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摘要

中庸思维在中国儒家文化上下五千年的熏陶下已经深深印刻在国人心理结构中，成

为一种不同于其他国家民族的思维方式。为进一步分析和明确中庸思维的相关影响因素

及中庸人群的决策特点及心理机制进行了本研究。被试为高校大学生，采用定量与定性

相结合的方法考察了中庸人群的博弈及决策行为特点和思维路径。希望能够丰富思维决

策的本土化研究。本研究包括三个部分，一、问卷测验，旨在考察中庸思维与大五人格

各因素的相关关系，二、投资决策任务实验，考察中庸人群博弈决策行为中是否存在行

为差异并进行决策思维差异分析。三、情境决策实验，通过情境途径考察中庸人群决策

情况及决策后心理平衡状况。结果表明：(1)中庸思维与人格中严谨性的关系最为紧密；

(2)高中庸人群在对他人投资的回报上显著高于低中庸人群；(3)高中庸人群中在长

远的后果推衍上显著多于低中庸人群；(4)高中庸人群的心理平衡较低中庸人群更受情

境影响。

关键词：中庸思维；大五人格；高低中庸人群；决策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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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摘要

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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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l章引言

第1章 引言

传统文化对我们现代人的生活起什么样的作用是本土心学者及普通大众关心的问

题。学者与大众普遍认同，先秦儒家的中庸之道对人们的行为有明显的影响作用。中庸

思维会影响人们的对问题的理解和对现象的解释。

“中庸”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代表性的一部分。儒家四书中，《中庸》n1写道，“不偏

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

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

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儒家认为处事不偏不倚，不朝令夕改即为中庸。

有学者认为中庸在解读的过程中，曾被误解很大，只谈“喜怒哀乐之未发"与“发

而皆中节"而被认为是“妥协、压抑、折中、平均和和稀泥”的代名词【2】p265。对“中"

的解释事实绝大多数学者认为并非简单的取事物的中项，而是不偏不倚，合宜合适，恰

如其分，不走极端，在行事过程之中找到动态的平衡点。中庸之道不单求取内心的和谐，

更重要的是个人与他人及其环境的整体和谐。杨中芳教授口1曾解读“中庸”的修养表现

在四个方面，一是谨言慎行；二是情绪掌控；三是自我收放；四是诚的功夫。并认为中

庸的“执两端而允中"是一套特殊的世界观和人生哲学。综合以上各方观点可以看出，

对于中庸的描述主要突出其多方权衡的特点，即从事物的双方或多方的角度进行权衡思

考，以恰如其分、不偏不倚、合宜合适为行动指南，从中寻找到平衡。

李美枝“’认为中庸心理学应当有两种不同的研究方法，一种是主流心理学惯用的实

证研究方法，一种是叙事的质性研究方法，“引用传统经典的概念来诠释本土个案的生

命故事文本"。

本研究使用实证研究的方法，根据中庸思维问卷的结果确定高低中庸人群标准，在

此基础上采用情境决策的实验考察中庸思维的影响作用，希望能对就中庸人群的不同情

境的决策进行分析，探究是否高低中庸人群有显著差别，探讨中庸思维的特异性表现为

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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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文献综述

2．1中庸思维

2．1．1中庸思维的界定及其社会心理学构念化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的中庸之道占有重要的地位，经过几千年的熏陶，中庸之

