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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化是当代社会中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伴随着思想多元化、身份认同和实现文化复兴的迫切需求，提

升、建构文化自信被提上日程。从个体角度来看，文化自信需要有一定的心理基础，涉及个体的认知、

情感、行为等多方面，本文从文化心理学的角度论证了文化自信的心理建构机制。另外，认知方式是构

建文化自信的基础，本质论思维作为直觉的、启发式的思维方式，最易成为人们认知文化的方式。基于

此，本研究旨在探讨文化本质主义与文化自信的关系，并以内在启发式、文化智力作为中介对上述变量

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内在启发式思维、文化本质主义与文化智力皆正向预测文化自信，并且

文化本质主义可以内在启发式思维为中介文来提升个体的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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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lture is an extremely important concept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Along with the urgent needs 
of ideological pluralism, identity and achieving cultural revival, enhancing and constructing c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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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ral confidence is on the agend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ividuals, cultural confidence requires 
a certain psychological foundation, which involves various aspects of individuals’ cognition, emo-
tion and behavior. This paper first argues the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of cultural confid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psychology. In addition, cognitive style is the basis for building 
cultural confidence, and essentialist thinking, as an intuitive and heuristic way of thinking, is the 
easiest way for people to cognize culture. Based on this,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ultural essentialism and cultural confidence, and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bove variables with inherence heuristics and cultural intelligence as mediator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inherence heuristics, cultural essentialism, and cultural intelligence all positively 
predicted cultural confidence, and cultural essentialism could be used as a mediator of inherence 
heuristics to enhance individuals’ cultural confidence.  

 
Keywords 
Cultural Essentialism, Cultural Confidence, Cultural Intelligence, Inherence Heuristics 

 
 

Copyright © 2022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发展应以文化概念来定义，文化的繁荣是发展的最终目标”。文化解决

的是人类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是人类发展更深层次、更高境界的追求。也就说明，文化对于人类

整体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对个体来说，文化也是个体发展中重要的一部分。个体是一种文化的载体，文化

经个体进入集体成为了社会的共识[1]，所以对文化自信的考验最终落实在文化中的每个个体身上。人们会

持有不同的价值观，这会影响个体的文化立场、文化取向、文化选择[2]，也会影响其本身的文化自信。 

1.1. 文化自信的建构 

文化自信是指文化主体对身处其中作为客体的文化，通过对象性的文化认知、反思、批判、比较及

认同等系列过程，形成对自身文化价值和文化生命力的确信和肯定的稳定性心理特征[3]。对个体来说，

形成文化自信首先要察觉、理解自己的文化，即文化自觉，其次我们需要认可自己所处的文化，并达到

文化认同。个体在对自己所处文化的自觉、认同下，会逐步发展出对自身文化的确信和肯定，拥有文化

自信。 

1.1.1. 文化自觉 
我们要认识和把握自己的文化，就要理解中国文化的本质，首先要理解所处文化的独特性以及其特

有的贡献[1]，即文化自觉。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要有‘自知之明’，明白它

的来历和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的趋向”，文化自觉的过程包含对本文化的觉醒、反省

和创建，这种自觉既不是固守老旧，也不是全盘西化，而是在与其他文化交流时有自主地位，对新环境、

新时代的文化选择有决定性的能力[4]。文化自觉下对文化清醒的认识有利于克服文化自卑和文化盲从，

理性的态度则会避免文化独尊和文化自傲[5]，是一种高度自知的状态，是文化自信的基础。 

1.1.2. 文化认同 
文化认同，就是指“对人们之间或个人同群体之间的共同文化的确认”，是人们对自己的文化有了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2.114137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卫朝选 
 

 

DOI: 10.12677/ass.2022.114137 1011 社会科学前沿 
 

“自知之明”，继而表现出对文化的确认并赞同，或是承认并接受。中华民族有其独有的文化，包含古

典传统文化、近代民族文化和当代建设文化。对文化的承认建立在对文化的了解之上，对文化的接受则

代表着个体对所处文化的认同。同时，文化认同是可变的，文化认同的可变性意味着人们与某种文化的

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改变的，体现为特定的文化理念、思维模式和行为规范。在全球化的现在，文

化与文化之间的边界越来越显得模糊，所以，我们需要在全球化中做到文化自主，以达到与其他文化平

等互处的格局。另外，文化认同和文化冲突不可分割，文化冲突是指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对抗和交锋，

文化的多样性和全球化决定了文化冲突是不可避免的[2]。并且在国家之间的交流中存在文化威胁的现象，

文化威胁是指一种文化霸权主义，其基本表现是将自己国家的文化扩张与移植。已经形成文化认同的个

体在经历文化的冲突后，最终会增强自己的文化认同，并且更有可能显现出对其他文化的吸收与包容。 

1.1.3. 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是在文化自觉、文化认同下发展起来的。文化自信是指文化主体对身处其中作为客体的文

