

的我国传统文化的冲击
。

这种双重冲击在 国人心理

上产生的
“

文化震荡
” ,

以及 由此形成 的对个体心

理健康的影响是十分强烈和复杂的
,

现有的各种西

方社会心理学理论和心理健康理论
,

都无法解决这

一问题
。

周晓虹在其 《现代社会心理学 》一书中曾经写

道 当代 中 国社会 的文 化 变 迁 运 动 虽 然肇 始 于

年
,

比西方 国家迟 了三五十年
,

但它 的变迁

速度及 由此形成的
“

开放震荡
”

却大大超过了西方

国家
。

中国社会在
“

动乱的十年
”

走 向
“

开放 的十

年
”

中所出现的变化
,

丝毫不亚于甚至要大于西方

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所 出现的变化
。

整整十

亿人经过长期的封闭
、

停滞乃至倒退后
,

又突然面

临改革开放
,

面临如此现代化的一个外部世界
,

这

种强烈的反差以及 由此形成的心理体验是任何民族

都不曾经历的
。

文化震荡对我国不同类型群体的影响

当前我国正在经历的文化变迁对不同群体的影

响是不同的
,

而不同群体的信息加工方式和应付方

式也是不一样的
。

因此
,

文化变迁在不同群体心理

上引发的文化震荡
,

以及 由此造成的对群体心理健

康的影响也有很大差别
。

根据代际理论和米德
“

重

大事件产生一代人
”

的观点
,

我们将当今中国社会

的人群分为四代人
,

并就当前我国正在经历的文化

变迁对其心理健康产生的影响
,

进行了广泛的调查

和深人的分析
。

通过调查我们了解到
,

当前的文化

变迁及其产生的文化震荡对我国不同群体的影响大

至可分如下几种情况

对 年以前出生的一代的影响

在世的 年以前出生的人实际上至少有两

代人
,

但为了研究方便起见
,

这里将他们归为同一

代人
。

因为他们从生活状态
、

心理状态
,

到所受的

社会文化影响和 目前所处的社会地位
,

都有很大的

相近之处
。

他们中有 的受到过正规 的传统文化教

育
,

有的虽然没有接受过正规的传统文化教育
,

但

在童年和少年时期
,

却在他们父辈那里受到了一定

的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
。

因此
,

尽管在他们长大后

受到了多次反传统思想的洗礼
,

但在他们的潜意识

里
,

还有着一定的在传统文化影响下形成的价值取

向和思维定势
。

当然
,

在他们的意识领域
,

更多的

还是计划经济时代的社会主义思想
,

他们的行为习

惯和思维方式
,

也还是更多地带有那个时代的印迹
。

改革开放后
,

面对市场经济的大潮和西方文化

的冲击
,

他们虽然也看 出了计划经济的弊端
,

也想

参与改革
,

但在具体的改革实践中
,

却又很难改变

自己在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思想和行为方式
,

容易

对新生事物看不惯
。

另外
,

他们潜意识里的传统文

化影响下形成的价值取向和根深蒂固的计划经济时

代的
“

社会主义思想
” ,

也使其很难接受西方文化

及与这种文化相适应的经济运行方式
。

而 目前因离

退休造成的失落和收人下降又很容易使他们感到离

社会越来越远
,

不是改革的受益者
。

因此
,

他们更

容易看到改革中存在的问题
,

更容易看到西方文化

消极
、

腐朽的一面
。

他们觉得 自己很难适应这个社

会
,

经常会怀旧 和感慨
,

甚至抱怨今不如昔
。

在有

关心理测量中
,

他们的个人幸福感得分虽然居于中

等水平
,

但却普遍存在怀 旧 心理
,

经常会产生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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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
、

无助
、

烦躁和不安全感
。

而这种心理反应对 已

经走进暮年的人来说是很容易引发心理问题的
。

对 年至 年出生的一代的影响

年至 年 出生 的一代是特殊 的一代
,

也是 目前承受生活压力最大的一代
。

他们的生活经

历最为复杂和坎坷
,

除极少数人在 年恢复高

考后接受了高等教育外
,

绝大多数人都是上学赶上

上 山下 乡和
“

文化大革命
” ,

上班赶上下 岗分流
。

现实生活 中还得承担赡养老人和照顾子女的义务
。

他们一生下来看到的就是阶级斗争
,

整个义务教育

阶段基本上都是在
“

文化大革命
”

中度过的
,

所以

他们普遍 比其他年龄段的人更缺乏文化底蕴
,

更缺

少必要的学习能力和应付方式
,

因此也更容易成为

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
。

随着大学的不断扩招
,

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正

趋向大众教育
。

可在这一代人中
,

考上大学的可谓

凤毛麟角
。

面对开放带来的西方化文化
,

面对汹涌

而至的市场经济大潮
,

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感到

非常迷惘
。

这一代的大多数人很难跟上时代 的变

化
。

他们中的许多工人都下了岗
,

而且严重缺乏再

就业能力和 自我创业能力 他们中的农民大多数都

只知道种地
,

缺乏多种经营能力和向非农产业转移

的能力
。

当然
,

他们中的最优秀分子
,

现在 已经走

进各个领域 中最重要 的位置
,

但他们的精神负荷
,

他们所面临的挑战
,

也足以让他们心力交瘁
。

这一

代人虽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

但过多的不幸也容易

使他们的心理发生畸变
,

使其走向宿命
、

习得性无

助
,

甚至产生反社会倾向
。

对 年到 年出生的一代的影响

年到 年 出生的一代是过渡的一代
,

他们生在困难时期
,

并在
“

文化大革命
”