道己逐渐沉淀于中华民族深层心理结构中。随着本土化心理学的兴起，对传统的中庸思

维的研究越来越引入瞩目。台湾学者对中庸思维的探讨已经有一些成果。林以正‘51等人

将中庸思维定义为“由多个角度来思考同一件事情，在详细地考虑不同看法之后，选择

可以顾全自我与大局的行为方式"。郑思雅陆1等人认为“个体若能运用中庸思维，辨析

环境的变化和了解环境中不同事物间的关系，从而看出其特殊性，便能做到因时制宜，

在不同环境中采用不同的应变方法，做事时能更灵活应变，适应力也因而提高。"吴佳

烽№’认为，“在华人文化的脉络中，中庸思维正是一个引导个人在不同情境中，表现出

适时、适所的行为面貌，帮助个人适应不同的社会情境，使个人在华人文化的脉络下，

具有良好的适应状态。"杨中芳盯1认为华人在一个具体社会情境的行为，可以视为是特

殊情境下的文化既定角色行为，亦即，华人的自我呈现历程具有“情境中心"的特色，

个人会视情境的改变而调整自我的行为，而引导此历程的思维特色便是中庸思维。虽然

对中庸思维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但研究者的定义切入点比较一致，总起来看，中庸

思维即在考虑行为上要做到统观全局，多方权衡，恪守中道，不走极端，适中适度，反

对“过"与“不及”。

对“中庸”的社会心理学构念化最早由杨中芳及赵志裕提出，他们意将“中庸"建

构成一套“元认知"的“实践思维体系"，即人们在处理日常生活事件时，用以决定要

如何选择、执行及纠正具体行动方案的指导方针。他们认为中庸思维是一个体系包括世

界观、行动的终极目标、选择行动方案的思考原则、具体行动程度及中庸理性等方面m1．

具体划分为集体文化思维和个体心理思维两个层面，见图2．1。集体文化思维层面是与

所处的文化集体经年累月所积累的特殊的一套世界观，包括“阴阳、五行动态平衡，，’

“天、地、人合一"等宇宙观与价值观。个体思维层面包括生活哲学、个别事件处理和

事后反思三个部分。

其中生活哲学包含对人事的感知、生活的目标及处事的信念价值观，主要是中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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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事的感知特点：对全局的感知与看到问题的“一体两面’’，追求内心及人际的和谐与

安宁及顾全大局，以和为贵的处事原则。

对于个别事件的处理是针对中庸在日常生活中是如何体现出来的，并根据人们处理

个别事件的步骤，提出三组子构念。中庸的决策前的审思包括冷静分析，仔细观察事态

发展(审时度势)；把自己放在更大的时间框架上统观(大我思考)或者把自己换到他

人的角度来思考问题(换位思考)；把可能采取的行动会对当事各方造成的后果做两极

推衍(后果推衍)；最后，掌握最能顾及各方面需求及利益的最佳方案(多方权衡)。在

决策过程的策略选择上，由于具体事件的不同，对“和／不同"、“情／理"、“虚／实"、“公

／私”的矛盾冲突与需求的处理有不同的解决方案。在中庸决策的执行方式上，主要是

根据具体情境的不同，采取不同的手段。包括对自我的适度控制及约束，与引发对方自

动退离的策略。在结果不尽如人意之时对自我的情绪进行调控与平复，如果他人受到伤

害或委屈，会对他们做出适当的补偿。

中庸实践思维体系吧中庸的在事后反思分为“事件反省"——对事件的检讨及纠正．

以求“无过，无不及”；“自我提升"——对中庸哲学的再认识，促进自身修养的再提高。

在图2中的连线及箭头表明子构念之间的关联、时序或因果关系。作者的基本假设：

l、具有“中庸”特色的生活哲学(A、B、C)指导人们在处理个别事件时，采用“中庸”

式的思考及拿捏，来决定用什么方案、如何去执行等(C、E、F)；2、如果使用得当，

可以带来符合他们生活目标(B)的和谐与快乐，从而达到心理健康(I)的理想状态；

3、事件发生后的反思，会让行动者的修养及道德水平提升。

杨中芳等人提出的这套中庸实践思维体系为中庸的研究提供了社会心理学研究的

依凭，虽还处在构念化阶段，但已有一些中庸思维的研究，如阴阳思维、和谐取向与关

系取向、对人际冒犯的判断、冲突中合作策略的选择、换位思考、情绪调控策略等的研

究成果直接或间接的证明了其中的一些构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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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文化思维层面

