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文汇讲堂 孔冰欣

彭凯平!"新#时代的幸福"心$理学

!先哲苏格拉底曾说"我宁愿做一个

痛苦的思想者" 也不愿做一只幸福的猪#

反观当下" 有网友调侃宁做幸福的猪"不

做痛苦的人$我发现人们对幸福的理解千

差万别"还存在一些认识误区%比如幸福

是理想"幸福是满足"幸福是无为&&为

什么说这些幸福观可能是错的呢'这取决

于幸福是不是一门严谨的科学$ (

!"#$

年
%

月
$%

日"第
&"

期文汇讲堂

上"美国加州伯克利分校心理学系终身教

授)清华大学心理学系主任彭凯平为现场

听众作了一次!幸福科学(的普及$幸福是

什么'财富)名誉)权力真的能给我们带来

幸福吗' 彭凯平发现"心理感受到的自由

意志程度决定了人们幸福感的程度"欲得

幸福"先明本心$正基于此"彭凯平和他的

同仁们为传播积极心理)幸福科学而不懈

前行着$肩负着新时代心理学胸怀天下的

新使命"!幸福团队( 播下的幸福火种"终

将无远弗届"幸福燃烧$

问!心"#

心理学是研究让人幸福的学科

追求幸福科学的彭凯平"当初与心理

学的结缘却可谓一波三折$

$'('

年"还是湖南岳阳一中初三学生

的彭凯平接到了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那年他才
$)

岁$ 彼时"唐山大地震的余波

激励着少年拳拳报国心"曾自制地震预报

仪的彭凯平本矢志研究物理和地质学$然

而"出乎意料的是"他最终因高考志愿调

配心不甘情不愿地转为临床心理系的新

生$ 众所周知"心理学一度在新中国成立

后遭受过毁灭性的打击" 甚至被蔑称为

!资产阶级伪科学("必须!彻底砸烂($ 这

样的一门学科"能够助人找到生活的意义

吗'幸好"短暂的郁闷和存疑过后"天资聪

颖的彭凯平逐渐发现了心理学的魅力况

味$他埋头钻研"自此一发而不可收拾"被

誉为!可塑之才("并在毕业后决定留校担

任心理系的教师$

$''$

年"彭凯平参加的北大与密歇根

大学为期两年的交流活动结束了"他深感

国内心理学教育不系统" 为免误人子弟"

遂弃教再学"以求将来以更合格的师者形

象回归讲台$ 攻读博士期间"彭凯平发表

了*文化与归因+等一系列论文并获嘉奖"

这也让他在美国心理学研究领域崭露头

角"多所知名高校向其抛出了任教的橄榄

枝$ 在导师的建言下"回国心切的彭凯平

几经思量"选择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心

理学系作为事业的第二个起点$凭借个人

的努力"他在社会心理学研究领域颇有建

树"其论文是该领域中青年学者中被引用

最多的#专著*文化心理学+为美国多所大

学指定参考书#

!""&

年"伯克利分校聘任

他为终身教授$

在美国取得成功的彭凯平时刻不忘回

归故土$

!""(

年"他利用休假时间回国居

住了半年"发现处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正

遭遇发展瓶颈"光怪陆离的纷繁世态令他

忧心不安"!这几年"中国发展面临很多社

会问题"不能简单归结于改革开放"这是

我们现代化过程中必须付出的代价$ 既然

中国进入现代化行列"那么和其他发达国

家一样"面临着幸福追求的转型$ 而人均

*+,

到达
-...

