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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心理学"人格心理# 主持人$!黄希庭!
!!主持人语$每个社会中的价值观各不相同!不

同的宗教有不同的价值观!有些学者把"文化#定

义为由一个社会或一些人共同承认的价值观和意

义体系$包括使这些价值观和意义具体化的物质实

体!文化的存在依赖于人们创造和运用符号的能

力!文化为人类提供了适应各种环境变化的能力$
同时它也就成为人类环境中的一种重要力量!"文
化#和"社 会#这 两 个 概 念 是 否 有 差 别？ 是 有 差 别

的!"社会#是一个综合的社会组织$它包括所有人

类生存所必需的制度!"文化#是一套社会成员所

共有的价值观%意义和物质实体!正是文化赋予人

类社会自身的特征!人不仅仅是社会的动物!人

类还是唯 一 的 由 文 化 来 定 义 其 社 会 群 体 的 动 物!
人格$是一个人的存在方式$显然是依存于个人生

活的社会文化环境的!本 期 刊 登 的"文 化 心 理 学

研 究 的&两 阶 段’论#一 文 探 讨 了 文 化 心 理 学 发

展 的 两 个 阶 段(第 一 个 阶 段 发 现 各 种 心 理 现 象

中 的 文 化 差 异$提 出 能 够 预 测 这 些 文 化 差 异 的

理 论 并 加 以 修 正)第 二 个 阶 段 根 据 前 一 阶 段 提

出 来 的 理 论$对 观 察 到 的 文 化 差 异 进 行 更 准 确

的 解 释$探 讨 其 活 动 方 式 与 机 制!"身 份 及 其 相

关 研 究 进 展#一 文 探 讨 了 认 同 身 份 的 性 质 和 问

题!"浪 漫 依 恋 研 究 及 其 对 中 国 化 研 究 的 启 示#
一 文 对 浪 漫 依 恋*婚 恋 依 恋+的 文 化 差 异$以 及

研 究 该 问 题 的 中 国 化 进 行 了 讨 论$很 有 意 思 ！

"关 于 自 我 独 特 性 问 题 的 研 究#一 文 以 @=A%

=B@%1?BC的 有 关 资 料 讨 论 了 自 我 表 征 是 否 具

有 独 特 性 问 题!

文化心理学研究的$两阶段%论
乐 国 安!纪 海 英

!南开大学 社会心理学系#天津市!$$$DE"

摘!要$如同大多数走向成熟的科学研究#文化心理学的研究同样也可以分成两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

段发现各种心理现象中的文化差异#提出能够预测这些文化差异的理论并加以修正’第二个阶段根据前一阶

段提出来的理论#对观察到的文化差异进行更准确的解释#同时运用各种研究方法策略探讨这些文化差异内

在的活动方式与机制(

关键词$文化心理学’文化差异’两阶段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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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科学研究一般都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
第一个阶段#提出有助于发现与观察各种有趣现象

的新理论及排除各种方法论疑惑’第二个阶段#解

释各种现象的内部活动方式及确定它们内在的机

制(第一阶段还在进行中#第二阶段就开始了#因

为科学解释主要依赖于有关领域的资料的扩展及

新现象的发现(许多心理学领域的研究也以这种

方式进行(在第一个阶段预测和发现新现象的过

程中#提出及修正理论#但在第二阶段的研究开始

之前#这些理论主张的内在机制常常没有得到准确

的理解(随着越来越多的新现象的发现#第二个阶

段的研究开始了#研究者为这些新现象提出各种相

互对立的解释#假定的机制成为争论的主题#并对

这些机制提出了各种相互对立的解释#这将长期激

励着科学研究#导致新现象的进一步发现(只有时

间和耐心才能成功地解决这些争论#科学范式有时

候会发生改变#最终出现关于机制的科学的一致意

见(文化与心理学关系的研究同样也可以分成这

样两个阶段)E*(第一阶段的研究一般是发 现 各 种

心理现象中的文化差异#提出能够预测这些文化差

异的理论#第二阶段的研究一般是通过确定在两个

或多个人口中不同的能够解释心理功能差异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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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变量!寻 求 对 观 察 到 的 文 化 差 异 的 更 准 确 的 解