的文化荒

漠中度过 了自己的童年
,

但在受教育的关键时期却

幸运地赶上 了中考和高考
,

参加工作后又一直占有

年龄优势
。

他们是幸运的一代
,

但也是矛盾的一代
。

在其世界观形成的关键时期
,

他们先后经历了两种

不同的经济形态和社会文化
,

新旧思想的交替和社

会结构的变迁
,

都对他们的思想和心理产生了重要

影响
。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曾体验过茫然
、

冲突
。

他们是社会转型时期的一种典型代表
,

是置身

于
“

传统一现代
”

连续体上 的人 既处在传统之

中
,

又置身于传统之外 既跨进了现代的门槛
,

又

未完全投人现代的怀抱
。

与此相应
,

他们的行为也

受着双重价值系统的支配
,

渴慕现代的刺激
,

但又

摆脱不 了传统 的制肘
。

在不断深化 的改革开放

中
,

他们虽然是改革的推动者和生力军
,

但在其心

灵深处也经常会有矛盾和迷茫
,

对现实生活中的许

多现象
,

他们也经常会感到无奈和无所适从
。

对 年以后出生的一代的影响

年 以后 出生 的一代是年轻一代
,

也是开

放的一代
。

这一代人在懂事后所接触到的社会文化

环境
,

已经是 比较开放的环境
。

他们没有受过
“

正

统
”

的社会主义教育
,

也没有体验过计划经济时期

的简单生活
。

因此
,

在他们心中没有传统的偶像和

英雄
,

没有什么事可做什么事不可做的清规戒律
,

也没有什么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

他们本就生活在不

断变化和 日益交融的文化变迁之中
,

所 以在他们心

理上产生 的文化震荡不是急风暴雨
、

振聋发馈式

的
,

而是经常性的
、

比较微弱的
,

以至于有些人根

本就感觉不到震荡
。

还有一种 比较典型的情况是由于国际联姻
、

出

访
、

留学
、

移 民等原因而生活于两种不同文化中的

人
。

如年轻一代中的海归派和在国内接受高等教育

的年轻一代虽然没有出过国
,

但却深受西方文化的

影响的人
。

他们
“

脚踏东西文化
’, ,

对不 同文化的

交流和理解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

但其 自身却也生

活在各种矛盾和冲突之中
。

这些人虽然并不一定懂

得多少西方文化
,

但对外面的世界却明显 比其父辈

有了更多的了解
,

对西方的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也

有了更多的认同甚至是向往
。

还有一些人
,

由农村

来到城市
,

这些人虽然多数在从事体力劳动
,

但他

们的内心却并不平静
,

特别是那些高考落榜者
,

学

业上的失败使他们受到了较大的挫折
,

生活中的不

如意和差距感又很容易使他们妄 自菲薄
。

文化震荡条件下个体心理健康的维护

文化震荡对个体的心理健康既有积极的作用
,

也有消极的影响
。

在当前我国正在由计划经济走向

市场经济的特殊历史时期
,

文化震荡的产生是不可

避免的
。

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才能充分利用文化震荡

的积极作用
,

防止其消极作用
。

而要切实做到这一

点
,

做好如下几方面工作是必不可少的前提

深入研究各种文化的差异及文化展荡对个体

心理健康的影响

文化震荡之所 以会对个体的心理健康产生影

响
,

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急剧的文化变迁使人对 自

己
、

对世界的认识产生了矛盾
、

困惑
,

甚至发生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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畸变和扭曲
。

心理学研究表明 心理问题与心理障 理健康
,

如何面对和处理个体的心理问题等方面
,

碍有其认知根源
,

不健康的心理常常来源于不健康 有着十分丰富而宝贵的遗产
。

以如何处理个体的心

的认知
。

正如张玲在其 《心理健康研究与指导 》一 理问题为例
,

便有儒家的正面控制
,

即发挥个体的

书中所言
“

我们的所知决定我们的所感
,

我们的 主观能动性
,

通过控制 引发心理冲突或困惑 的事

所感决定我们的所行
。 ” 回 件

,

通过认识转换和积极的个人修养来解决心理问

当前我国不 同个体所体验到的文化震荡
,

主 题应付方式 道家的采用退让
,

通过弃智守朴
,

去

要是 由外来 的文化移人产生 的急剧文化变迁造成 用取无
,

以下为上的策略来解决心理问题的应付方

的
。

在改革开放之前
,

经过新中国成立后各种政治 式 佛教的采用化解
,

把生存困惑化解为其他方面

运动的洗礼
,

世纪 年代以前 出生 的人
,

都已 来解决心理问题的应付方式
。

这些应付方式虽然都

经在思想上
、

心理上和行为习惯上适应了社会主义 有一定的消极性和被动性
,

但若能将其与有些心理

的计划经济方式
,

他们很少有 自己的思考和 自己的 问题合情又合理的加以联系与升华
,

却又不失为一

意志
。

这时的人既受不到西方文化的影响
,

也受不 种有效的处理方式
。

到本国传统文化的滋养
。

改革开放之后
,

最先对国 西方文化是一种尊重个体独立性的文化
,

虽然

人产生冲击的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西方国家的表 在其漫长的发展历程中也有过压抑个体独立性 的阴

