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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化对自我的影响已毋庸置疑，但文化与社会认同牵涉的集体自我的关系还较少探究。本文试探讨文化

差异对社会认同的影响，并从三个角度论述了社会认同中的文化差异问题，社会认同理论研究中的文化

差异问题；社会认同实证研究中的文化差异问题；社会认同应用研究中的文化差异问题。结果发现社会

认同与自我概念一样在理论上都受文化影响；群体参照效应的文化差异表明社会认同在实证研究上受文

化影响；文化背景差异性程度对社会认同的影响存在提高与降低两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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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is no doubt about the influence of culture on the self, b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ulture 
and the collective self involved in social identity is still less explored. This paper tries to discuss 
the influence of cultural differences on social identity, and discusses the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so-
cial identity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and the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the research of social id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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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y;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the Empirical Study of social identity;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Ap-
plied Research of social identity. The results show that social identity, like self-concept, is theoret-
ically influenced by culture; The cultural difference of group reference effect indicates that social 
identity is influenced by culture in the empirical study. The influence of cultural background dif-
ference on social identity can be improved or decrea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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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冯特于 1879 年在莱比锡大学建立的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标志着实验心理学的建立，其对心理学迈上

科学主义道路的贡献已毋庸置疑，但他的贡献又不局限于普通心理学和实验心理学领域。冯特认为我们

无法仅通过个体心理来全面理解人类的心理过程，而他晚年的巨作《民族心理学》就正好反映了其在更

高级的心理过程中补充个体心理学的目标。故一般认为冯特的心理学可划分为两个分支，即实验心理学

与民族心理学(Ferrari, Robinson, & Yasnitsky, 2010)。冯特的民族心理学主要包括三个领域即语言、神话

和风俗，而在方法上，他试图通过考察文化产品(包括语言、神话和风俗等)中体现的集体心理来推断心理

过程(Wong, 2009)。 
布鲁纳与冯特一样都对科学心理学作出了卓越贡献，其在晚年时也开始强调文化在理解人类心理的

作用。布鲁纳是心理学第一次认知革命的开拓者与奠基者之一，同时又有力促进了第二次认知革命的发

生，其目标就是为了从文化的角度来认识心理(霍涌泉，宋佩佩，陈小普，朱熠，&陈媛媛，2017)。布鲁

纳认为意义建构在心理学研究中处于中心地位，传统的建立在生物学概念上的心理学无法探讨意义，而

文化作为意义的组成部分，也成为研究意义建构必须的起始部分(Mattingly, Lutkehaus, & Throop, 2008)。 
布鲁纳推动的第二次认知革命关键的革新之处在于持有认知存在于人际之间的观点，而这推动了社

会建构论的产生(叶浩生，2003)。社会建构论的思想出现于 20 世纪 60 年代的文化心理学中，其主要观点

认为人的认知是社会性的，而不是孤立的、个人的，因此探讨社会中的关系、对话以及实践对于研究人

就显得异常重要，而这其中又离不开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的影响。从冯特、布鲁纳以及社会建构论的研究

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心理学的文化转向，且文化问题在心理学中的地位愈发重要。 
文化问题已经是当代心理学研究中的一个重点问题，但心理学中所研究的文化究竟指的是什么呢？

不同的研究者对于文化有不同的定义。Dimaggio (1997)在提倡认知与文化融合的文章中，将个人体验到

的文化定义为不同的信息片段以及组织这些信息的图式结构。Varnum & Grossmann (2017)认为大部分对

文化的定义都强调了共享的知识与实践，他们将文化定义为一群居住在同一地方的人所共有的思想、规

范和行为。文化的定义固然重要，然而文化心理学的中心思想在于如果不考虑特定的文化背景，就无法

理解其心理过程(Shweder, 1991)，而不是定义文化。换而言之，要研究社会认同也必须考察其所处文化背

景的差异带来的影响。Hofstede (1980)确立了四个文化差异的维度，其中个人主义–集体主义在心理学的

跨文化研究中获得了最多关注。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p.2023.133138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王仕杰，黎晓丹 
 

 

DOI: 10.12677/ap.2023.133138 1149 心理学进展 
 

文化心理学中自我一直是研究的重点问题，自我是文化的产物，自我建构的提出本就基于对社会文

化与自我间的相互关联。自我建构中个体自我、关系自我、集体自我的划分已取得共识，而社会认同理

论的一个重要贡献在于提供了自我的不同表征，将集体自我纳入自我表征。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个体三种