美元后" 幸福与财富没有

正相关了$ (

彭凯平意识到"作为积极心理学的主

体而独立问世的幸福科学"对于转型期中

国社会的引导具有重要作用$它推翻了社

会达尔文主义对人性阴暗面的假定"看重

人本之活力与美德"这恰恰与弘扬仁善的

中华传统文化贴合$ 于是"跳出社会文化

心理学领域)以更宽广视野致力于研究幸

福科学的彭凯平" 顺应
!../

年清华大学

心理学系复建工作的召唤" 将事业重心)

关注焦点转向国内$

求!新"#

非止临床治疗$问诊社会问题

清华心理学系复系后的首任系主

任,,,此般荣誉给予彭凯平"其实是一份

任重而道远的托付$ 犹记当初"清华国学

院四大导师之一的王国维是第一位将心

理学介绍到中国的学者"

$'.(

年"他翻译

出版了丹麦海甫定-

012345 0365789

.的*心

理学概论+#

$'$"

年"他翻译出版了美国禄

克尔的*教育心理学+#还在南通)苏州等

地的师范大学教授心理学$

$'!$

年"中华

心理学会在南京成立"它是中国心理学会

的前身" 首任会长张耀翔就是清华学子$

$'!!

年"张耀翔还创办了我国第一本心理

学专业刊物*心理+"同年他在北京进行了

中国最早的民意测验$

$'!)

年秋"著名心

理学家唐钺)孙国华)周先庚等创建了清

华大学教育心理学系"

$'!/

年正式改为心

理学系$

先辈功业"不是压力"而是动力$ 彭凯

平和他的同事们"对于积极心理学的前景

充满自信$ 清华大学心理学系发展研究中

心主任)彭凯平的!老搭档(陈绍建博士介

绍"!在彭教授的牵头下"清华做了很多与

中国梦)和谐社会相关的研究#也向公众

开放了不少心理学课程的研修班#还着手

筹办中国国际积极心理学大会"明年已经

是第三届了$胡锦涛同志曾在清华百年校

庆结束后对我们表示肯定,,,研究国民

积极心态"是清华/幸福科学团队0所做的

一大好事"对国家)对社会有帮助$ (

然而" 追求幸福之路远非平顺坦途$

目前" 国人对积极心理学的认知尚未达

标"甚至不乏从事正统心理学研究的专业

人士" 认为彭凯平的幸福科学未免有些

!不务正业($诸如!人为什么光明正大"光

线越亮心越明' (!何谓哭笑不得)悲喜交

加( 这样的创新性实验道德心理学课题"

得不到传统成见的理解$ 强调!心理学主

要应用于临床治疗(的专家们"和埋头于

基础理论研究)或过分关注认知神经科学

的学者们"似乎并没有真正意识到"全球

化时代" 心理学家需要为国民的生存)安

康和可持续发展承担必要的责任"社会发

展)民族复兴)国家强盛不仅与政治学)经

济学相关"更与心理学相关$

社会转型之际"心理学发展同样亟待

转型"以符时代所须$ 彭凯平坚持从社会

角度)从文化角度深度解读!幸福(话题"

坚持心理学研究成果须投射到现实"胸襟

格局气象一新"令人感佩$ 他给管理者上

课"传授领导力的艺术#带队训练航母舰

载机飞行员的心理稳定"从另个侧面!保

家卫国(#无一不体现了心理学问诊国家)

服务社会的思想新维度$

有!数"#

理论实践结合$幸福科学!有底"

思想上的制高点" 最终仍需落到实

处"以免!上不着天"下不着地($ 当然"一

切实验设计)数据分析)讲座讨论"关键不

在技术"而在行为#不是方法革命"而是思

维革命#不是算法导向"而是问题导向#不

是学科改变"而是学科颠覆$ 彭凯平带着

他的幸福团队"近年来极力促成中国积极

心理学大会)心理学与中国发展论坛等各

类研讨会的举办"不断探索实现全面幸福

的科学途径"不仅赢得了国内合作方的支

持"更因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

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逐渐为世界所认

可$

!爱因斯坦说过"没有宗教的科学是

瘸子"没有科学的宗教是瞎子"(复旦大学

心理学系主任孙时进可谓彭凯平的同道

中人"!同理" 我们要讨论幸福心理学"需

要理论的指导"实践的操作"彭教授年初

发布的幸福中国大数据研究"就是一次很

好的尝试$ 个人感觉"大数据研究这样的

形式具有颠覆意义"相信国家层面已经认

识到"科学研究应从技术转向应用"而社

会应用恰恰需要学理的支持$ (

孙时进口中的 !幸福中国大数据研

究(" 指的是彭凯平团队与新浪等门户网

站合作调查的*清华幸福中国指数+$ 事实

上"

-

月
!"

