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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心理视域中的社会形态变化探析

杨云安
（东莞理工学院，广东 东莞 523000）

摘  要：社会心理思想是普列汉诺夫提出来，他丰富和完善了马克思恩格斯社会结构学说，指出了在社会结构中，政治法
律上层建筑与物质生产力、生产关系之间存在的中介环节，它符合唯物主义认识论规律。社会心理是社会思想的组成部分，在
受到社会思想影响的同时也限制和影响思想的传播、表现方式，从而间接影响社会人群和社会发展。以此为工具可以预判资本
主义发展方向和前途，有助于人们认识社会形态发展演变的客观规律，提高对客观世界的认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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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普列汉诺夫社会心理思想
普列汉诺是俄国思想家、革命家，俄国宣传马克思主义

思想第一人。他第一个把马列主义引入俄国，堪称俄国马列

主义之父，他是列宁的导师和朋友，其思想直接影响了列宁

的革命主义思想。他与列宁在很多问题上有不同观点，最终

两人分道扬镳，但是这并没有影响普列汉诺夫对俄国革命的

观察和解读，他见证了十月革命胜利，但是对十月革命的性

质和社会主义道路见解不容于当时，其思想著作都受到限制

和冷遇。苏联解体后，他的思想受到重视，其中部分内容对

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和发展前途十分具有启发性。一般认为，

他早年是民粹主义者，中年转为布尔什维克主义，晚年成为

孟什维克领袖。普列汉诺夫直到生命的终止都认为自己是革

命者和社会主义者，只是反对不合时宜的、没有备好的和冒

险主义的假社会主义的变革，而不是笼统地反对革命。[1]

普列汉诺夫提出了社会心理理论，丰富了马克思恩格斯

关于社会形态的结构学说。马克思恩格斯将社会结构分为四

个部分分别是生产力、生产关系、政治法律上层建筑和社会

意识四个方面。但是马恩没有对其中具体的结构联系和发展

规律做详细解读。恩格斯晚年提出了“中间因素”理论，即

政治、法律、文化艺术、宗教、道德等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相

互影响并与上层建筑之间也产生相互影响的关系。社会经济

基础多半是通过政治、法律、道德等中介决定了哲学、宗教、

文学、艺术等发展。后者是社会意识的主要来源，这揭示了

社会意识受社会经济因素、生产力发展水平制约的客观过程。

普列汉诺在恩格斯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社会心理”理论，

将相互影响的过程进一步分析，将经济上层建筑、社会意识

和社会心理有机的联系起来，研究分析社会形态结构。“从

而揭示了社会意识受社会经济因素制约的客观过程和途径，

极大地补充、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2] 

社会心理是社会意识的感性阶段，指的是特定历史阶段

有特定人群、阶级或民众等群体中普遍适用流行，在日常生

活中自发形成的没有经过系统化整理和规制的精神状态和认

知结构。它包括各种感觉、情绪、观念、要求、愿望、理想、

习惯、风尚、道德情操、审美趣味等等，也就是马克思所说

的一种“日常意识”；社会思想体系则是“经过思想家、学

者、文艺家概括化了的、系统化了的社会意识，包括法律的、

政治的、宗教的、哲学的、艺术的等思想观念。”[3] 社会思

想是社会公众的集体理性认知体系，它的直接来源就是政治、

法律、教育等与社会生产密切相关的领域，这一体系相对超

脱于政治、法律上层建筑，甚至能够影响上层建筑结构和形态，

而社会心理则是一种集体的非理性感觉，是一种受客观世界

直接影响产生的具有强烈主观色彩的意识体系。这种意识往

往是来自文化、艺术、生活实践当中，具有碎片化、主观化、

感性化等特点，是构成社会思潮，形成社会思想的直接来源。

任何形式的思想体系都是依据“社会心理”并概括“社会心理”

的，是社会人的心理的集中反映；思想体系要反作用于社会

存在，首先必须“普及”“扩展”“凝冻积淀”为社会心理，

变成人们行动的信念。“一切思想体系都有一个共同的根源，

即某一时代的心理。”[4] 

2. 社会心理影响社会形态发展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社会思想和社会心理最终都来