化，通过对象性的文化认知、反思、批判、比较及认同等系列过程，形成对自身文化价值和文化生命力

的确信和肯定的稳定性心理特征[3]。文化自信表现在与不同文化交流时建立的互信，我们要做到对本文

化的高度自信，同时也要对其他文化表示尊重和信任，相信不同文化的优势性、可行性、普适性等。 

1.2. 文化本质主义的内涵 

本质主义是人们认识世界、反映世界的一种方式。人类都是本质主义者，人们通常认为许多自然事

物或社会类别的成员具有隐含的内在本质，这些内在特征是导致其被归为不同类别的典型属性[6] [7]。例

如，人们根据原子的性质来对不同的元素进行区分，而不是根据这些物质的外部特征。这种信念部分来

源于儿童早期产生解释偏向[8]，由于其便捷性的原因，儿童利用这种解释偏向学习归类[9]，并在发展过

程中不断固化，伴随着因果论的发展，形成一种固定的思维用来解释世界。内在启发式思维是本质主义

思维的来源[10]，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事物进行解释时，会依据简化原则产生对内在事实的解释偏向，而

对它的应用也会反过来促进人们对这种思维方式的依赖。 
本质主义思维不仅在儿童和成人的认知发展以及类别划分中得到大量的证明，还普遍发现于人们对

社会范畴的分类中。在有关人类群体概念的形成中，儿童对不同种类的人进行区分，基于本质进行分组，

形成了不同人类群体的概念，例如种族、性别等社会范畴的分类[11] [12]。研究显示人们通常会将本质主

义思维应用于性别、种族等社会类别中，确信社会类别的不变性及归纳有效性[13]，这对不同社会范畴个

体的认识是有害的，由于偏见与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相关，这表明本质主义会延续社会群体之间的相互排

斥[6] [14]。如果一个人属于某个群体，那他永远是群体的一份子。并且本质主义思维会夸大群体间的差

异性，会使人们根据表面的差异得出个人本质的结论，忽视其他因素的作用。 
在生活中，人们也会以文化来划分不同的群体，所以文化也是人们进行社会分类的一个重要参照。

文化是在一个时间和地点内，人们所共同遵守的实践规则。从历史角度来看，文化是在不断变化的。但

是在短期时间内，人们在特定的文化下发展出与该文化有关内隐的认知倾向，即文化传统。使得人们以

固定的眼光来看待文化，对文化下所发生的事件形成一种固定的预期，即认为各种事物本应如此的看法

[15]。文化决定了归因于特定群体的现象和特征，所有事物又依次归结为这些现象和特征[16]。这种将群

体的认知和行为归因于潜在、共享的文化本质的本质论，就是文化本质主义。 

1.3. 文化智力 

文化智力(Cultural intelligence, CQ)是指一个人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能有效地进行交流沟通和生活的

能力[17]。文化智力可分为元认知水平、认知水平、动机水平和行为水平。元认知 CQ 是指一个人与其他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2.114137


卫朝选 
 

 

DOI: 10.12677/ass.2022.114137 1012 社会科学前沿 
 

文化成员互动时对文化方面的自觉意识水平；认知 CQ 是指人们对不同文化中的规范、实践和习俗的实

际认识；动机性 CQ 是指注意力和精力引导到跨文化的体验上，以更多地了解文化差异；行为 CQ 则是

个体在跨文化环境中进行适当的言语和非言语行为的能力[17] [18] [19] [20]。文化智力反映的是个体的文

化交往与适应能力，是多文化认知与行为的基础性变量。 

1.4. 文化本质主义、文化智力与文化自信的关系 

1.4.1. 文化本质主义与文化自信 
文化的基础，可以表现为文化的象征性特征，即文化本身是抽象的。文化自信的形成，需要文化下

的个体对其自身的文化符号进行确认、认同，在文化的熏陶下获得民族文化的客体存在形式，客体的文

化作用于文化主体，转化为文化主体自身的理性心态、精神诉求和价值观念[3]。其中，文化的抽象性也

是文化本质性特点的体现。文化是有形态和价值的，文化的形态以物质或非物质的“躯壳”形式表现，

比如代表文化本身的文化产品、文化场所、文化遗产等；文化价值也蕴含在一定的形态之中，在文化交

流中，文化价值的传输会依靠“载体”进行传播和交流：中国人、中国产品和中国服务。不同文化之间

的影响会通过各自文化具体的存在来表现出来，具体的文化形态又依靠其内部的价值来进行文化的影响

与交流，体现出了文化的本质特征[5]。 
所以，对文化的本质化认知与对本文化的自觉有着密切关系，将抽象的文化表现为象征性的特征，

能提高一个人对文化的充分认识，并且在对文化的认知学习中利用本质的思想对本文化的实体产生情感，

也更能培养一个人对文化的认同，进而形成文化自信。所以文化本质主义在一定程度上能促进个体的文

化自信。 

1.4.2. 文化智力与文化自信 
文化智力是指一个人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能有效地进行交流沟通和生活的能力[17]。这种能力不仅在