释"下面将论述这种划分方法怎样有助于理解关

于文化与心理学关系的研究对心理科学的贡献"

!!一、文化与心理学关系研究的第一个阶段

文化与心理学关系研究的第一阶段的最明确

的目标是#研究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们在心理过程中

的差异的程度"迄今为止!大多数的关于文化与心

理学关系的研究只是在这个阶段进行"这个阶段

的研究对这个领域的科学发展来说非常重要"
!一"研究的主要关注点

第一阶段研究的第一个重要的关注点是!发现

那些在其中心理过程中的文化差异尤为明显的特

定的情境"各种心理过程中的文化差异经常是不

确定的!不都是作为主效应出现!只有在某些背景

变量出现的时候!它们才是明显的"例如!处于荣

誉文化中的人们并不是在所有的场合都更具有攻

击性!而是在他们的荣誉受到藐视的场合尤其容易

表现出攻击性$#%&新教徒的行为伦理对于关系并不

鼓励一种总体上更独立的态度!文化差异只有在新

教徒与非新教徒从事同一工作任务时才会出现$!%&
东亚人并不总是比西方人更偏爱直觉推理策略!在
完成抽象任务时对形式推理显示出与之同样的偏

爱与技能$"%"总之!有关文化与心理学关系的第一

阶段的许多研究!目标在于探究各种心理过程对于

各种情境变量的敏感性及文化差异是怎样经常只

表现在某些特定的背景中"第二个重要的关注点

是进行一系列研究以排除那些对文化差异的反事

实叙述"进行跨文化心理学研究的一个特有的挑

战就是关于研究结果的可解释性出现了许多独特

的方法论关注$&%"对于有关文化与心理学 关 系 的

心理学家来说!这一系列广泛的方法论的人为因素

很重要!因为它们使跨文化比较研究本身自行发展

成为一项事业"试图确定文化差异的效度代表了

第一阶段所进行的大部分研究"
!二"发现心理现象中的文化差异

最近在文化心理学中的理论与经验发展!使得

这个领域中的研究者不得不去注意有关北美的研

究结果能否类化到其他的文化背景的问题"许多

有意义的理论模型已经做出了关于它们将会在其

他文化背景中得到复制的程度的预测"此外!在过

去的几十年中!自从文化心理学领域重新出现作为

一门重要的学科!在心理过程中得到证实的文化差

异的范围尤其令人惊讶!甚至对于文化心理学家自

身来说"例如!在一些基本的心理过程方面!已经

发现了许多明显在理论上有意义的文化差异!如当

浏览图画中的景色时的眼动’注意’颜色’空间与时

间知觉’数字推理’无声思维的性质’对高度主观的

幸福感的偏爱’心理失调如抑郁和狂食症的表现’
对高自尊的需要及对形式推理的偏爱$I%"这 些 研

究项目已经证实了甚至在心理加工的基本水平上!
文化也比我们以前所认为的更为复杂"预测到的

文化差异还表现在其他一系列的现象中!这些现象

包括人们怎样处理矛盾’回避和接近的倾向性’自

我概念’道德直觉和推理’情境归因和气质归因的

倾向性’对自我做出的选择或由他人做出的选择的

偏爱’友情和敌意的性质’认知失调’对中心物体和

背景物体的记忆’追求独特的动机’某些以范畴为

基础的归纳推理’情感经验的日常变异性’生活的

步伐与时间透视’对在最后通牒对策中的判断的偏

爱’控制 感’对 用 暴 力 行 为 对 抗 侮 辱 的 偏 爱!等

等$I%"在儿童发展的早期也发现了这些系 统 性 的

文化差异!这进一步说明了文化经验是怎样深入地

渗透于我们人类的心理生活"
此外!许多文化差异尤为重要"元分析揭示了

东亚人和西方人之间对于自我提高效应存在着较

大的效应值(平 均!#*%$)$D%’对 于 认 知 差 异 存 在

