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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draws on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central values, taking the Naxi minority as an exam-
ple, and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ditional values and the protection behavior of mi-
nority culture. The experiment uses the direct manipulation of individual values to test values and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ditional values and behavior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inority values exist center values effect, and values for the center with the traditional values of 
our minority culture have obvious individual preference. For participants who do not have the tradi-
tional values,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national culture and non-native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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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借鉴了中心价值观的研究方法，以纳西族为例，探讨了传统价值观与民族文化保护行为间的关系。

实验采用直接操纵个体价值观的方式检验价值观激活，并探讨了传统价值观与行为间的关系。结果表明，

民族价值观存在中心价值观效应，以传统价值观为中心价值观的个体对本民族文化有着明显的偏爱，而

以非传统价值观为中心的个体对本民族文化与非本民族文化喜爱程度差异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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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价值观与行为的关系一直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国内外学者对价值观与行为关系的研究主要

涉及三大方面，即价值观直接预测行为(Caprara, Schwartz, Capanna, Vecchione, & Barbaranelli, 2006)，中

介变量对价值观与行为的协调(Maio, Olson, Allen, & Bernard, 2001; Bruns, Scholderer, & Grunert, 2004)和
调节变量对价值观与行为关系的作用(Gecas, 2000; Poortinga, Steg, & Vlek, 2004)。在调节变量对价值观与

行为关系影响作用的研究中，Verplanken 和 Holland (2002)根据自我激活假说提出了中心价值观的概念。

只有当价值观是自我概念的核心并且被激活时，即只有那些作为个体自我定义的一部分并且对个体自我

认同感有贡献的价值观才能对行为起到指导和影响作用。中心价值观对行为指导的作用有两个必要条件，

一是该价值观必须是组成个体自我概念的一部分；二是中心价值观只有在激活后才会对行为起到指导作

用。中心价值观的研究提出了一套系统的研究价值观与行为关系的方法，强调了价值观激活对行为的指

导作用。研究中涉及的价值观激活方法在后来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Torelli & Kaikati, 2009; Utz, 2004)。将

价值观激活与自我接近程度结合起来的研究方法，为以后的价值观与行为的研究带来了新思路

(Verplanken, Trafimow, Khusid, Holland, & Steentjes, 2009)。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除了主流价值观外，每个民族都持有自己所认同的价值观，即民族价值观(侯

阿冰，张进辅，2006)。民族价值观是人们对于民族和民族问题最基本的看法，它影响着人们采取何种态

度和方式来处理具体的民族问题，其实质是维护和发展本民族利益及地位(涂应飞，2010)。以往关于民族

价值观的研究多采用为定性方法和问卷调查法，实证研究较少，且很少探讨民族价值观与行为的关系(覃
智，2009；侯阿冰，2008；牛春娟，郑涌，2010)。中心价值观的研究思路与民族价值观研究结合起来，

不仅可以深入了解特定的民族价值观与行为的关系，还可以通过实证研究探讨调节变量对民族价值观与

行为关系的作用。本研究欲借鉴中心价值观的研究方法探讨传统价值观与民族文化保护行为间的关系。

传统价值观是 Schwartz (1992)价值观理论中十种具有跨文化一致性的个体基本价值观中的一种，其对传

统价值观的定义是指尊重、遵从个体所在的文化或宗教群体公认的风俗和观念。国内外对价值观和行为

的研究多集中在环境价值观，超越价值观和保护价值观等(Stern, Dietz, Kalof, & Guagnano, 1995；何贵兵，

奚岩，2005；吴波，李东进，李财玉，2016)，很少有研究涉及到传统价值观与行为的关系，更多探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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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传统价值观作为中介变量与压力的关系(Xie, Schaubroeck, & Lam, 2008)。Bardi 和 Schwartz (2003)比较

不同的价值观与各自相应的价值表达行为的相关程度，结果表明传统价值观和行为间具有较强的相关，

但是 Bardi, Calogero 和 Mullen (2008)通过价值观与行为的相关程度来检验价值观词典的预测效度发现与

之前研究相矛盾的是，传统价值观的预测力最低。传统价值观与行为间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在民族价

值观中又是否存在着这样的矛盾，这些都是待探讨的问题。 
民族文化是各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具有本民族特点的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和