自我建构的强度有着显著的差异，如西方文化背景下主要以个体自我对应的独立型自我建构和东方文化

下关系典型的自我与集体自我对应的依存型自我建构的不同。那么不同文化背景对个体的以集体自我为

表征的社会认同是否存在影响以及如何影响呢？Hogg, Abrams, & Brewer (2017)总结了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社会认同应用与发展的八个方面，并提出未来社会认同研究的一个增长领域在文化和文化差异的研究。 

2. 社会认同理论研究中的文化差异 

Tajfel & Turner (1979)将社会认同定义为个体自我概念的一部分，它包含个体对自己作为某个社会群

体的成员身份的认识，以及附加于这种成员身份的评价和情感方面的意义。根据 Tajfel 的理论，自我概

念是在适当的时侯对社会环境和社会行为起调和作用的假想的认知结构，社会认同是自我概念的子系统，

是使群体行为变为可能的认知机制。Turner et al. (1987)提出的自我分类理论由 Tajfel 的社会认同理论发

展而来，它是由一系列有关社会自我概念的功能的假定与假设构成的，也被称为群体的社会认同论。自

我分类理论假定自我概念是涉及自我的心理系统或过程的认知成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自我可以理解

为认知结构、信息处理过程中的一个认知成分。自我概念可以定义为个体对自我的一系列认知表征。同

时自我概念包含很多不同的成分，任何个体都拥有多重的自我概念。即便存在一个整体，它也只是就不

同的认知表征构成了认知系统这一点而言的，但是各个部分则是相当不同的，而且可以相对独立地发挥

作用。同时理论也表明社会性的自我概念的功能是依特定情境而定的，在产生特定自我形象的特定环境

中，特定的自我概念往往会被激发出来。作为知觉者的特征与情境之间互动的结果，特定的概念会变得

显著。不难看出，大的社会认同理论在出现时就离不开自我概念，在自我分类理论中已经表明社会认同

依赖于情境或者说文化，且文化作为一种对内群体成员身份形成的基础，也是社会类别的内容，可以说

扮演着重要的角色。Amiot, De La Sablonniere, Terry, & Smith (2007)提出了一个在自我中社会认同的发展

与整合模型，他们认为社会身份的变化需要对整个自我概念进行重组。社会认同与自我存在着紧密不可

分的联系，是自我的子系统。而文化心理学中将自我视为文化的产品的研究已经足够充分，Markus & 
Kitayama (1989)指出不同文化中自我概念存在着显著的差异，西方文化中的自我是独立的自我(Indepent 
Self)，它强调个人的独立性，人们把自我看作是自主的、与他人不同的人，并寻求表达自己的内部特征

来显示独立性。而东方文化中的自我是相互依赖的自我(Interdepent Self)，它重视个体与环境和他人保持

和谐的相互作用。Markus & Kitayama (2010)进一步指出自我和社会认同这两个概念在目的上是相似的，

都是为了描述心理和社会文化的关系。同时他们详细论述了文化是如何构成自我的，文化与个人不是分

离的，它是人类活动的产物，是每个人以及每个人之前的人的思想、感受和行动。社会文化背景通过四

个嵌套的、相互作用的、隐性的文化类别来塑造自我。而作为个人，自我需要社会文化意义和实践的输

入，自我则是整合和反映这些社会文化模式的意识中心。 
Maritza & Behavioral (2012)指出文化是行为的重要动因，假设不同的文化取向会导致社会认同发展和

结构的差异是合乎逻辑的。由于背景和经验的多样性，社会认同的概念化很可能在不同的文化中有所不

同。他们认为在个人主义-集体主义文化维度上，集体主义文化的个体在社会认同的情感维度、归属感以

及积极态度上都比个人主义文化的个体得分高。集体主义文化的个人更有可能因为利他主义的而拥有社

会从属关系，而个人主义的人则倾向于职业相关的从属关系。社会认同指的是社会归属感对自我的重要

性和作用，集体主义的个人可能比个人主义的个人能够在更大程度上接受这种情感成分。在独立-依赖文

化维度上，相互依赖的个体在社会认同的认知维度上比独立个体得分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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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对自我的影响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论证，从独立性与依存型的自我建构到三重自我建构理论，自