跨文化的过程中使个体更明确的分辨出不同文化之间的界限与差异来，也会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增加对

自己本身文化的认知，会从元认知、认知、动机、行为四个水平上，对原文化形成更深层次、更全面、

更客观的了解甚至会从全新的角度来看待原有的文化。有研究显示文化全球化拓宽了文化交往、形成了

文化之间的冲突和挑战，也加深了文化认同[21]，直接的或间接的多文化经验会增强对本文化的认同，其

中文化智力在不同的个体之间的不同有充分的体现。因此，文化智力意味着在对待不同文化时，更能辨

明文化的边界，增强对自身文化的认同与自信。 

1.4.3. 文化本质主义与文化智力 
有研究指出去本质化的文化不流畅会通过内在一致性作为中介减弱文化本质主义倾向[15]，这一结果

说明文化本质主义与本质思维的预期不符的新事物会削弱个体的本质主义倾向，暗示本质主义对跨文化

思维的阻碍。但在 Fischer (2011)关于文化本质主义研究指出，文化本质主义思维与思维开放性与文化智

力呈正相关，表明本质主义思维的作用。在跨文化的条件下，将文化作为元类别来看待是有益的。人们

意识到文化作为一种类别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那么人们就能意识到自己文化行为的相对性，提升自

己的文化区别意识，与另一种文化的某人互动时，会下意识地调整其行为。并且能够将不符合自己期望

的行为归因于不同的文化规范，这是文化交流重要的一步。所以，对文化的本质主义信念能使个人更有

效地构建和应对文化间的互动。 

1.5. 研究假设 

本研究提出有关文化本质主义、文化智力、文化自信三者之间的关系假设，与以往的研究一致，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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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假设 H1：文化本质主义可促进文化智力；H2：文化本质主义与文化智力对文化自信均有促进作用。另

外，本研究也将验证在文化本质主义与文化自信之间，内在启发式思维和文化智力的中介作用。H3：文

化本质主义能使个人更有效地构建和应对文化间的互动，促使文化智力水平的提升，进而提高个体的文

化自信水平；另一方面，内在启发式思维是本质主义思维的来源，H4：文化本质主义对文化自信的表达

也一定会经过内在启发式思维，故在两者间起中介作用。研究假设模型见图 1。 
 

 
Figure 1. Research hypothesis model 
图 1. 研究假设模型 

2. 研究过程 

2.1. 研究对象 

重庆某高校大学生 380 人，有效问卷 376 份，年龄均值为 21.0 岁(SD = 2.19)，男生 89 名，女生 285
名，2 人未报告性别。研究对象完成文化自信问卷、文化本质主义问卷、文化智力问卷以及内在启发式

问卷。 

2.2. 研究工具 

文化自信问卷。周婷和毕重增(2019)编制[22]，包含 10 个条目，回答者在 1~7 量尺上表达自己对每

个项目的同意程度(1 表示非常不同意，7 表示非常同意)，分数越高代表文化自信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

工具的内部一致性克隆巴赫 α系数为 0.84。 
文化智力量表。Dyne 等(2012)编制[23]，包含 16 个条目，回答者在 1~7 量尺上表达自己对每个项目

的同意程度(1 表示非常不同意，7 表示非常同意)，分数越高表示文化智力越高。本研究中该工具的内部

一致性克隆巴赫 α系数为 0.89。 
文化本质主义量表。采用 Lin 等(2019)组合有关工具形成的文化本质主义量表中文版[15]，共有 8 个

项目，回答者在 1~7 量尺上表达自己对每个项目的同意程度(1 表示非常不同意，7 表示非常同意)，分数

越高表示越认同文化本质主义。本研究中该工具的内部一致性克隆巴赫 α系数为 0.70。 
内在启发式思维量表。采用 Salomon 和 Cimpian (2014)编制的内在一致性问卷[10]，共有 15 个项目，

回答者在 1~7 量尺上表达自己对每个项目的同意程度(1 表示非常不同意，7 表示非常同意)，分数越高表

示本质主义信念越强。本研究中该工具的内部一致性克隆巴赫 α系数为 0.84。 

3. 实验结果 

3.1. 各变量间描述统计与相关分析 

对文化本质主义、文化智力、内在启发式与文化自信进行相关分析，结果显示，除内在启发式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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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文化智力外，文化本质主义、文化智力以及内在启发式与文化自信均为正相关(表 1)。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among variables 
表 1. 各变量间描述统计与相关分析 