精神文化。民族文化对生活于其中的少数民族成员的心理和行为有着重要的影响，其中对深深根植于少

数民族文化中的民族价值观的影响最大(侯阿冰，张进辅，2006)。纳西族是中国的少数民族之一，主要聚

居在云南省丽江市。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纳西族人民创造了富有本民族特点的灿烂文化，主要是东巴

文化，形成并发展了自己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一直延续传承至今。东巴文是云南最古老的少数民族

象形文字，也是世界上仅存的象形文字。纳西语在丽江地区广泛使用，有的纳西族人甚至只会说纳西语，

不会说汉语和普通话。纳西族能歌善舞，在生产劳动和民族节日中常有群众性的歌舞活动。纳西族的民

族服饰一直延续至今，并发展出了多种多样的款式。纳西族的建筑风格独树一帜，纳西民居大多为土木

结构，三坊一照壁是丽江民居中最基本、最常见的形式(李近春，王承权，1996)。在高速发展的今天，传

统文化与新异文化不断发生着冲突、磨擦和融合，其中也包括少数民族文化。纳西族聚居的丽江是全国

著名的旅游城市，旅游业发达促进了当地的发展并扩大了纳西族文化的知名度，同时也给纳西族文化带

来了一定的冲击和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对纳西族的传统价值观和民族文化保护行为进行研究显得尤

为必要。本研究选择纳西族成年人为对象，选取了能集中体现纳西族文化的事物，借鉴中心价值观的研

究方法，目的是研究民族价值观中传统价值观与民族文化保护行为间的关系。研究假设是对于以传统价

值观为中心价值观的个体，激活传统价值观会增强个体对传统价值观相关信息的关注，并给这些信息赋

予更高的权重，从而增加对纳西族事物的喜爱程度，而对于以非传统价值观为中心价值观的个体，即使

激活传统价值观也不会增加个体对纳西族事物的喜爱程度。研究使用直接操纵价值观的方法来检验价值

观激活假说，并初步探讨传统价值观与行为的关系。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和实验设计 

被试为 65 名来自丽江的纳西族成员，民族均为纳西族，其中男性 32 人，占 49.2%，年龄在 22 岁到

54 岁之间，平均年龄 31 岁。研究为 2(传统价值观类型：中心 vs.非中心) × 2(价值观启动：启动 vs.不启

动)的组间实验设计，因变量是相对于非纳西族事物，纳西族事物的喜爱程度评分。 

2.2. 研究程序 

研究包括两个部分。在第一部分，被试需要填写肖像价值观问卷(PVQ)，用来测量其传统价值观中心

性。通过 PVQ 问卷筛选出以传统价值观为中心价值观的个体和以非传统价值观为中心价值观的个体，继

续参加第二部分的实验。第二部分包括价值观操纵任务和后续的图片喜爱程度评定任务。 

2.3. 中心价值观测量 

本研究使用 Schwartz 等人(2012)最新版的肖像价值观量表(PVQ)问卷测量被试的传统价值观中心。

PVQ 量表是对价值观的间接测量，测量方法是根据价值观对不同性别的人进行了简短的口头肖像描述。

PVQ 量表共有 48 个题项，19 个价值观分别有三个项目来测量。测量传统价值观的项目即 18 题(他重视

保持传统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第 33 题(他重视遵从家庭的习俗或宗教的传统)和 40 题(尊崇文化中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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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法，对他来说是重要的)。该问卷的信度指数 Io Q 系数(Index of Quality, Saris & Gallhofer, 2007)变化范

围从“谦逊”价值观的 0.63 到“博爱－大自然”价值观的 0.87。受访者需要根据描述进行 1(非常不像我)-6(非
常像我)级相似度评分。在传统价值观量表上得分越高意味着传统对于个体越重要，越能代表个体的中心

价值观。主要通过网络发放问卷的方式向丽江纳西族成员发放 212 份问卷，共收回有效问卷 195 份。根

据四分位数法，按三题总分数从小到大排列，保留了分数最高和最低的四分之一个体。最终被试数为 65
人，即传统价值观中心被试 34 人，非传统价值观中心被试 31 人。传统价值观中心被试的传统价值观均