层文化
,

这种文化是以维护 自由竞争的平等性和保 霆
,

但从总体上看
,

它还是崇 尚个体的思想 自由
、

证社会生产的高效率为宗 旨的
,

它的移人对打破 国 人格独立
,

强调通过个体的自我实现来推动社会发

人僵化的思维方式
,

进而激发其积极性和创造性具 展的
。

西方文化虽然鼓励竞争
,

但却创造了许多方

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

式和空间来供个体发泄心 中的压力和不满
。

特别是

但是
,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人
,

人们对市场 在现代西方社会
,

心理健康教育
、

心理咨询和心理

竞争的残酷性和阴暗面有 了进一步的 了解和认识
。

治疗机构健全
、

发达
,

已经初步形成了较为完善的

特别是在国有企业职工下岗人数不断增多
,

城乡居 国家心理健康维护系统
。

而在这个系统中
,

人的精

民收人差别 日益拉大
,

一些官员的腐败
,

使人们的 神和信仰等文化因素受到了极大的关注
。

美 国著名

价值观念
、

理想
、

信仰
、

是非标准和生活态度等
,

心理学家埃里斯在 回顾西方 国家 世纪心理治疗

开始发生变化
。

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
,

西方 国家的 的发展时说 尽管宗教 和精神信仰方 面 的问题在

主流文化和亚文化
,

在我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 占统 世纪早期被心理治疗严重地忽略 了
,

但最近 的

治地位的儒家文化
,

以及过去在我国民间有着一定 研究表明它们在人类的存在中有重要的作用
,

而且

影响的佛家文化和道家文化
,

以不同的方式对国人 它们可能在帮助人们消除困扰方 面发挥重要 的作

的思想与心理产生了不同强度的影响
。

由于这些文 用
。

具有理性和信仰性质的心理健康教育和治疗在

化是有差别甚至是有矛盾的
,

因此必然会使人们本 世纪末的西方越来越普遍
,

也越来越受欢迎 闭 。

就矛盾的心理产生更多的矛盾和 困惑
,

而这种矛盾 建立 国家和地方的个体心理健康 防卫
、

救护

和困惑
,

又必然会对个体的心理健康产生影响
。

机制及社会安定预带机制

充分挖掘各种文化有益于维护个体心理健康 个体心理健康的防卫
、

救护机制是指系统的心

的宝贵遗产 理健康宣传教育机构
、

心理健康监测机构
、

心理健

无论是我 国的传统文化
,

还是西方 国家 的文 康咨询机构
、

心理健康研究机构
、

心理疾病防治机

化
,

都有丰富的增进个体心理健康的宝贵遗产
。

因 构
,

以及各种机构的相互关系和运行方式
。

社会安

此
,

在我们研究文化震荡对个体心理健康的影 响 定预警机制是对社会上各种不安定因素
,

特别是 由

时
,

不但要看到急剧的文化变迁对个体心理产生的 文化和心理问题引起的不安定因素进行监测
、

研究

消极影响
,

还要认真研究各种文化中有益于个体心 和预报的机构
。

上述机制的建立虽然不能从根本上

理健康的积极因素
,

并用其积极因素去克服其消极 解决问题
,

但却是保证社会成员心理健康和整个社

影响
。

会安定团结的基本条件
。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种非常重视个体 自我 内省 当前我 国的国家和地方的个体心理健康防卫
、

和个体与社会关系的文化
,

它虽然没有现代心理学 救护机制还很不健全
,

能够发挥一定作用的
,

只有

意义上的心理健康说法
,

但却在如何理解个体的心 心理健康教育机构
。

而心理健康教育的实施
,

又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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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限于学校
,

且在实施中存在着生物医学化
、

形式

化和片面化等许多问题
。

因此
,

我们首先要扩大心

理健康教育的范围
,

使之扩大到社会上 的不 同群

体 同时要端正心理健康教育的指导思想
,

丰富心

理健康教育的内容
,

拓展心理健康教育的途径与方

法
,

使之在个体心理健康的防卫
、

救护中发挥应有

的作用
。

在完善心理健康教育机构的基础上
,

还要

以社区为依托
,

在不同地区建立心理健康宣传教育

机构
、

心理健康监测机构
、

心理健康咨询机构
、

心

理健康研究机构和心理疾病治疗机构
,

从而使个体

的心理健康问题
,

特别是重大灾难性事件发生后的

个体心理健康问题能够得到及时
、

妥善的处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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