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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译本前言（节选）
文化心理学是一门涉及面很广而又颇具特色的交叉学科，是在社会组织、社会心理、社会行为、社会
习俗、社会教育等多个层面上，探讨个体文化人格形成和发展的多学科交叉研究。它的内容涉及面极
广，对于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民俗学、教育学、艺术学、语言学和行为科学等多种学科的理论
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来说，都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因此，本书于1982年在美国芝加哥出版以后，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很快于1985年再次印刷发行（即本
书的翻译蓝本）。在我国目前尚无文化心理学研究和译介专著的情况下，本书定会引起国内人文科学
界及读书界的兴趣。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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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心理学中群体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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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特征的分布及内在联系
人类学系统的特化和分化
人类学现象的变化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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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人类学事物和事件的起源与评价
人类学对于文化心理学的帮助
有关起源的难点
人类学要素的条件
人类学系统的性质和改良
个人与文明的关系
第六章  作为心理事件的文化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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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本性的独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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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惯常刻激的发生和运动
惯常刺激作用如何发生
常规化过程的起始
产生各种常规的不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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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诸个休的相关性及心理群体
第十二章  心理群体和社会群体
什么是心理群体
行为群体按部分或层次的分化
个体行为变异的两个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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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群体的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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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制于群体的行为
人们的群体构成
群体的机动性
并非一切行为都是文化的
个人和群体的对应
众多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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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的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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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情境中的混同成分
第十五章  文化心理学与价值
具有特殊刺激功能的价值
“价值”的语义学分析
价值的种类
行为价值及评价的标准
心理情境中的价值
评价的基本过程
文化评价的独特性
文化的多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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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本书作者J ．R．坎托〔J．R．K。协r），是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名誉教授，芝加哥大学研究员。他著述
甚丰，在本书出版之前，他的著作已达十种共十三大卷，遍及心理学，逻辑学、语言学、哲学等各个
方面。他尤长于开拓交叉学科的研究领域，其著作多半如此。从理论上看，作者在本书中沿袭了美国
行为主义心理学的思想传统，以“刺激一反应”为基本构架，加上“人格素养”、“社会因素”、“
环境因素”等一系列中介，以此来分析和描述人们文化行为的形成和发展。这种思路的实际分析结果
如何，当然有赖于人们的进一步批判和检验，但作者自己坚信，采取这样一种“客观主义心理学”的
立场，有利于避免将文化心理现象还原为生物、生理现象的谬误；也能够驳斥某些传统形而上学的心
理学，哲学观念，这些观念脱离个体心理行为的实际过程，忽视一定群体中人与人相互作用的实际情
境，因而只剩下一些空洞的“集体精神”概念和假定。鉴于文化心理学本身的初创性，作者既总结和
吸取了若千相邻学科的理论方法，又作了相应的划界线、判优劣、论得失的工作。这方面，也许不乏
作者本人的主观臆断。但作为译者的我们，由此想到，诸如作者对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得失的那些评
判，虽则片面倒也鲜明，或许还有助于我国学术界对于国外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的批判和借鉴，有助
于最终创建我们自己的科学理论体系。此外，作为综观概览型的理论著述，本书行文上也有些繁琐、
粗疏，国内一般读者可能因为缺少有关学科的背景知识而犯难。对此我们提议，耐心细致的研读将有
助于你披沙沥金，在知识信息和解释模式方面发现本书的不可替代的价值！

Page 5



《文化心理学》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