我与文化都是密不可分的。而文化与社会认同概念的研究相比之下还显不足。但社会认同与自我概念的

紧密联系，决定了社会认同与文化的作用，同时社会认同的建构中纳入文化的考虑也证明了这一点。 

3. 社会认同实证研究中的文化差异 

如前文所述，自我概念的形成受文化背景的影响。更进一步的是，文化通过自我概念又对认知活动

产生作用。自我参照效应(self-reference effect)就是这种影响作用的证据之一，它指的是当呈现的记忆材料

与自我相联系时也即个体加工与自我概念相关的信息时，其记忆效果要显著优于语义编码(Rogers, Kuiper, 
& Kirker, 1977)。尽管自我参照可能不是抑制提取诱发遗忘的必要条件，一项元分析结果仍表明记忆中的

自我参照效应是稳固的(Symons & Johnson, 1997)。自我参照效应与自我概念一样同样受到文化的影响，

大量研究表明东西方文化背景下的个体对于记忆的提取诱发遗忘的边界条件并不一致，它表现在中国人

的自我参照与母亲参照效应相当，而西方人无母亲参照效应，表明前者的自我结构中包含母亲，而后者

则不包括(杨红升，朱滢，2004；朱滢，张力，2001)。自我参照效应的文化差异在实证研究上进一步验证

了东西方不同文化下自我概念的差异，即独立的自我与相互依赖的自我，其在自我的包含范围上存在着

不同。此外，文化差异对自我参照的影响也不仅局限于东西方之间，国内研究者同样发现了不同民族间

自我参照效应的不同(王斌，付雅，&张积家，2019；杨群，冯意然，&张积家，2019)。而 Sui, Zhu, & Chiu 
(2007)采用文化启动的方法进一步在中国大学生被试中比较了中国与美国两种文化对自我概念的认知记

忆效果，结果发现相较于中国文化启动，美国文化启动的被试在以母亲为参照时的记忆效果较差。认知

神经科学的证据也发现文化差异下母亲参照时脑的激活区域不同，即自我参照激活的内侧前额叶是否激

活(Zhu, Zhang, Fan, & Han, 2007)。从自我参照效应的文化差异、文化启动的操纵以及文化与自我联系的

神经基础无一不在实证研究的层面上论证了自我结构存在的文化差异。同时这些证据也表明自我这一概

念具有稳定的结构且与个体过去的经验息息相关。正如自我概念可以在不同的层次上进行分类，集体自

我同样是自我的重要表征，因此将自我参照效应中的自我概念扩展到集体自我即群体参照效应

(group-reference)是可以预见的。同时尽管自我参照效应的理论解释不同，但群体参照似乎同时包含这些

解释的特有属性，如认知结构、组织框架、评价属性等，故这种扩展是可行的(Johnson et al., 2002)。Johnson 
et al. (2002)探索了对群体信息进行编码是否能与对自我信息进行编码一样，在同等程度上促进对信息的

回忆，即群体参照能否达到自我参照效应的程度。实验结果发现了群体参照效应的证据，群体参照与自

我参照一样都比语义加工更能促进回忆，且两者促进回忆的程度相同。 
群体参照效应指的是记忆材料与自我所属群体相关时，记忆效果优于其他编码条件的现象。群体参

照效应的研究离不开社会认同理论的支撑，Turner et al. (1987)谈到了三种抽象水平的归类，其中内群–

外群的群际归类确定了社会认同，而这种群际水平的认同为后来的集体自我表征的提出奠定了理论基础。

Brewer & Gardner (1996)系统地描述了三个层次的社会自我建构即个人自我、关系自我、集体自我。个人

自我是个性化的自我概念，关系自我是由与重要他人的联系以及角色关系衍生而来的自我概念，集体自

我是在群体层面上的自我，而集体自我恰好与社会认同理论与自我分类理论中表现的社会认同相一致。

群体参照效应是将自我参照效应扩展到群体范围，社会认同是对群体成员身份的认同，群体参照效应是

对群体成员身份认同基础上的记忆优势效应，两者都可以归结为集体自我的取向问题(周爱保等，2011)。
群体参照效应同样受文化背景的影响，且这也得到了大量实证研究证据。杨红升和黄希庭(2009)比较了中