着中等偏大的效应值(平均!K*I$)$%%"元分析还

揭示了东亚人和西方人之间对于在个体主义L集

体主义的自我报告价值观测量中的文化差异!存在

着较小的效应值(对个体主义来说平均!K*!G!对

集体主义来说平均!K*#")$G%"总起来说!在一些

对反映内隐的心理倾向的行为的比较研究中!文化

差异倾向于较为明显&而在一些用主观的李克特量

表明确地测量自我报告的文化价值观的研究中!文
化差异则倾向于较不明显$E$%"

总之!在过去的#$多年中!已经确定的心理现

象中的文化差异的范围得到了显著的扩展"许多

研究结果是随着文化与心理学关系的最近的理论

发展而出现的!其中最为显著的是!独立型与互依

型自我建构之间的区别及个体主义L集体主义之

间的区别"这些理论发展!与其他日益增多的有关

在基本心理过程中得到证实的文化差异的资料一

起!使得心理学家在假定来源于单一人口的研究结

果是否具有心理普遍性时开始犹豫不决$EE%"
!三"提出关于普遍性的理论

有关文化与心理学关系的第一阶段的研究!在
证实跨文化差异方面与证实跨文化相似方面同样

重要"这样的研究使我们能够确定心理现象属于

特定文化的程度或具有心理普遍性的程度$EE%"在

实证主义传统的影响下!研究者在心理学研究中形

成了一种无视文化的倾向!认为在他们自己的文化



中所得到的研究结果具有广泛的普遍性!此外"因
为某种程度的普遍性经常是进化解释的重要假设"
所以这种无视文化的倾向与进化的解释具有特别

密切的联系"并试图解释清楚特定的心理现象可能

是怎样进化的!例如"关于积极的自我肯定需要是

否具有心理普遍性!考虑这个问题的一个方法是

把积极的自我肯定当作自我提高"而自我提高通常

被操作定义为相对于关于自我的消极信息更关注

于关于自我的积极信息的倾向#E#$!根据这个操作

定义"很明显来自西方文化的个体被激发具有积极

的自我肯定"因此"在不同的研究方法中"西方人都

显示出一致的与显著的 自 我 提 高%平 均!K*%I&!
相反"对东亚人来说"同样的研究方法却显示出一

个中等程度的效应值%!K *$#&#D$!如果主要不是

由于疏忽"把积极的自我肯定需要操作定义为自我

提高"对生活在东亚文化背景中的人们来说"似乎

非常缺乏说服力!研究者根据在西方人中获得的

关于自我提高的一致性证据"对于这种动机的出现

提出了许多进化的解释!例如"假定%E&作为统治

等级制度内部个体社会地位改变的标准#E!$"%#&作

为个体社会关系脆弱性的晴雨表#E"$"或%!&击退起

源于意识到个体的必死性所产生的存在焦虑的令

人衰弱的效 应#E&$而 选 择 自 我 提 高 动 机!但 是"当

考虑到东亚人明显的相对缺乏自我提高动机时"尤
其当考虑到对社会地位’社会关系和死亡这些事件

的关注"东 亚 人 似 乎 至 少 应 该 与 西 方 人 一 样 强 烈

时"这些理论就显得不那么令人信服!其实"对心

理过程起源的令人信服的进化解释"需要在一个普

遍性更明显的分析水平上"或在心理过程在其中进

行的那些条件下"来考虑这些过程的适应价值#EE$!
例如"还可以把积极的自我肯定界定为努力成为在

其所在的文化中被认为是适合的’有价值的和重要

的那类人#EI$!在 这 种 分 析 水 平 上"积 极 的 自 我 肯

定需要就有可能具有心理普遍性"因此"对这种动

机的最具有说服力的进化解释应该在这种分析水

平上进行!总之"第一阶段的研究所发现的文化差

异"强调了一种分析水平"在这种分析水平上"提出

的进化解释可能是最成功的!

