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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观的新课题$文化变迁中的
西南民族价值传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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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当前全球化%多元化%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西南民族价值 传 承 是 价 值 观 研 究 的 一 个 特 别 有

意义的新课题&需要通过深入系统的调查研究#全面把握西南各民族具有核心意义的价值观的心理结构和外

在表现#弄清西南各民族文化价值观的载体及其传承方式#对西南各民族的核心价值观进行系统分析和评价#

进而提出努力构建新时代背景下的先进的西南民族文化价值体系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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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民族所共同接受并遵从的价值观#集中地

代表了这个民族的文化精神#同时也是这个民族团

结凝聚力的重要纽带&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中
华民族是由%E个兄弟民族所组成的复合民族共同

体&其中#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众多#有藏%彝%纳西%
哈尼%拉祜%基诺%白%景 颇%土 家%壮%布 依%傣%侗%
苗等!#多个少数民族#约%###万人#占到了全国

少数民族人口总数的一半#且西南陆地边境和一半

沿海边境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在很大程度上#西南

地区也就是少数民族地区#历经巨大的文化变迁#
文化价值作为民族文化的核心#在西南诸民族的经

济%社会与文化发展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可

以说#西南地区是民族文化价值传承课题研究的一

块十分难得的(风水宝地)&每个民族的价值观念

都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社会经济%政治的变革#价
值观念也随之改变&但比之经济和政治#传统的价

值观在变革时具有某种(滞后性)#导致变革时期的

(文化冲突)&在当前全球化%多元化%现代化的时

代背景下#很有必要探明西南各民族价值观的文化

渊源%心理结构%传承方式%发展趋势及影响因素&

!!一、西南民族价值传承研究的意义

文化变迁下的西南民族价值传承研究是一个

既有突出的历史厚重感#又有强烈的现实使命感的

课题&其研究意义表现在$
"一#有助于充实和发展民族心理学理论

社会文化变迁的现代化理论者都承认#人的价

值观%行为规范和信仰在决定社会类型!传统社会和

现代社会"方面起着重要作用&本课题研究立足于

西南地区良性的民族文化生态的构建#这将为建立

和完善中国特色的民族心理学的学科体系提供实在

而新颖的 内 容#并 为 人 类 学%社 会 学%经 济 学%宗 教

学%政治学等诸多学科提供有价值的参考资料&
"二#有利于民族团结$共同繁荣和边陲稳定

在我国全面奔向小康#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的征程中#少数民族地区往往由于生态环境脆弱%
城乡差距较大%经济基础薄弱#所面临的经济与社

会发展问题更多&特别是我国正处在从计划经济

向市场经济的社会转型期#各民族文化价值意识形

态不断接触%互相影响#正处在相互冲突与融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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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之中!研究西南各民族的文化价值特点"有利

于西南各民族间更有效地交流与沟通"促进西南地

区的安定团结和各民族的共同发展与进步"进一步

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同时"也能更有效地克服由

于文化差异造成的民族心理冲突"消除民族偏见$民
族歧视和民族心理隔阂"从而促进西南各民族的和

睦相处和边陲稳定"为构建和谐社会作出贡献!
!三"为相关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目前我国正在实施的西部大开发在某种程度

上是西部民族地区的大开发"本课题研究的成果将

为党和国家制定西部大开发的有关政策措施提供

决策咨询"并且为西南地区的行政$管理$教育等部

门的民族工作提供切实可行的工作建议!