日"彭凯平即应联合国之邀"赴

美参加国际幸福日纪念活动"并现场报告

了此番大数据研究的成果$ !人并不是越

有钱越有幸福感" 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

后"幸福取决于其他很多因素$ (彭凯平介

绍" 清华大学
!"$-

年成立了行为与大数

据实验室"而用大数据的方法计量整个国

家的幸福指数" 在全球范围内尚属首次$

!团队根据中国人的文化和心理特点"结

合幸福科学的经典理论"构建了可以测量

幸福程度的中文心理词库"中国人表达幸

福的方式/行胜于言0"会选择用行动来表

达$ 同时"中国人的幸福表达也经常通过

新近在社交媒体上流行的表情符来体现"

所以"我们以此绘制出中国的幸福地图$ (

幸福指数并非凭空得来" 学科的发

展)社会的变动助推大数据的探讨$ 彭凯

平团队的幸福科学"依托理论指导"体察社会

问题"重塑新幸福观"让你我心里!有数($ !有

理才算数"有/数0才有底"这就叫心里有/数0$

其实"说来说去"无非一句话,,,心理学研究

应理论结合实践" 最终为社会发展做出贡

献$ (孙时进笑着解释道$

诚然"学术的研究"应该与国家的建

设"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 走进又一个新

时代的中国"需要一门可以帮助国人解决

现实困境)寻找精神乐园的幸福科学$ 下

医治病"中医治人"上医治国"心理学不仅

是让人幸福的科学"也应立足于一份问计

苍生)家国天下的使命感$

彭凯平曾在联合国!幸福日(主题活

动上强调"幸福是人类的共同诉求"走向

复兴之路)面临转型阵痛的中国"在这一

点上尤其需要为自己发声"让全球再审视

中国积极心理学新格局的影响"让世界看

到中国人已经开始反思幸福"乃至重建幸

福$ 由!幸福科学(团队点燃的星星之火"

带着灼人的温度"或许足够照亮转型期喧

闹晦暗的灵魂"并蔓延到渴求幸福的每一

个角落与罅隙$

彭凯平曾做客

第
&"

期文汇讲堂!

主讲 "我们能做幸

福的#猪$吗%

$'/'

年 !

彭凯平 离 开

北大!赴美前

往密歇 根 大

学担任 访 问

学者

留 学 期

间!彭凯平与

友人相处融

洽!学术上也

经常交流!互

相切磋

国际幸福日的"中国之声%

!"$&讲堂回顾

)

月
$%

日!台湾地区知名人士&国泰

慈善基金会董事长钱复先生在第
(/

期

文汇讲堂上!做了'本世纪全球困境(中华

传统文化的借镜)的主题演讲!强调"以定

制乱&以俭去贪&以爱除恨%

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俞吾金老师在

"哲学季%开放论坛上关于'历史没有旁观

者)的演讲!成了定格在讲堂听众记忆里

的绝响

'

月
$-

日!前外交部长李肇星做客第

('

期文汇讲堂! 用生动的外交亲历故事

阐述'如何讲好中国故事)的主题!并与华

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

院长冯绍雷教授共话国际热点

$"

月
!%

日!"文学季%系列讲座拉开

帷幕* 著名作家+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格

非!携手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上海

市作协副主席杨扬!分别以题为'开放的

写作)&'安顿在城市的文学)的演讲!奉上

文学飨宴的首道精神大餐

$$

月
/

日!"文学季%第二期专场

讲座!著名作家&湖北省作协主席方方

与刚入选教育部长江特聘学者的复旦

大学中文系教授汪涌豪!分别做了'文

学创作的个人表达)&'文学(一种否定

与超越的力量)的主题演讲

"文学季%也是文汇讲堂送人文讲座

入理工商科类高校系列工程的首次尝试!

首站选择了华东理工大学,来自华理奉贤

分播点的同学们积极提问! 踊跃互动!是

主会场外另一道亮丽的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