!!二、文化与心理学关系研究的第二个阶段

!一"对文化变异的解释

文化与心理学关系研究的第一阶段在扩展心

理学的资料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可论证

的是"文化与心理学关系研究的第二阶段为心理科

学做出了更重要的贡献!因为第二阶段的研究试

图揭示各种文化差异背后潜在的心理机制"从而能

够解释这些文化差异产生及持续存在的原因!

EM对群体差异的理论解释

理论上"人类群体之间的心理差异可以根据三

种不同的可能性%在排除了方法论人为因素之后&
加以解释(%E&接触不同的地区生态环境"可能导致

潜在的心理机制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诱发的文

化&)%#&人们可能通过鼓励向内群体成员学习的社

会学习过程获得某些心理倾向%传播的或流行的文

化&)%!&在基因频率方面的人口差异可能与某些特

定的行为倾向相联系%非文化的遗传学变异&!
接下来"我们简要地考察一下每一种可能性!
人类群体居住在非常不同的生态区域中"这些

生态区域对于解决同样的人类生存问题"可能诱发

不同的认知倾向"因此"对区域环境的反应"心理倾

向也是不同的!对于这种主张有两种说法(诱发文

化能够出现"是因为不同的环境选择了不同的心理

过程"或同样的心理过程在不同环境中的表现形式

是不一样的!A((N;和O(7P9>67#ED$提出了当不同

的区域环境激发作用于同一潜在的心理过程时"行
为变异就会出现!为了说明诱发文化怎样起作用"
他们论述了同一食物分享机制可能怎样导致不同

的文化模式"这取决于寻找食物的难易程度!经常

难以找到食物的地方"就会形成平均主义的食物分

享模式"并且会严厉惩处囤积居奇行为)但当食物

的供 应 相 对 稳 定 时"就 不 会 这 样!与 之 类 似"