自社会实践，决定于社会发展阶段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但是

一旦形成也通过政治、经济上层建筑影响生产关系甚至生产

力发展。生产力发展水平需要能够与之适应生产关系，生产

关系又决定了上层建筑，如政治、经济制度，并通过政治制

度等影响和塑造民众的社会心理。这种影响通过哲学、文化、

艺术、风俗等相对远离社会生产力实践的领域来发生作用。

社会心理经过系统化、理性化形成相对稳定的社会思想，又

反作用于社会实践链条本身。社会思想不断依靠实践活动实

现认知水平的提高和认知体系丰富，同时又不断以此作为指

导提升认知水平，完善认知体系。社会心理如同一个巨大的

蓄水池，连接着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思想，同时又受到二者

的影响，上层建筑的变化和社会思想的变化同时涌入社会心

理，通过影响、改变、塑造民众的感性认知，扎根于民众的

传统和习惯当中。这种传统和习惯往往具有很强的稳定性，

只有在社会思想和上层建筑发生巨大的改变时才会产生变化。

这种变化本身也是量变引起质变的过程。

社会思想与社会心理并不总是统一的，而是表现为明显

的相互适应性。社会思想代表了特定人群、阶层在一定条件

下的理性认知水平，这种理性认知形成意识形态以后具有一

定的独立性，能够影响民众的社会心理，但是从历史发展长

远看，终究是受制于社会心理。社会心理是全社会成员的感

性认知体系，这种感性认知夹杂着理性的思想成分，非理性

的欲望和感觉，并且时时受到生产力和社会实践活动的影响，

处于一种不稳定的，动态的调整中。社会意识形态则具有相

对稳定性，成为不反社会成员或阶层用来改造社会、推动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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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发展的有力武器。只有获得社会成员大多数认同，能够与

社会民众的普遍存在的社会心理保持一致才能发挥积极的影

响力，这个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实践过程中通过

反复的探索、实践、调适来实现。换句话说，思想能反应民

众的社会心理，但是却不能代表社会心理。社会心理的是所

有成员的共同的心理，这就预示着意识形态必须获得社会大

多数成员的认同才能影响甚至改变社会心理，否则只能在小

范围内，或者部分人群众发挥作用，最终也会失去影响力。

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社会思想尽管能影响意识形态，但是

却不得不受制于社会心理。社会心理才是决定社会思想是否

具有影响力和社会发展方向的决定性因素。

社会心理与社会存在也存在相互适应性，并不保持必然

的一致性。社会心理受制于客观存在，取决于生产力发展水

平和生产关系变化，二者之间的关系却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

影响和制约关系。“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

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

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

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

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5]