 平均值 标准差 1 2 3 4 

1) 文化本质主义 5.03 0.81     

2) 文化智力 4.94 0.83 0.23**    

3) 内在启发式 4.49 0.89 0.29** 0.07   

4) 文化自信 6.05 0.69 0.28** 0.15** 0.24**  
**p < 0.01。 
 

文化本质主义与内在启发式相关，说明对文化的本质主义思维与一般领域的本质主义思维的一致性；

文化本质主义与文化智力呈正相关，与 Fischer (2011)的研究一致，表明文化本质主义对文化间的互动和

建构的有效性；文化本质主义、文化智力、内在启发式与文化自信也都呈正相关，文化本质主义对文化

智力、三者对文化自信的回归分析如表 2、表 3。 
 
Table 2. The regression analysis of cultural essentialism on cultural intelligence 
表 2. 文化本质主义对文化智力的回归分析 

自变量 b β t p 

文化本质主义 0.24 0.23 4.51 <0.001 
 
Table 3. The regression analysis of relevant variables on cultural confidence 
表 3. 各因素对文化自信的回归分析 

自变量 b β t p 

文化本质主义 0.23 0.28 5.53 <0.001 

内在启发式 0.19 0.24 4.86 <0.001 

文化智力 0.13 0.15 2.97 0.003 

 
回归分析结果支持 H1：文化本质主义对文化智力促进作用；H2：文化本质主义与文化智力对文化自

信的水平均有提升作用。 

3.2. 文化智力与本质主义的中介效应检验 

利用 SPSS process v3.5 插件进行中介效应分析，中介检验结果如表 4 所示。 
 
Table 4. The mediating effect test of cultural intelligence and essentialism 
表 4. 文化智力与本质主义的中介效应检验 

路径 标准化间接效应 Boot SE Boot LLCI Boot ULCI 

文化本质主义 → 文化智力 → 文化自信 0.0203 0.01 −0.002 0.05 

文化本质主义 → 内在启发式 → 文化自信 0.0527 0.02 0.02 0.09 

 
根据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文化智力中介效应检验的置信区间 CI 为[−0.002，0.05]，故此中介效应不

显著；内在启发式中介效应检验的置信区间 CI 为[0.02，0.09]，置信区间不包含 0，故此中介效应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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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结果支持 H4，不支持 H3。内在启发式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值为 19%，结果如图 2。 
 

 
Figure 2. Essentialist mediation model 
图 2. 本质主义中介模型 

4. 讨论 

文化本质主义促进文化自信，文化本质主义是对抽象文化的象征表达，对文化持本质主义态度即认

为文化有一定的象征存在，例如文化遗产如故宫、文化产品如汉字等[24] [25]。个人将文化投射于实体的

存在，是对本文化自知之明的体现，并且个体成长于这种文化的熏陶之下，对文化环境的适应、熟悉以

及依赖也很容易建立起个体对文化的认同感，并在其中体会到本文化价值感的确定和生命力的坚信，这

也就是个体文化自信的体现。 
本质主义的内在一致性思维表现为不同事物具有一定的本质，对事物的理解需要紧紧围绕其本质，

这种认识模式使得个体在认识事物时根据简化原则以内隐的态度进行认知[10]。文化本质主义不仅认为文

化本身具有实体存在的形式，并且将文化特征及其文化群体表现的特征归因于潜在、共享的文化本质，

这是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26]。这种思维方式又表明文化对个体的潜移默化，使个体接受本文化的传统、

特征并将其内隐化，这也正是文化本质主义对文化自信促进路径一种的体现。 
文化自信与文化智力总分正相关，反映了文化间关系在认识文化、评价文化方面的重要性和有效性。

值得注意的是，跨文化交流能力，对多文化的规范、实践和习俗的知识与实践技能，对于绝大多数人而

言处于想象层面，是对自己所拥有知识技能的一种假想，这种未经过多文化场景的个体表现出的文化智

力并非个体所拥有的能力[19]。故在研究中文化智力与文化自信之间虽然相关显著，但相关并不高。另外

在中介效应分析中，文化本质主义对文化智力的影响未能在文化自信中有所表达，其中的原因也可能是

个体对其他文化的了解不足，不能表现出真实的文化智力水平，因此明白不同文化之间的实体区别，如

故宫与埃菲尔铁塔，但对不同文化更细致的习俗却无法想象，导致对文化传统边界的模糊，表现为影响

文化自信最终路径的不显著。 
因此，文化本质主义以及文化智力对文化自信的影响可以具有留学经历的被试来进行实验，探讨其

中的效应。另外，文化本质主义与文化自信的心理学概念也应在更科学的理论上进行建立，并以实证研

究来进行验证研究，为后来的研究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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