Q0/R6730>’S076)3(/和 F-77#E%$运 用 诱 发 文 化 来

解释择偶偏好中的文化变异!他们表明同一潜在

的对于具有健康标志的个体的择偶偏好"与某一生

态学线索相互作用"结果就产生了文化变异***在

依靠他人供养的人比较普遍的地方"潜在配偶身上

标志健康的特征比在那种现象不怎么普遍的地方

更受重 视!?9;0P(3(#EG$等 人 的 关 于 视 觉 环 境 的

不同的认知效果的研究结果"表明了诱发文化还可

以部分解释东亚人与北美人之间的认知差异!他

们发现日本视觉场景甚至在美国人中也能够诱发

整体认知倾向!
使文化能够传播的复杂的认知能力"如各种社

会学习类型"是产生群体间大部分固定差异的主要

动力##$$!在原型 上"传 播 的 或 流 行 的 文 化 就 是 大

多 数 社 会 科 学 家 和 文 化 心 理 学 家 所 认 为 的 文

化##E$!它指的是 这 样 一 个 事 实"即 生 活 在 类 似 环

境中的在遗传学上类似的人们可能拥有从他们的

群体中其他人那里获得的非常不同的信念’习俗和

心理倾向!当信息在社会上通过社会学习机制"如
模仿与教导"还有作为一种交流过程"如流言’交谈

与讲故事的 副 产 品 得 以 传 播 的 时 候"文 化 就 出 现



了!人们获得并传播大量的信息"这些信息随后会

以某些深刻的方式改变他们的行为!虽然对于传

播过程怎样引起文化差异几乎没有什么直接的调

查研究"但文化心理学家考察的大多数文化差异都

符合这个范畴!
对在文化之间发现的心理差异的一个有争议

的解释是"它们可能来源于人口之间在基因方面的

变异!因为伴随着群体差异的生物学解释的经常

是种族主义与征服的不幸历史"因此"应该小心地

考察这种可能性!行为遗传学方面的研究揭示"在
任何一个人类人口中"许多心理特质和倾向在中等

以上程度上 是 可 遗 传 的###$!但 是"人 口 内 部 的 可

遗传差异并不表示人口之间的可遗传差异"指出这

一点是极其重要的!人类群体在遗传学方面绝对

是相互类似的"可能虽然群体内部的许多行为在某

种程度上是可遗传的"但大部分群体之间的差异可

能主要应归因于社会上的传播机制!然而"越来越

多的研究持续发现许多在人口之间并非偶然性不

同的基因"这些基因包括与不同血型%肤色%乳糖不

耐症和对疟疾的抵抗力有关的基因!因此"在两个

文化群体之间发现的一些差异"有可能来源于两个

人口之间的特定基因的差异频率!

#M对文化变异的近解释与远解释

在第二阶段的研究中"区分对文化差异的近解

释与远解释也是很重要的!这两种解释水平对于

理解文化差异怎样在人口中产生与持续存在是重

要的和相互补充的!远解释即历史分析"主要涉及

到在文化上可能产生稳定的思想与行为模式的社

会%经济甚至地理因素!近解释主要涉及到个体层

面的心理过 程"包 括 通 过 这 些 历 史 发 展 形 成 的 信

念%知识%社会经验和心理倾向"这些信念%知识%社
会经验和心理倾向在个体水平上是可识别的"并直

接包含在心理方面的文化差异中!对文化差异的

远解释在本质上不属于心理学研究的范围"它需要

多学科的方法或与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

合作!这些合作并没有超出它的要求"还能够为心

理模式提供富有成效的深刻见解!对于文化差异

的远 解 释 的 一 个 极 好 的 例 子 是,0.6>T90P(/>##&$

的&枪炮%病菌与钢铁’"在这本书里"他把现在在财

富%科技与政治制度方面的地区差异追溯到早期的

地理因素"例如可驯养的动物与可移植的植物的可

获得性"还追溯到海岸线的形状与重要的大陆中心

线!再考虑一下+97N633和O(46/的研究"他们的

研究描述了当前在美国南部存在的荣誉文化可能

怎样追溯到到达那个地区的第一批欧洲殖民者的

以游牧为基础的经济!对于近解释来说"可以通过

人们的不同的社会倾向来解释他们的认知差异"这
是近解释的一个最具有说服力的例子!东亚儿童

在一个紧密的强调相互责任和义务的社会关系网

中社会 化"因 此 形 成 了 互 依 型 自 我 倾 向!相 比 之

下"西方儿童在一个强调独立自主的关系松散的社

会关系网中社会化"因此形成了独立型自我倾向!
互依型自我倾向可能转变成对背景敏感的信息加

工"而独立型自我倾向可能鼓励关注于目标对象的

信息加工!跨文化研究的证据与这种假设一致(信
息加工的分析模式在人们更为独立的西方文化中更

为普遍"而信息加工的整体模式在人们更为相互依

存的东亚文化中更为普遍##I$!总之"在远解释层面

与近解释层面之间存在着重要的不同"第二阶段的

研究对促进这两种解释层面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二"研究的方法策略

第二阶段的研究不但会使我们理解各种文化

变异背后潜在的心理机制"还会为我们提供另外一

些研究工具"用以澄清特定心理过程背后的这些心

理机制!

