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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different research methods,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personality structures. Culture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personality. The 
great difference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 is mainly embodied in Chinese collectivism 
and Western individualism. In the two different cultural values of education, under the concept of 
the social relations, competition consciousness and freedom and equality,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nd Western personality is different. Education is a very important part of culture. West-
ern education and Chinese education have their own characteristics. The personality formed by 
different educational methods is also diffe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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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不同的研究方法发现，中西方的人格结构存在显著差异。文化对人格的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中西方文化差异巨大，主要体现在中国的集体主义和西方的个人主义。在两种不同的文化价值的教化下，

从社会关系、竞争意识以及自由和平等观念下发展起来的中西方的人格是具有差异的。教育是文化非常

重要的一部分，中西方的教育具有各自的特点，自然在不同的教育方式下所形成的人格也是具有差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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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文化是个体出生后对人格影响最大的因素，如社会的文化氛围、社会文化中提倡什么，反对什么，

都将在个体的成长中影响人格的发展。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的原则、内容等等无一不打上文化的烙印。

文化对人格的影响还体现在人与人互动的方式、人们所持有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认知方式的特点、

情绪情感的表达等等方面。讨论文化对人格形成的影响，探索不同文化下个体人格的特点，对于我们深

入认识文化对人的社会化的影响有着一定的意义。对于家庭、学校在人格教育中自觉运用文化中的积极

因素，养成个体积极健康的人格有实践价值。 

2. 中西方文化对人格发展的影响 

正所谓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这不仅仅是指由于地理位置的不同，自然环境的差异导致了区域间人

与人的差异，更包含了区域的文化对个体人格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每个区域的文化都有着各自的特点，

生活在区域里面的人耳濡目染，深受文化的熏陶，通过对文化的内化及个体社会化后就形成了稳定的心

理结构和行为方式，即所谓的人格。 
基于中西方“天人合一”和“人物分立”的文化价值观，中西方文化差异集中体现在中国的集体主

义和西方的个人主义。由于所接受的文化不同，会形成不同的人格特点。个人主义主要表现为个体信仰

自由、平等，想要按照自己的意愿实现自己的愿望和兴趣，通过自强、自立、竞争和创新来实现。根据

Hofstede 研究(1980)，个人主义程度最高的国家是美国，其次是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荷兰。然而中

国则更多奉行的是集体主义思想。集体主义主要表现集体永远优先于个人，社会中的个体相互依赖，而

且社会鼓励大家相互依赖，先考虑集体的利益，要顾全大局。黄希庭(2004)提到在中国的文化里，是把“人

格”视为一种“做人”的方式，是属于道德规范的范畴。集体主义更加强调的是“为人”，而不是独立

性。 

2.1. 社会关系 

尊崇个人主义的社会，人际关系结构是相对松散的。个人主义更注重“我”，而不是“我们”。西

方的“自我”是纯粹的“个我”。在西方人特别是存在主义者眼中，作为个体的“人”只有从其所属的

各种社会角色和关系中跳出来，自我的“存在”才会浮现，才算是真正的“自我”。自我只包括他自己，

是真正的个体自我，即个体对自己的自觉与反省，并不包括父母、兄弟姐妹，其他的亲戚朋友等。一般

个体的人格相对来说都较独立，对“自我”都是比较清晰的、稳定的、相当有组织的、有边界的和理性

的，且大部分是反应一个人真实状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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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崇集体主义的社会，人际关系结构相对来说比较紧密。中国文化里的“自我”是几乎没有纯粹的

“个我”。中国的社会是一个“关系社会”，每个人都处于一定的“关系网”中。中国文化一贯主张“人

是关系的存在”，中国人的自我里除了包含“个我”，还包括父母、兄弟姐妹、其他的亲戚朋友等。假

若一个人没有与他人有社会联系，没有获得某种社会角色，那他就没有真正的“自我”。费孝通在《乡

土中国》里曾提到：“中国社会的关系就像是一个差序格局，以已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