值为 16.66 < 17，标准差为 1.110，极小值 15，极大值 18，中位数为 16。非传统价值观中心被试的传统

价值观均值为 9.22 < 9.5，标准差为 1.680，极小值 6，极大值 11，中位数为 9.5。 

2.4. 价值观操纵任务 

借鉴 Verplanken 和 Holland (2002)的印象形成任务，向被试呈现一个 20 个价值观列表，要求被试根

据这 20 个价值观写一个对持有这些价值观的假想人物的印象。价值观操纵任务有两种条件，价值观操纵

组和控制组。在操纵组条件下，20 个价值观中有 12 个价值观在某种方式上都与传统价值观相关(如保护

文化，尊重文化，居住在传统民居等)。在控制组条件下，20 个价值观都与传统价值观无关。印象形成任

务的指导语如下： 
下面是一个印象形成任务。假设有个叫李华的人物，年龄 30 岁。在下一个页面您将会看见李华所持

有的价值观列表。您需要根据李华所持有的价值观形成一个关于李华的印象。请您认真查看李华的价值

观，每个价值观都有助于您形成对李华的印象，试着形成一个关于李华的准确且全面的印象。例如，试

着去想象他的职业、爱好、主要性格特征和观点等等。之后会给被试十分钟的时间，需在纸上写下对这

个假想人物的印象。 

2.5. 喜爱度评价任务 

评价任务中总共有 80 张图片，其中 40 张纳西族文化相关图片和 40 张纳西族文化无关图片。这些图

片共分为四类，分别为服饰、挂画、建筑物和饰品。每一类图片中，纳西族文化图片为 10 张，另外 10
张则为非纳西族文化图片。非纳西族文化图片主要选取中华文化，包括汉族文化。被试需对这 80 张图片

中物品的喜爱程度进行 1(非常不喜欢)~7 级(非常喜欢)评分。为了消除颜色和样式因素等的影响，每一类

中 20 张图片的样式和颜色均做了匹配，如图 1。与纳西族文化相关的图片在实验前经过 39 名纳西族成

员进行 1(非常不符合)~5 级(非常符合)评分。删去评分低于 3.5 分以下的图片，最终获得 40 张图片。 

3. 结果与分析 

首先，对四类图片的评分进行差异检验，结果显示，四类图片中纳西族文化事物喜爱度评分显著高

于非纳西族文化事物喜爱度。对四类图片喜爱度评分进行配对样本 T 检验，结果表明，在服饰类图片(M
纳西族 = 4.06, M 非纳西族 = 3.84, t(648) = 2.295, p < 0.05)和装饰品图片(M 纳西族 = 4.07, M 非纳西族 = 3.82, t(649) = 
2.694, p < 0.01)上，纳西族文化事物和非纳西族文化事物的喜爱度评分差异显著，而在其他两类上喜爱度

评分差异不显著，见表 1。 
对价值观中心和四类图片喜爱度评分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表明，价值观中心主效应在四类图

片喜爱度评分上显著，结果表明不同启动条件下的传统价值观中心被试都比非传统价值观中心被试对纳

西族事物给出了更高的喜爱度评分，见表 2。 
对启动类型和四类图片喜爱度评分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表明，启动组被试对纳西族文化事物

的喜爱度显著高于非纳西族文化事物，而控制组被试对纳西族文化事物的喜爱度显著低于非纳西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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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Image of Naxi culture and non-Naxi culture 
图 1. 纳西族文化图片与非纳西族文化图片 

 
Table 1.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ultural objects of Naxi and the non-Naxi culture in their liking 
表 1. 纳西族文化事物和非纳西族文化事物在喜爱度上的差异检验 

 纳西族 (M ± SD) 非纳西族 (M ± SD) t p 

服饰 4.06 ± 1.74 3.84 ± 1.71 2.30 0.022* 

挂画 4.48 ± 1.82 4.56 ± 1.68 −0.78 0.436 

建筑 5.04 ± 1.67 5.08 ± 1.66 −0.43 0.664 

装饰品 4.07 ± 1.83 3.82 ± 1.70 2.69 0.007** 

注：*p < 0.05, **p <0.01, ***p < 0.001；下同。 
 
事物。启动类型主效应在挂画类图片喜爱度评分上显著，即启动组对纳西族挂画的喜爱度显著高于控制

组(M 启动组 = 4.66, M 控制组 = 4.31, t(648) = 2.489, p < 0.05)，而对非纳西族挂画的喜爱度显著低于控制组(M 启

动组 = 4.34, M 控制组 = 4.76, t(648) = −3.179，p < 0.01)。启动组对非纳西族建筑的喜爱度评分显著低于控制

组被试(M 启动组 = 4.85, M 控制组 = 5.30, t(648) = −3.476, p < 0.005)，而启动组被试和控制组被试对纳西族建筑

的喜爱度差异不显著；启动组被试对非纳西族装饰品的喜爱度评分显著低于控制组被试(M 启动组 = 3.63, M

控制组 = 4.00, t(648) = −2.753, p < 0.01)，而启动组被试和控制组被试对纳西族装饰品的喜爱度差异不显著，

见表 3。 

https://doi.org/10.12677/ap.2017.711155


王小蕾，郑涌 

 