EM包 含 特 质 测 量 的 中 介 研 究!?6>9039(/0)
73->967"

这种研究策略涉及到有关理论建构的特质测

量"以考察这些特质能否作为文化差异的中介!在

这种研究策略中"首先在第一个测量中确定某一文

化差异)如"窘迫感*+然后在第二个测量中再确定

另一文化差异)如"互依型自我建构*+第三"在一个

预测到的倾向上表明这两个建构)即"窘迫感和互

依型自我建 构*是 相 互 联 系 的+第 四"从 概 念 上 来

说"将会表明一个建构)如"互依型自我建构*中的

文化差异可以作为解释另一个建构)如"窘迫感*中
的文化差异的中介!根据这种研究策略"许多不同

的研究探讨了许多变量之间的关系"例如"个体主

义与高度主观的幸福感%独立性与自我提高%整体

思维与因果关系的判断及自尊与相似吸引效应之

间的关系!
但是"通过上面描述的相关研究策略确定中介

者的这些努力"并不总是特别有效!2U6/<6.%V0/J
/0和W(/R#"$有说服力地证明了在许多情境中"实

验研究策略在发现潜在心理过程方面比相关研究

策略更好!尤其在理论化过程难以被确切测量的

情境中"实验研究策略可以为中介变量的确定提供

更有效的方法!因为通过种种跨文化比较所特有

的方法论人 为 因 素"使 得 文 化 建 构 的 测 量 大 打 折

扣"而且对于文化建构的测量常常没有提供良好的

测量等价依据#&$"所以在许多跨文化研究中使用相

关研 究 策 略 可 能 是 不 明 智 的!?037-P(3( 和



X((!I"认为#文化 建 构#如 独 立 型L互 依 型 自 我 建

构的测量在方法论方面尤其值得怀疑#因此#这会

减弱它们在中介设计中的效用$此外#特质测量记

录人们对他们自己的思维与行为的自我反省意识%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很多心理过程明显地处于我们