!!二、从一般价值观到民族文化价值观

价值观是 人 区 分 好 坏$美 丑$益 损$正 确 与 错

误"符合或违背自己意愿等的观念系统"它通常是

充满情感的"并为人的正当行为提供充分的理由!
从心理学的观点看"价值观研究的意义在于其与个

体期望相关的选择性的动机激发作用!目前"西方

心理学界在解释价值观的作用机制时主要形成了

三类理论%@&’其一"归因理论!韦纳 的 归 因 理 论 一

直是动机的一个重要理论!由于归因理论包含了

对能力的信念和对成功的预期"并且包含了对成绩

的价值评价"也视为价值观的理论!其二"现代期

望J价值理论!现代期望J价值理论是在阿特金

森的期望J价值模型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类

理论将成就表现$坚持和选择很直接的与个人的期

望相连的信念和任务J价值信念联系起来!其三"
自我价值理论!作为价值观理论的自我价值理论

强调心理健康是期望$价值与成就行为的关键决定

因素!在科文顿的自我价值理论中"将自我价值的

动机定义为建立和保持积极的自我意象或自我价

值感的倾向!这些理论对于我们深入研究少数民

族的价值观问题是有借鉴意义的!
在我国"价值观研究长期以来被看做 哲 学$伦

理学$品德学的范畴"这些研究对于深入认识价值

观问题起到了重要作用"但还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

概念$理论和方法学体系!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心

理学学科的迅猛发展以及社会转型期价值观问题

的日益突出"对价值观的心理学研究受到越来越广

泛的关注"并在社会转型$文化差异$传统性与现代

性$全球化与本土化等方面形成了研究热点"相关

著述颇丰!这其中"黄希庭$张进辅$李红等历经E
年在全国范围的大规模调查研究后完成的(当代中

国青年价值观与教育)"被认为是国内首次全方位$
实证性$系统化探讨青年价值观问题的专著%"&!与

此同时"也已见到少量有关少数民族的价值观的调

查研究"如李锐$林琼芳$陈国典等的研究%!"?"%&!
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是全人类文化的有机构成

部分"是自身民族性与人类共同性的有机统一!我

们在着手民族文化价值观的研究时"要警惕两种错

误的倾向’一种是文化的霸权主义!对弱势民族进

行文化侵略或价值歧视会破坏文化生态系统"并可

能因为刺伤他们的民族情感而招致一些极端的反

应!另一种是文化的狭隘民族主义!狭隘民族主

义往往把本民族的价值观绝对化"盲目排外"这不

仅不合乎世界潮流"而且还会损害本民族的发展!

@FB#年费孝通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命

题"目前已为民族学界$文化学界广泛接受!中国

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多元一体+"它是由汉族

和各少数共同创造的!尽管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

国家"但是各民族之间的文化却能做到长时间的和

睦共处"协同发展"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以儒家观

念为核心的中国文化讲究*和而不同+的策略"既顾

全整体利益"又保持自身特色"*异中有同"求同存

异+!多元化的文化体系要求彼此能够求同存异"
学会协调与宽容"学会理解与尊重#多元化的价值

观体系应是互补的而不是冲突的"不能仅看到不同

民族的价值观之间的摩擦与冲突"更应当看到彼此

的交流与借鉴!
民族文化价值观是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复杂

的观念系统"并与认知$情绪$动机$自我等心理成

分关系密切!参照我们多年来对青年价值观问题

进行研究积累的经验"我们认为"下列方面的价值

观是当前与西南民族问题关系密切的核心价值观"
需要深入系统地加以研究’

!一"西南民族的祖国价值观

一个民族无不属于一个国家"每个民族都生活

在特定的某一个国度里!对于西南各民族"特别是

其中一些迁移民族来说"*我是中国人+的祖国价值

观念的建立历程复杂而漫长"值得深入探讨!
!二"西南民族的民族价值观

民族价值观是人们对于民族和民族问题的最

基本的看法"它影响着人们采取何种方式和态度来

处理具体的民族问题!从某种角度上说"民族价值

观就是民族交往中所形成的相对稳定而持续发展

的民族文化心理"其实质是维护和发展民族利益及

地位!西南地区民族构成复杂"民族价值观的研究

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三"西南民族的宗教价值观

宗教信仰作为民族文化生活的一个重要层面!
不仅支配着人们的思想感情!同时也影响着人们的

日常生活!包括社会"政治"经济"伦理道德"家庭婚

姻"人际交往等方面#宗教在维系民族团结和社会

秩序"推动民族文化发展上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要了解和掌握一个民族的社会文化状况!不能离开

对该民族的宗教价值观的研究#
!四"西南民族的婚育价值观

婚育问题关乎民族的生存与繁衍!因此婚育价

值观是民族文化价值中又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
尤其是在我国推行计划生育国策!而西南地区人口

众多的背景下!西南民族的婚育价值观及其价值传

承研究显得特别重要#
!五"西南民族的教育价值观

民族教育是一个民族的经济发展和文化发展

的标志和反 映!并 预 示 着 该 民 族 未 来 发 展 的 可 能

性#传统上!西南民族对教育的重视相对欠缺!研

究西南民族的教育价值观!并对现阶段西南民族教

育过程中所面临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将有利于改

变这种局面#
!六"西南民族的经济价值观

经过历史沉淀下来的西南各民族传统价值观

对于民族经济活动的影响不容忽视!这种影响有有

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西南民族经济价值观

的研究将有利于发挥长处!克服弱点#
价值观研究终归要落到是非与对错上!民族文

化价值研究也不例外#这里!评判的标准是十分关

键的#在坚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反对文化霸权

主义和文化狭隘民族主义的前提下!我们所主张的

新时代背景下的西南民族文化价值体系应该是科

学的"合理的"先进的!是彰显社会主义荣辱观的!
能够促进各民族的团结协作和共同繁荣发展#

!!三、丰富的研究内容

文化变迁中的西南民族价值传承问题包含丰

富的研究内容!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一"追溯西南民族文化价值形成的文化根基

要解析西南民族的价值观!必须要了解西南民

族的形成"发展过程中呈现的包括自然环境和历史

因素在内的文化环境的变化!了解在历史演变过程

中西南民族价值意识能够传承下来!并且能够展现

其生命力的深厚的文化渊源#
!二"解析西南民族文化价值观的结构和表现

拟就当前与民族问题关系密切的核心价值观!