世界观(宇宙观，人观，价值观}

天(化)地(宵)人(镗)含一；阴阳、五行(动态平衡)：一分为鼍、以巾为极

A．看人看事(毫知)

全局思维

阴艮j思维

生活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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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走极端、恰到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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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中庸思维的测量

对中庸思维的测量，不同学者有不同的维度划分。现今对于中庸思维的测量工具较

为人所知的有两份。其一为2000年杨中芳与赵志裕编制的《中庸实践思维量表》，该量

表包含三个维度，分别为(1)作为行动目标的“中和"，不偏不倚；(2)统观大局，认

清复杂的互动关系：(3)避免极端化，执中一辞让。全量表共十四题，每题包括两种叙

述，分别为符合中庸意涵的叙述与反中庸意涵的叙述，要求被试选择其中一种叙述，并

用五点评分方式选择同意该叙述的程度，分数越高表示同意程度越高隋1。

其二为林以正、吴佳烽的<中庸思维量表》，该量表包含十三个题项，根据中庸思

维三大向度“多方思考"、“整合性"及“和谐性"进行量表的编制，总归为“权"与“和”

两方。其中“多方思考”特质指是在不同环境中权宜表现的准则，即“权”，认清外在

环境与自身的内在要求，并详加考虑；再者为“和”，包括两个方面，一为个入整合外

在环境的信息与内在个体的想法，二为以不偏激以及和谐的方式作为行动的准则，上述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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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所隐含的思维特质分别为“整合性"与“和谐性"啼1。

2．1．3中庸思维相关研究

2．1．3．1与阴阳思维研究

阴阳思维代表对事物的两极思维，在中庸看来，阴阳并非事物对立的两个矛盾的面，

而是事物的两种不同状态。而“阴阳转换思维是中庸实践思维的先决条件，没有转换思

维就没有以‘中’为美州91。杨中芳n。1年在自评式两极量表的研究中发现中庸思维的人

的“既此又彼”的得分明显较对照组高，并能够看到对立两极之间的转化。并通过图形

嵌套测验发现中庸者的行动的场独立性较强，思考的场依赖性较强，表明中庸人的感知

与行为有内隐的区别。

2．1．3．2与人际关系冲突研究

孟子日“天使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是我国传统思想极为重要的准则。中庸

之道在处理人际关系上的原则即为是“和为贵"，上至国泰民安的“政通人和"，下至家

庭美满的“家和万事兴"，与人交往的“心平气和"，都强调不冲突，不斗争。中庸之道

中“和而不同”、“周而不比’’强调要善于分析各方的不同意见，也非不讲原则的盲目符

合而是分析综合求得共识，以达到人际关系的真正和谐。

Fu、Watkins与Hui【111与27位中国文化学者进行访谈，探讨中国哲学及中国人在日

常生活中对“原谅”的看法，他们大多数认为维持群体和谐是华人原谅的主要因素。之

后的问卷调查显示，和谐与关系取向跟原谅的倾向关系最强。

刘胜n21从中国人的关系主义取向和大小我自我结构出发，探讨对入际冒犯行为的判

断，研究结果表明中庸得分越高的入，倾向于给予为大我的冒犯者和关系亲密的冒犯者

较小的错误和惩罚判断，且更能原谅冒犯者。并认为真正的“中庸者"是会在人际冒犯

行为中做到“合情合理”的判断的入。

王飞雪、伍秋萍n31等人对大学生在冲突场景应对策略选择的实验研究结果显示，高

中庸的被试更倾向于选择合作性的应对策略，而低中庸的被试更倾向于妥协性的应对策

略，且在不同冲突情境下，不同中庸特质被试对策略的选择有不同的倾向性。

在另一项研究中，以亲疏远近，长幼尊卑对四种人际进行划分，并考察了中庸的圆

滑性、克己性和自我性在这四种人际的冲突情境中的表现，研究发现圆滑性在疏远长辈

关系中表现最低，克己性在亲密长辈关系中表现最高，自我性在疏远关系中表现显著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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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亲密关系n引。