国大学生被试和美国大学生被试参照自己所属群体与非认同群体的记忆再认成绩，结果发现中国被试相

比参照美国人，参照中国人时表现出了群体参照加工的记忆优势，而美国被试在参照中国人与美国人时

两者没有显著的记忆差异。周爱保和夏瑞雪(2011)比较了中国五个民族的群体参照效应，采用信号检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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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分析，内隐的反应偏向体现了群体参照效应，而外显的击中率和虚报率反映了多元文化背景下群体

参照效应的内隐性特点。文化对群体参照效应的影响不仅在行为实验中得到证明，其同样能在神经机制

上找到证据。Sul, Choi, & Kang (2012)用社会认同作为个人参照效应的刺激材料，发现个人主义者与集体

主义者在参照社会身份时，大脑激活区域不同。集体主义者在左颞顶区表现出比个人主义者更强的激活，

个人主义者主要激活内侧前额叶区，表明社会自我受个人文化取向调节。而自我可被视为个人过去经验

的抽象表征，集体自我是对过去群体经验的表征。 
个人参照效应受到文化调节表明了个人自我受到文化的影响，从个人相关信息扩展到个人所属群体

相关信息，即从个人参照效应扩展到群体参照效应同样出现了文化的调节作用。无论是从行为实验或认

知神经实验，都得到了文化取向能够预测群体参照效应的证据，这也从实证的角度进一步证明了文化差

异对集体自我或者说社会认同的影响。文化对个人参照效应与群体参照效应的影响也提示我们文化不仅

对诸如自我等人格变量产生作用，而且对记忆等高级认知过程有着深远影响。 

4. 社会认同应用研究中的文化差异 

个体的文化背景差异对社会认同的影响在前文中从理论与实践的角度已得到体现，除此之外，群体

中个体文化的差异性本身也对个体面向群体的认同产生影响。如今随着全球化的加深，来自于不同国家、

地区、民族，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在同一组织中工作。而员工对组织的认同对组织内部的同化整合

有着显著影响，如组织认同影响组织内成员的合作意向、离职意愿、工作满意度以及整体的凝聚力和组

织表现。组织认同起源于社会认同，组织认同的定义起源于社会认同理论，同时社会认同理论也是当代

组织认同研究最普遍的理论框架。组织认同是社会认同的一种特殊形态，它是个体在归属组织，获得组

织成员身份过程中定义自我，从而产生于组织间的联结与归属感。那么这种多元文化背景对个人的组织

认同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就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根据社会认同理论(Tajfel & Turner, 1979)以及自我分

类理论(Turner et al., 1987)，当个体感知到与群体成员具有相似的特征时，其对群体的认同感较高。自我

分类理论是由一系列关于社会自我概念的假定与假设构成的，它将自我概念定义为认知成分，是自我的

认知表征。同时自我分类是作为认知表征的形式而存在，它指的是将自我与一些相同的、相似的等诸如

此类刺激而不是其他类别的刺激视为认知集体。另外自我分类理论中这种同类的相似性与异类的差异性

在群体形成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后，社会类别显著性的关键角色就体现出来，即显著的群体成员身份会增

加个人对其群体成员身份的认同。而个体在同类间的相似程度以及异类间的不同程度又与显著性联系在

一起，因此群体内的相似性与差异性确实会影响个体对群体的认同，而这是通过社会类别的显著性的联

结实现的。但这其中还存在一个问题，即相似性与差异性的维度问题，或者说是社会类别的内容或意义。

而文化作为一种对内群体成员身份形成的基础，可认为是社会类别的内容。故文化多样性即感知文化相

似性低的群体，其中的个体对群体的认同会低于文化同质群体的认同。大量关于组织中人口统计学变量

对组织中个体的态度及行为的研究也证明了人口同质性的影响(Ca, Caldwell, & Barnett, 1989; Chattopad-
hyay & George, 2004)。 

虽然个体对文化多样性的组织的认同会低于文化同质性群体的认同，但鉴于这种群体认同仍是组织

中员工工作的中心因素(Luijters, van der Zee, & Otten, 2008)，且增强组织认同可能有助于解决个体工作满

意度较低以及离职率高的问题，因此在多元文化背景下的组织中提高组织认同仍然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而跨文化群体氛围被认为是一种有效的提高员工的组织认同的方式，其建立在这样的理论基础上：自我