 

DOI: 10.12677/ap.2017.711155 1250 心理学进展 
 

Table 2. Different values of the traditional values tested by the differences in liking 
表 2. 不同传统价值观中心被试的喜爱度评分差异检验 

 中心 (M ± SD) 非中心 (M ± SD) t p 

纳西族服饰 4.83 ± 1.65 3.26 ± 1.45 12.95 0.000*** 

西族服饰 3.58 ± 1.62 4.10 ± 1.77 −3.85 0.000*** 

纳西族挂画 5.31 ± 1.49 3.63 ± 1.73 13.26 0.000*** 

非纳西族挂画 4.33 ± 1.67 4.78 ± 1.67 −3.44 0.001*** 

纳西族建筑 5.67 ± 1.47 4.39 ± 1.61 10.52 0.000*** 

非纳西族建筑 4.79 ± 1.82 5.37 ± 1.43 −4.49 0.000*** 

纳西族装饰品 4.70 ± 1.78 3.43 ± 1.64 9.47 0.000*** 

非纳西族装饰品 3.58 ± 1.72 4.06 ± 1.66 −3.61 0.000*** 

 
Table 3. The difference of liking score of subjects in different priming group 
表 3. 不同启动组被试的喜爱度评分差异检验 

 启动组 (M ± SD) 控制组 (M ± SD) t p 

纳西族服饰 4.09 ± 1.86 4.02 ± 1.62 .49 0.627 

非纳西族服饰 3.73 ± 1.81 3.94 ± 1.61 −1.51 0.133 

纳西族挂画 4.66 ± 1.97 4.31 ± 1.64 2.49 0.013* 

非纳西族挂画 4.34 ± 1.85 4.76 ± 1.49 −3.18 0.002** 

纳西族建筑 5.11 ± 1.86 4.98 ± 1.46 .99 0.319 

非纳西族建筑 4.85 ± 1.88 5.30 ± 1.39 −3.48 0.001** 

纳西族装饰品 4.20 ± 1.95 3.95 ± 1.69 1.74 0.083 

非纳西族装饰品 3.63 ± 1.73 4.00 ± 1.66 −2.75 0.006** 

 
以 65 名纳西族成年人的价值观中心和价值观启动作为自变量，四类图片评分作为因变量进行单因素

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表明，价值观中心的主效应显著，传统价值观中心被试对纳西族服饰(F(1,646) = 
169.149, p < 0.001)，纳西族挂画(F(1,646) = 218.613, p < 0.001)，纳西族建筑(F(1,646) = 111.261, p < 0.001)
和纳西族装饰品(F(1,646) = 88.544, p < 0.001)的喜爱度评分显著高于非传统价值观中心被试，在非纳西族

文化事物上，即非纳西族服饰(F(1,646) = 41.763, p < 0.001)，非纳西族挂画(F(1,646) = 7.075, p < 0.008)，
非纳西族建筑(F(1,646) = 19.893, p < 0.001)和非纳西族装饰品(F(1,646) = 12.433, p < 0.001)，传统价值观中

心被试评分显著低于非传统价值观中心被试。在服饰类和挂画类图片上，价值观启动主效应显著，启动

组被试对纳西族服饰(F(1,646) = 12.290, p < 0.05)和挂画(F(1,646) = 4.748, p < 0.05)的喜爱度均显著高于控

制组被试，而在对非纳西族服饰(F(1,646) = 24.903，p < 0.01)和挂画(F(1,646) = 9.105, p < 0.01)的喜爱度则

显著低于控制组。在非纳西族建筑和装饰品上，价值观启动主效应显著，启动组被试对非纳西族建筑

(F(1,646) = 10.805, p < 0.01)和装饰品(F(1, 646) = 6.708, p < 0.05)的喜爱度评分均显著低于控制组被试，在

纳西族建筑和装饰品的喜爱度评分上差异不显著。在纳西族服饰的评分上，价值观中心和价值观启动的

交互作用显著，F(1, 646) = 4.934, p < 0.001，传统价值观中心且启动了价值观的被试评分显著高于其他类

型的被试。在非纳西族服饰评分上，价值观中心和价值观启动的交互作用不显著。在纳西族挂画上，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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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观中心和价值观启动的交互作用不显著。在非纳西族挂画上，价值观中心性和价值观启动的交互作用