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都立在平面上，而是像水的波纹一样，一层一层推出去，愈

推愈远，也愈推愈薄。”圈内部的成员就像波纹，你有更亲近的圈内部成员，他们组成的圆圈离你就越

近，维持比较好的关系。相比于西方人来说，中国人独立性较差，具有较大的依赖性，特别是对于圈内

部成员。 

2.2. 竞争意识 

曾天德(2007)指出中西文化分别产生于东亚大陆和欧洲大陆。西方的文化由于其临海的地理条件，诱

发了其无穷的探索精神。西方社会认为，竞争增大了机会平等的可能性。西方人颂扬竞争，觉得竞争是

自然的不可避免的，竞争能让任何体制内的任何人发挥出他们最大的潜能。 
中国重和谐、中庸，竞争意识相对西方社会来说比较淡薄。周义龙(2009)指出中华民族文明起源于黄

河流域，三面连陆一面靠海的地理环境使中国几乎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从而使自身文化保持很强的稳

定性和历史延续性。诞生于半封闭大陆自然环境的儒家伦理，教诲人们安土重迁，安于现状，竞争精神

不强和进取意识淡漠。在中国的社会，关系是十分重要的，关系重于竞争。因此，在中国人更加注重合

作，而不是竞争。中国人经常说的“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2.3. 自由和平等观念 

2.3.1. 自由观念 
西方人所持的观点是不自由，毋宁死。西方人无论在思想上还是行动上都追求自由。他们倡导人们

自己过自己想要的生活，按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来进行生活，有权不按常规生活。在西方社会中，随处

可见人们的穿衣打扮大多特立独行，自由随性。西方的自由体现在方方面面，例如宗教自由，美国现在

大约有 200 种宗教存在。还有言论自由，人民可以有权发出自己的声音。对于中国这样的集体主义社会

来说，生活方式不是个人决定的，集体主义不强调个人的立场。更多指的是我们这样的身份，更多指的

是人们聚集在一个圈中，互相承担帮助彼此的义务。所以在集体主义中容易形成依赖的人格。中国人做

事是被很多事情束缚住的，往往在做事情之前都是需要考虑过他人的感受，他人的利益，三思而后行的。 

2.3.2. 平等观念 
在中国古代的现实社会中，中国人的人格是不平等的，有尊贵卑贱之分，最具代表的就是“三纲”。

中国人习惯将人的社会性作为确定一个人之所以为人的主要依据，而人的社会性差别很大。因此，在这

样的传统文化里生活的人很容易养成等级观念。而西方人倾向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追求生命

的权利和追求自由的权利。西方倡导“天赋人权”，“人”的概念是直接从生物学来的，与中国传统文

化里从道德的层面所了解的“人”不相同。人的生物性大致相同，因此每个人都是平等的。 

3. 中西方教育对人格发展的影响 

教育是一种特殊的文化，是国家有计划、有目的、系统地培养人的活动，教育对人们人格发展起着

非常显著的作用。中西方的价值观念、政治经济制度、思维方式等方面存在着显著差异，所以在这些不

同文化下的教育也具有各自不同的特点。无论是是家庭教育还是学校教育，亦或是社会教育都各有差异。 



王瑞春，郑莉君 
 

 
1292 

3.1. 家庭教育对人格发展的影响 

聂娟(2010)指出阿德勒强调儿童早期经验和家庭地位在人格发展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儿童到了四、

五岁时，生活风格就已作为一种原型而固定下来，从我们的梦、无意识的东西、我们最初的记忆中都可

以发现这些东西的影子。根据阿德勒的理论，家庭环境在一个人人格形成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无法

代替的。家庭教育的差异自然对人格发展也能有着不同的影响。 

3.1.1. 教育目的差异 
陈玉秀，李霞(2007)指出中国的教育目的以增长知识为主，视知识比创造力重要。中国家庭教育中智

育是最重要的部分，与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等教育内容是不平衡的。在孩子还小的时候就给孩子报

各种兴趣班，甚至提早给孩子补习各种上学的内容，不考虑孩子的意愿，强行逼迫孩子去学习，生怕自

己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样就减少了孩子玩耍的时间，孩子的社会交往能力受到限制，很多情绪、情

感得不到正常的释放，这对孩子日后的人格有着消极的影响，孩子的内心是压抑的、孤独的。刘爱慈(2007)
提到西方父母比较由于看重孩子独立处理问题的能力，所以更加重视孩子的“全面学习”能力，包括认