分类理论认为社会认同通过对群体内共同特征的感知而增强，一般认为共同特征被感知到的是其相似性。

但 Knippenberg & Haslam (2003)对群体中群体成员相似性更高群体认同就更强的观点持有不同看法，他

们认为群体内成员的多样性不会自动导致较低的认同，这中间个体对多样性的价值观起着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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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如果个体认为群体成员的多样性而不是同质性有助于其群体性，那么他会更认同该群体，而这种

群体性就是由自身价值观决定的，它反映的是个人对群体应该如何构成的信念。将这种观点应用到多元

文化组织中，则员工文化背景多样性的群体并不一定导致认同水平低，而跨文化群体氛围恰好反映了这

种多样性。Luijters, van der Zee, & Otten (2008)认为感知到的文化相似性和跨文化群体氛围都有助于组织

认同，且在文化背景相似性低的时候，跨文化群体氛围是提高认同的一种替代方式。即跨文化群体氛围

能够调节个体感知到的文化相似性和其对群体的认同之间的关系。他们通过比较荷兰文化与非荷兰文化

背景下的组织认同证明了前面提出的假设，即跨文化群体氛围可以弥补组织层面上的低感知文化相似性。 
多元文化背景对群体认同的影响可能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作用，一种是多元文化背景导致个体感知

到的特征相似性低，进而降低了群体认同；另一种则认为多元文化背景的这种感知到的较大的差异性反

而能补偿前者低相似性带来的影响，从而通过跨群体文化氛围来增强群体认同。有趣的是，这两种作用

都是从社会认同来阐述的，这表明社会认同理论仍处于不断完善和发展中，相似性和差异性对社会认同

的影响方向并不一定是绝对的，也提示了社会认同中的文化差异可能同时扮演着两种不同的角色。 

5. 讨论 

本文从理论、实证以及应用三个角度论述了社会认同中文化差异的作用：文化对自我的影响及社会

认同与自我概念的联系；文化差异对群体参照效应的影响——来自行为学和认知神经科学的证据；组织

中多元文化背景对认同的影响。但我们也应该看到，社会认同和文化并非一成不变，恰恰相反，它们都

处于动态变化中。个人会与多个社会群体联系在一起，拥有多重社会身份，有多重社会认同，不同的社

会认同的作用不一样，这牵涉到群体成员身份显著性的问题。它表明个体在群体中的成员身份会影响个

体的知觉和行为。多重社会认同的积累、变化给研究者理解个体的社会认同带来了困难，也给社会认同

与文化的关系问题研究带来了挑战。此外，有研究者提出了社会认同的整合模型，它与传统的社会认同

理论不一致的地方在于，后者认为社会自我与个人自我此消彼长，群体行为使社会自我得以凸显而个人

自我受到抑制。前者则认为在自我概念模糊时，个体通过群体的典型特征定义自我；在群体信息模糊时，

个体将自我投射到群体从而形成社会认同。社会认同理论也处在发展变化中，所以理解社会认同与文化

的关系也应持有发展的态度。 
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文化的复杂性，文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文化也处在变化中，许多研究者将

文化变化记录为广泛的心理与行为模式。黄梓航等(2018)更是从宏观社会指标、人称代词使用、命名行为、

价值取向、人格等诸多方面的变化论述了个人主义崛起和集体主义式微的趋势，多元文化的共存成为显

著特点，更彰显文化的复杂多样，也提示我们个人的文化价值观研究的重要性。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集

体主义–个人主义文化维度上的变化，但同时文化的变化又不局限于这一个维度。社会认同与文化的变

化要求我们研究两者的关系问题时要抱着更严谨的态度，也表明这个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探讨。 
文化与心理过程的作用是双向的，文化影响基本的心理过程，反过来文化又受心理过程影响。如前

文对文化的定义所说，文化以及定义这些文化的特定规范，起源于人际互动，群体内的共同信念和规范，

那么文化就可以作为人际交流的结果出现。而如果文化确实是人际交流的产品，那么文化的具体内容就

很可能受到控制交流内容的个人层面的影响。不可避免地，交际的内容会受到许多不同心理因素的制约，

因此这些心理因素就对文化产生了间接的影响(Lehman, Chiu, & Schaller, 2004)。因此社会认同与文化的关

系也可能是相互作用的，而这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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