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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尊严·公平·正义·和谐 

专辑序言 
 

张建新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北京 100101) 

 
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全国

代表大会上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

核心是以人为本。”今年 3 月 5 日，温家宝总理在

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做政府

工作报告时再次提到：“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

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

公正、更加和谐！”温家宝在与网民在线交流时更

是明确指出，“要让老百姓活得更有尊严”，主要

指三个方面：第一，每个公民在宪法和法律规定

的范围内，都享有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自由和权

利，国家要保护每个人的自由和人权。无论是什

么人，在法律面前，都享有平等。第二，国家的

发展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

物质文化需求，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第三，整

个社会的全面发展必须以每个人的发展为前提，

因此，我们要给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创造有利的

条件，让他们的聪明才智竞相迸发。  
2010 年 3 月 25 日，中国心理学会、中国科

学院心理研究所、北京大学心理学系、北京师范

大学心理学院和《心理科学进展》编辑部在北京

联合召开了“为了中国人民的幸福和尊严——心

理学解读与建议”研讨会。来自国内外近二十位心

理学家以及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科学时报等

媒体的记者参加了研讨会。与会者从心理学家视

角畅谈了对“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

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

和谐！”宣言的感言。研讨会后，发言者认真地校

对了自己的发言速记稿。 
与此同时，《心理科学进展》编辑部向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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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界公开征集与“幸福与尊严”主题有关的投

稿。经过 3 个多月的修审、编辑过程，编辑部从

总共 65 篇投稿中挑选出 23 篇稿件。本期《心理

科学进展》专辑便由研讨会发言纪要和 23 篇综

述文章和实证论文构成。 
心理学是研究人的科学分支（心理学采用的

动物通常都被用来为探讨人的某种心理机制服

务的），因此心理学家真正是一群以人为本的科

学工作者。他们多数人不会因自己深入钻研心理

世界的某个侧面、某个片段（如感觉、知觉、记

忆、思维、自我、人格等），就变得“只见树木不

见森林”，从而停止对人的整体心理基本科学问题

的思考，停止对“人的存在”、“人的价值”的终极

思考，并忘记与之同呼吸共命运、一生都在面对

“生老病死”与“贫穷富贵”、有喜有悲的众生百姓

的命运，因此，当他们听到“尊严”、“幸福”、“公
平”、“和谐”等词汇时，就会立即在头脑中“启动”
出各类理念和模式，也会伴随出现人之常理的情

绪反应。 
的确如此，本专辑评审专家发现，在 60 多

篇的投稿内容中，既有科学人的理性推理，也有

普通人的情性激动，还有一些哲人的超越思索。

从研讨会纪要中，更可以看到每位发言者独特的

风格，其中有“长篇大论”，也有“短评简语”，无

不渗透着对“尊严、幸福、公正”的情理交融之特

色。当然，鉴于《心理科学进展》的性质，编委

会在评审过程中要求作者尽可能地以科学理性

的方式思考和解读本专刊的主题。 
23 篇文章中，12 篇与“幸福感”有关，3 篇与

满意度有关，3 篇与自尊有关，4 篇与公平正义

有关。可喜的是，一些文章已经开始尝试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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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和社会现实思考和解读有关概念。研讨会上

各位专家也特别强调了这一点。我们的心理学工

作者要努力提升和抽象出符合中国老百姓生活

状况和历史命运的心理科学理论，并从这样视角

解读中国老百姓的“幸福”与“尊严”，建议如何促

进人民的“幸福”和“尊严”。比如，胡锦涛总书记

提到，要让劳动者体面地工作。“体面”或许就是

中国人对尊严的一种文化诠释。本专辑中有两篇

文章分别介绍到美国心理学家斯金纳和马斯洛，

他们对心理学的重要贡献就在于他们从当时美

国人民的现实需求出发，提出了一整套提升美国

人民尊严、幸福和和平生活的理论。我们不仅要

掌握他们的理论概念，更要学习他们是如何站在

人文关怀的立场上去建构科学理论体系的。 
再比如，个人的“幸福”与“尊严”，是以社会

的“公平”与“正义”为前提的。社会公平正义是对

人的基本权利的保障，其底线在于确保社会成员

基本生存条件和基本尊严，使社会成员具备生存

和发展的基本能力。所以温总理说“公平正义比太

阳还要有光辉”。社会公平正义原则中最根本者为

贡献原则（按照贡献分配权利）和平等原则（基

本权利完全平等，非基本权利比例平等）。简而

言之，公平是建立在“人人生而平等”之上的“贡献

与获取”比例的平等。但实际生活中，中国人可能

更为熟悉“平均”，而非“公平、公正”。“平均”则
看似平等，骨子里却是一种“君臣父子”、“上尊下

卑”、“男尊女卑”、“长幼有序”的差序平等。 
党和国家领导人倡导“幸福、尊严、公平、正

义、和谐”，这给中国心理学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为

学科谋发展、为民众谋福利创造了重要契机。但

目前心理学仍然亟待开展对幸福和尊严等涉及

人民群众精神生活的概念的内涵、理论体系及其

测量工具进行适合中国国情和文化的研究。本专

辑也收录了少量实证研究成果报告，显示我国心

理学工作者近年来在相关领域开展了探索研究

已经取得初步成果。国外对幸福、尊严等进行的

心理学研究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目前仍然处于探

索阶段。我们要借鉴在国外的相关研究成果，更

要敏感地捕捉和回答中国人民现实生活中的实

际问题，以服务于公平和谐社会的建设和国家可

持续的发展，促进中国人在世界上“生活得幸福和

有尊严”。 
本专辑正式正是我国心理学朝着上述目标

所做出的努力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