的意识之外$因此#言语报告可能存在许多问题#
因为一般来说参与者不可能直接内省他们自己的

信念&价值观或心理过程#或因为认知与情绪的原

因#他们可能’经常是无意识地(曲解或歪曲他们的

反应$这对文化的研究来说尤其可能存在问题#因
为声称影响心理加工的文化变量’例如#习俗&剧本

和非专业理论(是不言而喻的#是处于人们的意识

之外的$用Y930;0P0!D"的话来说#)文化对于人类

如同水对于鱼类*$例如#美国人更倾向于喜欢独

特的外表!%"#或东亚人更倾向于依赖亲属相似性认

知策略!G"#这 些 倾 向 对 处 于 那 些 文 化 中 的 人 们 来

说#大部分是无形的#只有通过直接的文化对比#才
会变得明显$对人们偏爱独特的外表或依赖亲属

相似性认知策略的自我报告测量在揭示文化差异

方面#不可能像通过实验对比对这些现象的测量一

样可信#或达到同样的效果$因此#使用特质测量

方法来测量文化变量的试图经常因人们不能准确

地报告他们的文化信念和习俗而大打折扣$实验

策略能够避免特质测量中所固有的问题#虽然它也

有它自己所特有的局限性$

#M实验研究策略

探讨潜在机制的一种经常使用的实验策略就

是启动一些假设在文化之间不同的建构#然后判断

它们是否会导致某一种文化中的人们更像另一种

文化中的人们那样反应$例如#逐渐增多的实验研

究证据表明暂时诱发独立型与互依型自我倾向以

可预测的方 式 影 响 分 析 与 整 体 加 工 思 维 模 式!E$"$
在一系列研究中#Y-4/6/!EE"和他的同事首先用独

立性’思考你与家人和朋友的不同(和互相依赖性

’思考你与家人和朋友的相似(来启发德国的参与

者$然后在一个无关的认知任务中测量参与者的

反应$结果表明独立型自我建构的激活导致了更

多的场独立性#而互依型自我建构的启动则导致了

更多的场依赖性$因此#研究证明了独立性与互相

依赖性和在其他跨文化研究中确定的知觉差异的

种类具有因果关系$其他许多研究也使用了这种

启动方法来确定作为文化差异基础的机制#例如+
互相依赖性对敌意体验的影响%互相依赖性对承受

金融风险的影响%互相依赖性对预防动机的影响%
互相依赖性对集体主义社会价值观的影响%辩证倾

向对自尊的 影 响%特 异 性 对 独 立 的 自 我 描 述 的 影

响%复杂的视觉景象对场注意的影响$
研究者还使用了许多其他的实验或准实验方

法来确定作为文化差异基础的机制$其中一种方

法是在文化之间确定某些明显不同的重要经验#然
后测量较多地接触这些经验是否会改变人们的某

些心理变量$例如#Y((和O4(9!E#"假设接受中医

训练将会培养一种整体性思维模式$他们通过研

究发现学习中医的韩国学生比相近专业但没有接

受中医训练的学生更强烈地相信一种循环的变化

模式并考虑到更广泛的解释因素’这两者都是整体

性推理的特征($更明显的是#会出现这样一种纵

向的趋势#即接受中医训练时间越长的学生#他们

的整体性思维倾向越强#而且在排除了年龄差异之

后#这 种 趋 势 仍 然 存 在$与 之 类 似#Y930;0P0等

人!E!"推论出自我提高’76)1J6/40/<9/R(和自我改善

’76)1J9PU.(:9/R(倾向形成于参与了特定的鼓励这

类倾向的文化情境$他们发展了一种情境取样技

术#以证明当美国人想象自己处于日本人的情境会

变得更为自我改善#即对与自我有关的消极信息更

为敏感#同样#当日本人想象自己处于美国人的情

境会变得更为自我提高#即对与自我有关的积极信

息更为敏感$这样一种方法还可以用来确定与不

同心理过程相联系的各种情境或社会经验的确切

特征$使用 一 种 不 同 的 方 法#S69/6等 人!E""检 验

了自我改善动机中的文化差异与能力的增殖理论

相联系这个假设$他们把一个任务出示给研究参

与者#这个任务包含不同的指导语+要么说明测量

增殖的能力#要么说明测量以实体为基础的能力$
结果表明以测量增殖能力为指导语的任务导致美

国人更像日本人一样反应#即对与自我有关的消极

信息更为敏感#而以测量实体能力为指导语的任务

则导致日本人更像美国人一样反应#即对与自我有

关的积极信息更为敏感$通过指明人们所反应的

信息种类#他们就能够确定不同文化中的人们实行

的不执行策略$使用另一种技术#S69/6&A0Z6P(J
3(和 ?(7Z0)6/Z(!E&"研 究 了 自 我 批 评 动 机 是 否 与

客观的意识状态相联系$他们通过让人们站在镜

子前面控制一种客观的意识状态#结果发现镜子导

致美国人更像日本人一样反应#即对与自我有关的

消极信息更为敏感#而日本人几乎没有受到镜子的

影响#这表明了他们更经常地处于一种客观的自我

意识状态$这些实验策略是相似的#因为它们控制

或测量的都是观念或经验的可提取性#并假设这些

观念或经验在一种文化中比在另一种文化中更经

常地被提取$

!M利用假定的潜在文化过程的影响



