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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者续承费孝通、孙本文、潘光旦等前贤的谱系，沉潜于中国民族性研究数十年，文本深犁、量
化分析与个案研究并举，探寻中国人性格的特性。
通过比较民族性格的稳定性因素和随社会变迁不断“塑形”，折射出中国人性格的丰富性。
作品尤其凝聚心力于“中庸”思维方式与人格特质对于中国民族性格的熔铸的意义，在客观的研究中
注重发掘中国民族性中的优异品格，堪为中国人自我认知的典范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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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沙莲香，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社会心理学和中国民族性研究，其
代表性著作《社会心理学》、《中国民族性》等声播海内外，对总结和认识中国民族心理有着重要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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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代序　文化与民族性格
　一、民族性格的基本含义
　二、文化及其基本特点
　三、文化积淀对民族性格的影响
第一章　课题视角
　一、历史上有关中国人研究的基本观点
　二、整体论方法和民族性的双重性结构
　三、课题研究的三种视角
第二章　课题构成
　一、相辅相成的“两块”
　二、理论假设及验证
　三、抽样、问卷及数据处理
第三章　人格特质评价
　一、气节居首，欺瞒最末，中庸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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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职业与人格特质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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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历史人格选择的综合判断分析
　三、理想人格和实际人格的综合判断分析
　四、历史人格、理想人格和实际人格的综合判断分析
第六章　需要和人生价值
　一、需要选择中的“镜”投射
　二、人生价值选择中的名与实
　三、奉献精神不朽
第七章　做人
　一、改变地位选择上的彩带
　二、彼此彼此
　三、渴望良好风气
第八章　苦乐悲欢在人间
　一、何事苦与乐
　二、苦乐悲欢对谁诉说
　三、感情“百花园”
第九章　性格结构特点
　一、性格结构双重性特点
　二、性格结构匀称性特点
第十章　民族精神
　一、民族精神
　二、传统与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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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关于弘扬民族精神
附录一　特别职业层的调查材料
　一、特别职业层的基本情况
　二、特别职业层的调查结果
　三、对特别职业层调查情况的简要说明
附录二　x2显著性检验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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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附图2反映了特别职业层对人格特质的评价与选择之间的微妙差别。
图中横轴代表对三个历史时期人格特质的前四位选择序列及其百分比和前四位之外的人格特质选择，
纵轴代表三个特别职业层对14项人格特质的前四位肯定和否定两种评价序列及其百分比和前四位之外
的选择。
将百分比引入图中，就使矩阵不仅具有纵横交互比较的职能即三个组人格评价和历史人物选择的交互
比较，而且具有评价与选择的程度比较，即三个组人格评价集中性与历史人格选择分散性的相互比较
。
　　从纵横交互比较中可以看出，三个组对“文化大革命”前最具备的人格特质的选择，除了山庄组
的一个选择点之外，其余全部落在肯定评价区域，而对最不具备人格特质的选择点，一半落在肯定评
价区域，一半落在否定评价区域，表明对“文化大革命”前人格基本上是肯定的；对“文化大革命”
中人格特质的选择，与“文化大革命”前几乎相反，对最具备的人格特质选择点，多数落人否定评价
区域，最缺乏人格特质选择点，则多数落人肯定评价区域。
对改革后最具备的人格特质选择点，半数在肯定评价区域，半数在否定评价区域，而对最不具备的人
格特质选择点，全部处于肯定评价区域，可见，从纵横比较看，三个特别职业层对历史人格的选择.并
没有特别之处同作为样本总体的选择分布比较相似，年龄组、学历组和职业组的选择分布也大同小异
，特别职业层的特别之处在于评价上的高值和选择上的低值，即对人格评价的高百分比和对历史人格
选择的低百分比，尤其是流动组和山庄组，这种差异最为突出，反映了他们在人格特质评价上的集中
性和历史人格选择上的分散性。
于是，我们对三个特别职业组的历史人格选择的比较，就可以换一个角度，是数的而不是内容的角度
，用量的观点观察问题。
这样一来，我们可以通过附图2评价上的高百分比和选择上的低百分比进一步看出，答卷人尤其是流
动组和女干组的价值观念是明确的、稳定的、集中的，而在人格认知上，则三个组尤其是山庄组是不
够明确、不够稳定、不够集中的。
这种矛盾会导致对自己和他人的认知不协调，同时，也会导致行为的价值取向与认知之间的不协调。
　　附图3包含a、b、c三部分，是三个组对自己、对他人实际人格选择与其理想人格的比较。
　　图中纵轴是百分数，均采用问卷中两项选择之和，因此，纵轴上的百分数是以200%来计的，比如
，女干组对仁爱的选择为20%的话，表现在纵轴上则是在40%的位置上。
横轴是人格选择项，靠近纵轴的六项是对理想人格的前六位选择，如附图3a的理智、进取、仁爱、侠
义、勤俭、实用是女干组对理想人格的前六位选择；附图3b和附图3c依此类推。
横轴前六项理想人格特质为了比较上的方便，沿着最后一位理想人格选择点画出一条垂线，以标明理
想选择和非理想选择的界限。
比较的方式是这样的：首先将理想人格选择的人格特质和它所占百分比分别在纵轴的两侧一一对应起
来，并联结各个选择点形成一个理想人格选择区域，然后，将对自己和他人的选择依其百分数记人两
侧各自的选择领域。
凡是进入理想界限以内的，都意味着对自己或者对他人的人格选择项无异予理想人格，只是在百分数
上有各种差异，凡是处于理想界限之外的，都表明选择项有别，处于理想界外的选择点越多，这种差
别越大。
　　附图3a是女干组对自己人格和他人人格的选择同女干组对理想人格的选择之比较。
女干组的理想人格前六位选择项有四项同理想人格选择一样，两项不一样，多了侠义和实用，少了忠
孝和气节。
同前面已经比较过的各个组别相比，是一种相当坦率的理想选择；另外，女干组的前两项选择百分数
，相比之下是很高的，仁爱项、进取项位于较高位置，而末位项的百分数又比较低，是在纵轴14的位
置上。
由各个理想选择点构成的理想人格选择区域看上去较壮观，选择点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差很大，表明
选择上的集中性和理想性比较强。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民族性>>

　　从对自己人格的选择看，理想选择中的首位项理智，在14项人格特质价值判断部分，我们曾经通
过女干组对理智的高度肯定评价和对屈从的高度否定评价，分析过女干组的心理互补特点，她们的社
会角色、社会责任感使她们有工作热情，有魄力，有潜力，有热望，但也有对优点发挥不当的问题，
因此，在冷静下来时，她们更需要理智，更崇尚理智。
在对理想人格的这一部分，对理智选择的高度集中，进一步证明了女干组对理智这项人格特质的肯定
评价和崇尚，而在对自己人格的选择上，理智却退居第四位，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她们的坦诚。
其余五项选择同理想人格选择比较，差异较小，即距离理想区域线比较近，忠孝项百分数较低。
总之，女干组对自己人格选择和对理想人格选择之间既有明显的分离又有较明显的结合，分离之点突
出了她们的理想性，结合之点突出了她们的实在性。
分离和结合的同时存在，又表明了理想性和实在性之间的某种不统一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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