进行西南各民族的深入系统的纵横比较调查研究!
同时将中华民族的传统价值观与西南各民族独特

价值观加以分析和比较#
!三"考察西南各民族文化价值传承方式

民族文化价值传承包括物质载体和象征符号

两个方面#物质载体包括民族文物!名胜古迹!以

及生产生活传承物!它们具有民族认同性"文物性

和工艺性等特征’象征符号是约定俗成的!为本民

族成员所认同!除语言"文字外!在各民族传统文化

中还存在着大量的非语言文字象征符号!隐喻负载

着各种文化的意义#这些对于西南民族文化价值

传承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四"提出西南民族文化价值传承的可行性发

展对策

不是所有的价值观都是正确的#落后的"狭隘

的"错误的价值观会把一个民族导向歧途#正确的

价值观应该是科学的"合理的"先进的!是能够代表

多数人的利益!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和历史进步趋

势的#改革开放以来!在多元文化的影响之下!西南

民族的传统价值体系必然受到冲击!新的价值体系

正在形成!很多人还处在迷茫和困惑之中#因此!必
须立足于西南民族文化的实际!展望未来!对原有的

和新生的文化特质重新加以审视并做出取舍#

!!四、研究方法亟待整合与突破

多年来!我国的民族心理研究有两条 主 线&一

条是民族学界的研究!一条是心理学界的研究#在

民族学方面!侧重于宏观探讨!方法论上注重思辨

性的质性研究#学者们对民族心理的概念"结构和

表现!特别是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进行了探讨#如熊

锡元分析了回族"傣族"汉族的共同心理素质!荣丽

贞研究了蒙古族特有的祭祀风俗!苏世同阐述了苗

族的主体心理!伊力合木(克力木归纳了维吾尔族

经商心理特征及其原因!周兴茂论述了苗族的共同

心理素质!闫丽娟"钟福国论述了裕固族心理素质!
石国义论述了水族传统文化心理!崔英锦论证了朝

鲜族文化心理特点!马丽华论述了云南通海蒙古族

生存发展的心理素质!云公保太探讨了欧拉藏族尚

武心理!银军和杨顺清论述侗族民族心理素质!等

等)E*#在心理学方面!则侧重于微 观 探 讨!方 法 论

上注重实证性的量化研究#近"#余年来!我国的

心理学者就民族心理课题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内容

涉及各民族儿童认知发展的比较研究"各民族的个

性比较研究"各民族儿童及青少年品德形式的比较

研究"各民族的社会心理的比较研究"民族心理卫



生和精神病研究!民族心理的基本理论研究等"如

张世富和阳少敏对云南西双版纳克木人!基诺族!
哈尼族和拉祜族四个民族青少年品格的发展进行

了长达"#年的跨文化心理研 究#$$"但 是%我 国 的

民族心理学研究存在的民族学与心理学的&分裂’
状况应该引起警惕"如果双方学界不及时沟通%差
异会逐渐扩大%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得不到有机地

结合%民 族 心 理 学 的 发 展 将 受 到 极 大 的 限 制"另

外%由于双方缺少交流与合作%致使许多重复的研

究项目出现%改变这种状况已势在必行"
基于实证性和系统化的研究构想%在着手文化

变迁中的西南民族价值传承研究这一课题时%我们

将遵循传统与现实相结合!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群

体与个案相结合!横断与纵向相结合的原则%采用

历史文献研究!实地调查访问!田野工作研究!典型

个案分析!问卷调查!心理测评!作品分析!实物收

集或音影设备记录等方法开展研究"其中%特别强

调运用心理学擅长的问卷调查与民族学擅长的实

地调查相结合的新型调查法%它既可以得到&是什

么’%也可以寻找到&为什么’%进而能够有针对性地

提出&怎 么 办’"美 国 文 化 人 类 学 家 比 德 尼(G)
A8=.5:)曾指出*&摆在文化人类学家面前最重要与

最艰难的任务是进行价值的评价与比较研究"’研

究民族传统文化当然不能忽视价值观这个核心问

题"但是价值观研究本身是十分复杂而困难的%而
对西南民族文化价值的评析更是本课题研究最为

困难和敏 感 之 处"我 们 将 坚 持 中 华 民 族&多 元 一

体’并立足于西南民族文化的实际进行研究%对原

有的和新生的文化特质重新加以审视并做出取舍%
提出西南民族文化价值体系的良性发展对策%为促

进西南 各 民 族 的 团 结 协 作 和 共 同 繁 荣 发 展 做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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