第二阶段研究的另一个方法论策略就是利用

来自传统被比较人口!例如"东亚人与西方人#的假

定的潜在文化过程!例如"场独立性$场依赖性#的
影响%如果可以根据场独立性与场依赖性的程度"
来解释在分析与整体思维模式方面东亚人与西方

人之间的差异"那么在场独立性和场依赖性方面存

在差异的其他文化在分析与整体思维加工方面也

应该 显 示 出 类 似 的 差 异%Y-4/6/&S0//(:6.和

B(6>6.’EE(分别调查 了 来 自 两 个 个 体 主 义 文 化!即

美国与德国#和两个集体主义文化!即俄罗斯与马

来西亚#的参与者"以检验这个假设"发现研究结果

与在知觉加工领域中的这个假设一致%即"俄罗斯

人与马来人显示出更高水平的整体思维"而美国人

与德国人则显示出更高水平的分析思维%新的研

究已经超越了场独立性和场依赖性"考察可以解释

认知中的文化差异的另外的文化可利用性%?9;J
0P(3(等人’EI(的研究表明)!E#通过客观测量和主

观判断断定"随机取样的日本场景比随机取样的美

国场景在直观方面更为复杂*!##在一个接下来的

任务中"接触日本场景的日本参与者和美国参与者

比那些接触美国场景的日本参与者和美国参与者

更可能表现出整体加工的思维模式%

"M三角验证策略

另一种有用的 研 究 方 法 就 是 三 角 验 证!3.90/J
R-)039(/#策略%这个 策 略 包 括 两 个 步 骤)第 一"在

两种文化H和F之间考察 一 种 心 理 现 象"这 两 种

文化在一个 理 论 上 有 价 值 的 变 量E上 是 不 同 的%
第二"加入一种文化O"它在来自前面的文化H或

文化F的另一个在理论上有价值的变量#上与文

化H或文化F是不同的%因此"文化 H和文化F
在维度E上是不同的"而文 化 H或 文 化F与 文 化

O在维度#上是不同的%这种 研 究 策 略 使 包 含 在

心理差异中的特定的人口变量清楚明白地显示出

来%在民间生物学推理方面关于根据范畴进行归

纳的研究"说明了这种研究策略在解释文化差异方

面的可利用性%例如"?6>9/和H3.0/’ED(证实了与

美国大学生不同"危地马拉的玛雅乡村居民和具有

生物学专业知识的美国人!公园维修工人#在关于

植物和动物的归纳推理方面通常并不使用多样性

现象!即"前提范畴越不同"把这些前提范畴归类的

推论范畴的归纳推理越有力#%他们的研究揭示了

深入生物学世界是导致人们偏爱生态推理的重要

因素"而缺乏生物学专门知识"人们则回到多样性

启发法%
总之"最近几年"根据有关文化与心理学关系的

第一阶段的研究成果"并扩展早期发展的理论基础"

许多不同的研究方法被用来寻找作为文化差异基础

的机制%第二阶段的这些研究虽然还处于初期"但
在某些方面却加深了我们对心理机制的理解%

!!三、结!语

尽管科学哲学家和科学历史学家在现有理论

对观察的指导作用的程度方面意见不一致"但他们

都认为大部分科学似乎都按照这个顺序走向成熟%

B([9/’#D(认为"第一个阶段的研究对于任何处于发

展中的科学来说"是其科学进步的关键要素"对这

类研究的不必要的限制可能会破坏一门学科发展

成为一门成熟的科学的希望%这一阶段的研究是

一个持续发展的过程"因为在日益增多的一系列文

化中"研究者将会建立越来越多的理论及考察越来

越多的心理现象%随着第一阶段研究的进展"研究

者将会描绘出一副日益详细的情形"这个情形是关

于哪些心理过程的运行最易受到文化因素的影响"
而哪些心理过程的运行最不易受到文化背景的影

响%因为难以预测哪些心理过程最易受到文化变

异的影响"所以没有任何研究可以来替代连续的&
纲领性的第一阶段的研究%第二阶段的研究试图

解释心理过程中的文化差异是怎样产生并持续不

变的%它与第一阶段的研究紧密相连"因为在心理

过程中的真实的文化差异为突出潜在的心理机制

起着重要的作用%探讨潜在机制的跨文化研究在

心理学中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是理清倾向于共同

存在于某一特定文化"而在其他文化中不是共同存

在的多个变量的影响的最好的研究方法"也许是唯

一的研究方 法’#%(%例 如"为 了 评 价 自 然 发 育 成 长

与学校教育对认知发展的相对影响"就需要第二阶

段的跨文化研究%在西方文化中"自然发育成长与

学校教育处于同一个时期"但比如说"在某些小规

模文化中"二者不是处于同一个时期%通过比较某

一西方文化中儿童的认知发展与某一儿童在其中

不能经历正规的学校教育的文化中儿童的认知发

展"就可以 理 清 这 两 个 变 量 对 认 知 发 展 的 相 对 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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