知能力，社交能力等。例如，在发展社交能力时，父母要求孩子要学会与好朋友一起分享。这样环境下

长大的孩子有着良好的人际关系，独立解决事情的能力，有着独立的人格品质。 

3.1.2. 教育方式的差异 
寇晶(2014)提到一般来说，西方家庭大多采取民主型教育方式。在家庭里，孩子被看作独立的个体，

他们尊重孩子的个性和权力。亲子交流频繁，给予孩子适当的关注，关注孩子的成长。遇到问题，会和

孩子沟通商量，尊重孩子的想法，让孩子有家庭参与感。这种家庭教育方式会使孩子形成积极的人格特

征与品质：积极乐观、独立、谦逊、善交际等。中国家庭大部分采取权威型教育方式。权威型的父母控

制着孩子的方方面面，不怎么考虑孩子的感受，只从父母自己的主观意见出发，强迫孩子接受自己的看

法和认识，孩子必须要按照父母的认识和意志去活动。这种教养方式下的孩子经常处于被动、压抑状态，

缺乏自制能力，往往会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个性：一种表现为顺从、懦弱、缺乏自信、自尊、孤独、性

格压抑，心理自卑，遇事犹豫不决，缺乏独立判断和处理的能力；另一种表现为逆反心理强、冷酷无情、

有暴力行为。这种家庭教养方式容易造成孩子谨慎、顺从、有礼貌却自卑、敏感、消极被动的人格特征。 

3.2. 学校教育对人格发展的影响 

学校教育对孩子的身心发展起着主导作用。在孩子进入中小学以后，学校，老师和同学的影响绝不

小于家庭的影响。甚至有的孩子不听父母的教导，却对老师或同学的话比较相信。原本各方面都差不多

的朋友，经历不同的学校教育，接触不同的老师和同学，接受不同的文化熏陶，必然会出现人格特征的

差异。 
张凌(2009)指出学校是学生学习知识、社会文化传统和规范的场所，学校中的学习气氛、教育方式等

因素都是特有文化的投射。跨文化比较的研究结果显示，集体主义文化中的孩子倾向于追求知识本身、

甚少质疑、学习过程中不注重兴趣选择，而个体主义文化中的孩子倾向于选择自己喜欢的兴趣学习、学

习过程中充满了疑问、注重知识的获得过程。 
中西教育在教学目的上有着较大的差异。中国更多采用的是应试教育，采取考试的形式来选拔人才，

所以学校培养的是学习型人，并不注重培养创新型人才。在这种教育方式下的学生缺乏实践和创新的能

力，许多学生的个性和特长受到限制，思维不够活跃，想象力也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西方比较重视培

养学生实践和创造的能力，能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培养了学生的综合能力。同时也注重学生的

合作精神，重视学生学习的过程，重视学生的认知能力及做人、做事、合作交往等多方面能力的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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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课堂上老师总是以表扬、肯定、鼓励为主，从而培养了学生的敢为意识以及在公众面前表达自己观

点的勇气。 

3.3. 社会教化对人格发展的影响 

社会教化对人格发展的影响，有时会超过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某些作用。在尊崇个人主义的西方

文化中，重视个人价值，推崇依靠自己的能力去实现个人利益。因此激发了个人的主动进取精神，这种

提倡个性、强调个人自由发展的社会文化推动了人格个性的扩张。而这个扩张的个性使得人们勇于表现

真实的自我，形成了开放的、合作的、创造性的人格。而中国是尊崇集体主义文化的，集体的价值是高

于个人价值的。周洪林(2000)提到杨振宁教授认为：“中国文化是个人服从社会，儒家礼教也好，家庭观

念也好，都是要求个人以社会为重，个人的自由、权利受到很大抑制和约束。”因此，在这样的价值观

基础上，人们逐步形成了集体意识，形成了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人格，总是把集体的利益放在个人利