生产力发展水平是衡量社会发展阶段的重要指标，也是界定

社会发展形态的主要参照。生产力是人类改造客观存在的能

力反应，具有典型的客观实在性，它远离了意识形态和思想，

与社会思想并不能保持一致，人们改造自然世界的过程并不

是与思想发展息息相关，更多是一种相互拉动联系。当生产

力水平领先于社会思想时，社会生产繁荣，物质产品丰富，

技术进步和科学发展使得社会成员有空余时间从事各种哲学

思考、兴趣研究和文化艺术表演、宗教追求，这些活动为社

会心理的丰富提供了实践基础。思想的繁荣往往会表现为某

种超前性，形成一些超越当时生产力水平的制度、文化成果，

形成先进的文明成果。这种先进仍然没有脱离当时生产力水

平的限制，仍然带有鲜明的时代色彩。社会心理和思想无论

如何先进，都不会脱离当时的生产力基础。比如古希腊城邦

时期，正是在生产力进步基础上才产生了希腊文明，形成了

民主政体制度，但是仍然有大量奴隶无法参与城邦政治。古

希腊的先进文明说到底还是建立在奴隶制生产力基础上。工

业革命时期的英国也是借助蒸汽机的革命实现了国富民强，

文化繁荣，建立了现代国家制度，国民享有自由和权利，但

是妇女并没有获得解放，无法享有平等权益。而工业革命时

期的劳动主体力量是男人。

社会生产力水平有时候落后于社会思想水平，但是民众

的社会心理影响和限制着思想的发展，影响生产力的进一步

发展。社会思想的繁荣发展会促进人的思想解放，带动全体

社会成员思想水平的提升。通过文明的交流，文化、思想的

输入，不同地区间人员交流实现思想文明的扩散和传播，这

个过程往往会带动生产力的快速发展。经济发展落后，社会

生活水平较低的国家，往往能够在较短时间内获得迅速发展，

表现出强劲的发展速度和潜力。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作为连

接社会思想和政治、法律上层秩序的社会意识通常不能像社

会思想一样保持发展的一致的，甚至表现为明显的滞后性。

形成思想与生产力较发达，社会意识却普遍滞后的状态。原

因很多，比如社会思想的传播、演变主要是社会中精英人群

发生并向其他社会成员辐射和渗透，社会成员的大多数受思

想文化的影响是一个缓慢的过程，社会成员的感觉、情绪等

日常意识总是起伏不定却又隐藏着超强的稳定性等。19 世纪

的德国思想文化发达，但是落后于当时的英国、法国等发达

资本主义国家，随着德国统一，特别是对英法等发达国家科

学技术的吸收与学习，德国发展速度后来居上，在很多新兴

基础学科如电、磁、高能物理等领域出现了大批优秀人才，

使得德国生产力水平后来居上，很快超越法国与英国不相上

下。德国的快速崛起对英国形成了挑战，国内精英对于如何

处理对英关系产生分歧，最终挑战英国的主张获得压倒性优

势。德国国内民众普遍认为只有打败英国才能获得生存发展，

这就是反映出社会意识相比思想更能反映出历史的走向。尽

管有识之士认识到了挑战英国的危险，但是他们的思想显然

脱离了民众的社会心理。德国民众的心理普遍还停留在普鲁

士统一时代。

普列汉诺夫把生产力、生产关系、政治制度这三项看成

是社会存在的构成要素，是客观存在，把社会心理和思想体

系看成是社会意识的构成要素，它们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的。

经济、政治、文化构成整体的社会结构。离社会生活较近的，

能够直接反映社会现象的是低级意识形态，具体包括：政治、

法律等；离社会生活较远的，间接反映社会现象的称之为高

级意识形态，具体包括：哲学、宗教、艺术等。低级意识形

态尽管直接影响民众的思想，但是在心理上却又远离了社会

心理，反而是远离生活的高级意识形态成为社会心理的主体

部分。俄国沙皇统治时期，国内的革命思潮风起云涌，围绕

共和、推翻沙皇统治等思想辩论，革命反抗活动层出不穷，

但是沙皇的统治依然十分稳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俄国

内东正教在国内民众心中形成的强大影响力，成为维护沙皇

的统治有效工具。在民众心中，沙皇仍然是代表俄国的象征，

推翻沙皇的统治不可想象。沙皇的统治一直维系到一战爆发

后，国内经济社会危机激化导致俄国资产阶级发动革命，迫

使沙皇退位。沙皇的退位标志着封建统治的终结，但是并不

意味着俄国内民众在心理层面实现了从沙皇治下臣民转变为

社会主义时期的公民。

社会形态演变的规律在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

意识形态都有发挥影响的方式，人们总是实践的发展过程中

才逐步认识到某些规律。“规律处在人们的活动之中，人们

通过自己的劳动实践造就一定的生产力，只有在此基础上才

会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情感、意志和愿望。”[6] 生产力与生产

关系、生产力与上层建筑、社会意识形态与社会思想之间规

律始终以某种隐性而间接的方式在人类社会发展演变过程中

发挥作用。即使到今天，这些规律也并没有完全被理解或者

充分认识。马恩认为生产力推动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决定了

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同时也承认后者对生产力的反作用。

这个过程是否可以简单的等同于主体思想主观能动性对实践

的再生产。二者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张力，否则如何理解生产

力与意识形态的脱节。事实上，生产力在发展，社会意识形

态也没有完全止步不前。二者之间在保持联系性和适应性同

时，也表现出了相对独立性。生产力的变化带来了生产关系

的调整，这种调整过程中，社会意识形态显然没有置身事外。

意识形态所承受的生产力变化冲击也在道德、艺术、文化、

宗教、思想等方面播撒下变革的因子。新的思想观念、情感

习俗形成在改变民众心理的同时，也成为思想革命的火花。

不过，思想的革命总是要领先于心理的变化。民众也许能够

接受新的思想、新的社会变化，却不一定能改变充满感性、

感情和欲望、习俗的“日常意识”。生活始终是建立在“日

常生活”基础上，脱离了“日常生活”，一切思想和变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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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引发意识的更新。某些隐秘的规律总是在思想、意识之

中隐藏，以至于人们通常很难发现他们，除非经过时间的淬

炼，才能在历史过程中找到一些蛛丝马迹。比如社会文化与

社会心理总是以某种形式上相对脱节实质上密切联系的方式

实现统一，政治上层建筑对人们思想的影响和塑造具有直接

和强制性，但是“日常意识”也因此展现出了顽强的韧性。

作为意识形态重要领地的思想领域，总是会通过人们的习惯、

风俗去重新理解和解释世界。这些过程的存在使人类社会避

免了机械唯物主义的覆辙，焕发出了勃勃生机。

3. 从社会心理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形态
社会心理高低程度决定了社会形态的表现形式。社会