显著，F(1, 646) = 4.758, p < 0.05，传统价值观中心且启动了价值观的被试评分显著低于非传统价值观中

心且没有启动价值观的被试。不论是纳西族建筑还是非纳西族建筑，价值观中心性和价值观启动的交互

作用显著，F(1,646) = 5.480, p < 0.05，和 F(1, 646) = 11.612, p < 0.01。而不论是纳西族装饰品还是非纳西

族装饰品，价值观中心性和价值观启动的交互作用均不显著。 
从整体上看，每一类图片中，相对于非纳西族事物，纳西族事物都得到了更高的喜爱度评分，尤其

是服饰和装饰品的喜爱度差异显著，这说明了纳西族对自己的民族文化都有着一定的喜爱，服饰和装饰

品更能体现纳西族的民族文化。研究数据结果支持了假设，以传统价值观为中心且激活了价值观的被试

更喜爱能够代表纳西族文化的事物，并与控制组被试差异显著。价值观激活是必要条件：那些以传统价

值观为中心但是没有激活价值观的被试与以传统价值观为中心且激活了价值观的被试相比做出了较低的

喜爱度评分。 

4. 讨论 

本研究从中心价值观入手，将时下值得关注的文化交融变迁与传统价值观结合起来，探讨了纳西族

的民族文化保护行为。研究结果表明中心价值观对行为指导作用存在激活效应，对于以传统价值观为中

心价值观的个体而言，与本民族相关的能体现民族文化的事物更受重视和喜爱。研究结果与 Verplanken
等人的研究结果一致，中心价值观激活后对行为具有指导作用，民族价值观中也存在中心价值观效应。

同时价值观激活是必要条件：以传统价值观为中心但是没有激活价值观的被试与以传统价值观为中心且

激活了价值观的被试相比对纳西族文化事物的喜爱度偏低，且差异显著。研究中价值观启动主效应在服

饰类不显著且喜爱度得分均较低，这可能是因为所选取的服饰类图片材料并不能很好的体现纳西族文化，

也有可能是因为所选取的服饰不适合日常穿着，所以导致了不论是纳西族服饰还是非纳西族服饰的喜爱

度都较低。结果也表明，以传统价值观为中心价值观的被试更偏爱本民族的文化事物，传统价值观对行

为有较好的预测作用，这与 Bradi 和 Schwartz 的研究结果一致，这可能是因为民族文化与民族价值观有

着密切的联系，传统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又可以看作是文化价值观，少数民族的文化包含着传统价值观，

民族文化对以传统价值观为中心价值观的被试来说有着重要意义。 
中心价值观研究思路与民族价值观结合起来探讨行为的方法是对民族价值观与行为关系的初探，为

以后探讨更多的民族价值观与行为间的关系带来了一点启发。中心价值观是个体自我定义的一部分，

Verplanken 等发现启动被试不同的自我，即个体自我和集体自我，也会间接的启动个体的中心价值观，

并对行为有指导作用，民族价值观中是否存在着同样的效应，这是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的地方。本

研究尚且存在一些不足，后续研究可以做进一步的讨论。首先，本研究中的行为任务并没有特别突出文

化保护行为，更多的是对文化偏爱的一种体现，以后的研究应该考虑如何更加突出文化保护这一行为，

将行为具体化体现。其次，本研究被试数量较少，样本量较小，并且只对纳西族一个民族进行了研究，

以后的研究可以适当增加被试量并且增加民族多样性，探讨是否在其他民族中也存在同样的结果，以使

实验结果更具代表性。最后，中心价值观的测量方式是通过问卷的方式测量，可能存在一定的缺陷，以

后的研究可以丰富中心价值观的测量方式，更能突出价值观的中心性。另外，本研究对价值观启动都采

用文字和图片启动的方式，后续研究可以尝试对传统价值观的情境启动，来进一步完善相关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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