益至上。但是，也在同时造成了个人自由、权利意识的相对缺乏。 

4. 中西方文化对人格发展研究的差异 

4.1. 文化对人格发展影响的研究方法 

文化对人格发展影响的研究，很重要的一部分是关注文化间的差异如何与典型人格相连。研究者们

采用人格问卷测量、民族志等方法。莫文敏(2010)提到我国学者曾对历史人物进行的个人传记分析研究。

例如，朱晨海、孔克勤对近现代 150 位中国文化名人的人格，运用问卷调查、人格评定以及个案分析等

方法，研究了近现代中国文化名人的名声等级的排列顺序、整体人格概况及其影响因素。江勇，孔克勤

(2006)提到郑剑虹、黄希庭和张进辅则采用人格形容词评定法、心理传记法对历史文化名人梁漱溟的人格

及其形成、发展进行了研究。 
对中西方人格结构上差异的研究则主要依据人格研究的词汇学假设，西方人格的五因素模型及中国

人人格的七因素模型都是依据这个假设。首先系统地收集字典和其他来源中用于描述人格特点的形容词

并进行初步的分类，将词表化简并抽取无偏样本，由被试对每一个形容词能够描述自己或他人的程度进

行评定，再经因素分析确定人格结构。例如，王登峰，崔红(2006)采用对中西方人格概念的词源和内涵的

分析方法，对人格结构的行为归类假设与中国人人格的文化意义进行了研究。 

4.2. 中西方人格结构的差异研究 

4.2.1. 西方人的人格结构 
西方学者通过系统收集英语词典中的人格特质形容词，对形容词进行分类、化简以及通过被试对形

容词描述人格特点程度的评定和因素分析技术，得到 5 个人格维度。研究发现西方的人格结构由外向性、

愉悦性、公正严谨性、情绪稳定性、开放性等 5 个维度构成，见图 1。 

4.2.2. 中国人的人格结构 
采用西方大五人格结构的确定路径，通过对中文人格特质形容词的系统收集、分类化简及被试评定

和统计分析，发现中国人的人格结构由 7 个维度构成，并细分为 18 个次级因素。这 7 个维度分别为外向

性、善良、行事风格、才干、情绪性、人际关系和处事态度，见图 2。 

4.2.3. 中西方人格结构的差异比较 
王登峰，崔红(2007)通过对中西方人格结构的比较和分析发现，西方的“大五”人格结构反映了行为

或人格特征的 5 个相互独立的方面，而且虽然每个维度反映的行为特点也有评价性意义，但主要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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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Western personality structure 
图 1. 西方人的人格结构图 

 

 
Figure 2. Chinese personality structure 
图 2. 中国人的人格结构图 

 

于描述性的，是对现象的客观陈述。另外，每一个人格维度或行为范畴中所涉及的行为很少重合，都是

相互独立的，任何一个维度都有着完整的意义。相比之下，中国人的人格维度在结构上则更复杂一些，

不同维度间存在明显的交叉与重合，而且虽然每个维度反映的行为特点带有一定的描述性特点，但主要

属于评价性的，而不是对现象的客观陈述。第三，每一个人格维度或行为范畴中所涉及的行为有很明显

的重合，每一个维度的意义相对完整，但并不全面。因此，从总体上看，中西人格结构的差异主要表现

为对行为的描述和评价的程度差异。同时，西方的人格结构相对比较简单，内容划分清晰，与之相比，

而中国人的人格结构则比较复杂，每一个维度有着独立的意义，但仅仅涉及某一方面内容的一部分，而

不是全部。 

4.2.4. 中西方人格结构差异的主要原因 
王登峰和崔红(2006)认为中西方人格结构的差异主要源于中西方在行为归类原则上的不同，中国人强

调的是对行为的评价及行为间在意义上的联系，而西方人强调的则是对行为的描述及行为表面意义的评

估。黎鸣(2003)认为，中西方人格结构之所以会产生如此大的差异的原因跟中西方文化是分不开的，文化

的根本差异在于对“人性”的不同看法。产生中西方人格结构差异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中西方在分析问

题的风格和思维方式上存在差异。Nisbett (2006)提出，西方人的推理和感知是分析性的，比较关注事物

的具体特征；而东亚人的推理和感知是整体性的，考虑事情关注的是事物间的相互联系；再者，西方人

对因果关系进行判断倾向于忽视情境因素，而东亚人在不同的情境下倾向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西方人

倾向于用分类学来分组物体和事件，而东亚人则倾向于用相互关系来对物体和事件进行分类。 

5. 总结 

文化对人格的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文主要是从中西方文化的角度探讨文化对人格发展的影

响。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巨大，主要体现在中国的集体主义和西方的个人主义。在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

价值的教化下，从社会关系、竞争意识以及自由和平等观念下发展起来的中西方的人格也是具有差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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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文化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众所周知，教育对一个人人格的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无论是家

庭教育还是学校教育，甚至于社会教化。中西方不同的教育环境、教育方式、教育理念下形成的人格也

是不尽相同的。通过大量的研究发现，中西方人格结构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文化在其中起着非常大的影

响。因此深入探析中西方文化对人格发展的影响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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