心理是民众心理的集合，同时也是社会民众日常生活主要

的思想来源。当新的思想文化产生后并不必然被广大民众

所接受，在民众的思想和生活中，依然按照旧有的意识形

态指导精神和实践活动。新的社会形态要想登上历史舞台，

必须要用新的思想文化替代旧有社会的思想意识形态，思

想的改造可以通过外力推动，但是对心理的改造却无法简

单复制。心理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和适应性，后天的社会实

践活动、教育培训和思想宣传能够发挥作用，但是却不能

最终决定社会心理的发展方向。生产力决定了生产关系形

式，也间接影响了并决定了思想、理论和意识形态的发展

方向。受制于历史本身，不论是个人还是集体都无法跳出

历史进程。这就决定了无论是社会整体，还是个体，其社

会心理基础都不会超越于时代，超越社会生产力水平。尽

管可以通过积极的改造、学习、开放、援助等方式在短时

间内推动生产力进步，但是作为社会形态发展演变基础的

社会心理却不是保持同步，即使被生产力甩在身后，也仍

然能够制约生产力，以社会问题；、矛盾、危机等其他形

式拖延生产力的步伐。最终的结果就是生产力总是会和社

会心理保持一致和协调，社会形态演变才成为可能。

社会心理是社会成员认识水平的体现，不论思想和意识

形态如何变化，社会心理总是在成员的个人实践活动中以特

定方式呈现，影响社会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社会整体的

思想水平也会不断提升。这种提高是以符合民众社会心理和

“日常意识”认知的方式，无法通过思想理论的先进性指导

实现某种跳跃。当人们的生活习惯还停留在旧时代的习俗中

时，即使通过变革习俗也不能让所有公众在心理层面实现快

速变革。归根到底，这是由于人们的思想价值体系在建立之

后保持了相对稳定。时代对个人和集体所印刻的烙印始终伴

随人，并不会因为时代的变化轻易改变。人们在改造生产力

的实践过程中，都是自觉不自觉的将自己沿袭已久认知体系

去认知社会与时代，以自己的习惯意识去看待一切，尽管社

会的发展变化带来了冲击和改变，但是这种冲击与改变改变

的是人们思想的内容而非思想的形式和过程。由此可以说，

这种时代的烙印是客观实在以精神存在的形式印刻在个人和

集体之上，绝不会通过简单的思想理论更替就能实现替换。

个体和群体实践活动的过程所形成的记忆是这种烙印存在的

客观基础。这也能解释个人和集体在少数人引领的大变革之

后依然会保留有鲜明的时代特点，无法在新的环境中通过主

观能动性来抹去旧时代的印记。作为实践主体的人，在实践

过程中存在，并且只能存在于实践过程。

资本主义生产力还有进步空间，社会矛盾还有调试空

间。马恩提出社会主义能够克服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生

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在资本主义矛盾全面爆发

之前，社会主义革命不会胜利。社会主义一定要充分利用

资本主义发达的生产力基础，通过调整生产关系实现生产

力又一次飞跃或者进步。因此，资本主义越发展，对社会

主义的到来是一件好事。社会主义将抛弃私有制，扬弃资

本作为社会组织的基础，重新建立以奉献为基础的“自由

人联合体”社会。这还需要一部分思想觉悟先进的社会成

员，即工人阶级能够发挥积极，引领历史潮流的作用。“工

人阶级在数量和质量上的极大发展，要有现代开放的政治

生活和高度民主精神的长期熏陶为保证。而所有这些，又

必须靠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充分发展以及与之相适应的

政治和文化的巨大进步才能具备。”[7] 生产力、工人阶级、

生产关系矛盾、社会心理、意识形态是相互伴生、相互影

响的联系。以此观察资本主义，就能够对资本主义的未来

发展有一个基本的掌握。当今资本主义是否已经具备了社

会形态变化的充分条件呢？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很大程度上

是科技发展的推动，今天的科技发展水平处于新科技革命

的前夜、人工智能、大数据、云、智能材料、新能源等技

术成为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因素，资本主义生产力还有

很大进步空间。在国内外矛盾方面，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

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有些甚至能够引起国内矛盾、社会

动荡等。即便如此，民众并没有简单的否定制度，而更多

的归结于政策制定、政治领导人思想决策、同类主体竞争、

国际间矛盾等，资本主义社会有识之士从思想理论上分析

资本主义的危机矛盾，但是并不是都将目光投向社会主义。

综上所述资本主义的根基依然十分牢固，还不能轻易的说

资本主义即将被新的社会形态取代。

    社会形态变化是在人们的实践中展现开来，必然会受

到作为主体的人的影响。判断资本主义是否行将就木或者还

存在较大的活力只需要观察资本主义所打下的时代烙印是否

在人们身上有充分的体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信奉的私有

产权不可侵犯、平等自由价值理念显然并未改变，这也意味

着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众社会心理仍然停留在资本主义之中，

他们既是对资本主义不满也会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寻找解决办

法，这也就给了资本主义继续发展的活力。除非人们都心里

层面都抛弃了资本主义，否则，资本主义的衰败也许只是表象，

还不足以引起社会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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