林升栋m，从人际冲突情境的作答反应中测量中庸思维，他设计了30个人际冲突的情

境，从被试的感知和换位的角度对其作答进行量化研究发现，换位前与换位后被试感知

损害关系的程度与感知委屈自我的程度有显著的负相关。

2．1．3．3与心理平衡、心理健康相关研究

心理健康是一种持续的心理状态，包括内环境的安定与外环境的适应。席明静n町认

为“中庸思想认为的心理健康就是指心理平衡，包括情绪的稳定和性格的协调”。西方

也有平衡的论述，Heider和Festinger的认知平衡理论认为个体对人事物的态度和信念

都有保持平衡的倾向，若失衡会产生不安之感。中庸心理平衡智慧从“执两端而允中”

可以突出表现出来。“中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把“中’’——个

体平衡看作大本；“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是一种个体的平衡状态，“发而皆中节谓之

和”是一种与他人的协调状态。可见力求达到内心的平衡和人际的和谐是中庸的追求方

向。

相关的研究中涉及到中庸与心理健康关系的有对中庸心理适应的研究。吴佳j罩认为

中庸思维可以透过对自我与外在情境的省察、对他人感受的体悟以及自我行为的拿捏，

使个人灵活的在不同的情境中，表现出适当的行为面貌，因而促进个人的适应能力似1。，

通过对华人“忍"的情绪调节策略作为拿捏行为的测量指标，邓传忠n71发现，中庸

的调节作用在心理适应指标上得到部分支持。高拿捏高中庸思维的个体心理适应较好，

高拿捏低中庸的个体心理适应较差。

2．2决策

2．2．1决策定义：

Yates把决策定义为是为了获得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而采取的行动。Simon认为决

策是人们为了达到一定的目标而设计多种方法与手段，如然后对各种手段和方法做出评

价与选择的一个过程【18l。

2．2．2行为决策相关因素研究

行为决策的研究主要解释和预测实际的决策行为，阐明人们是如何进行决策的。行

为决策理论认为，在决策的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是因素是决策者的主观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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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1人格特征与决策行为研究

预期理论(Prospect theory)【19】认为人们决策时受到对收益／损失判断的影响，在

收益框架下人们偏向于回避风险，而在损失框架下偏向于寻求风险。因而决策行为不是

固定的，受到客观因素的影响。但若风险决策受到人格变量或是人格与环境交互作用的

影响，那么不同决策任务的决策表现可能会呈现出部分的一致性。根据这个假设，Moor，

Smith和Gonzalez【20】的研究了人格与情境对启发式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对概率进

行预测时，社交性高的被试报告的概率都显著高于社交性低的被试。Kower和Hermann【2·l

的研究表明被试的责任心和宜人性与政治决策中的冒险性负相关，与经验开放性呈正相

关。有许多研究发现人格与风险决策的相关。Nicholson等人发现个体在生活中的不同

领域中的冒险性与其神经质、宜人性及责任心呈现负相关，但与其外向性及开放性有正

相关关系lzzl。Soane和Chmiel【23】的研究发现在不同决策中风险表现一致的个体的责任心

高于表现不一致的个体，但其神经质及开放性程度较表现不一致个体低。Lauri01a等lz·】

通过实验证明开放性可作为预测收益条件下冒险行为的最佳指标，在损失框架下，神经

质与冒险行为高相关。并通过研究表明，高宜人性低责任心的被试对某事物关键属性描

述为正性时，倾向于对该事物有更高的评价。高开放性、低责任心、低外向性的被试为

避免损失会倾向于做出更冒险的选择嘲。在人格与情境交互作用的研究中，研究者发现

当情境产生未预料的变化后，高经验开放性、低责任心的被试会做出比变化前更好的决

策【26】。Rusting等人犯，】研究发现，呈现正面或负面性质的刺激材料，都可以预测外向型

和神经质特征个体的行为反应。张银玲，苗丹民等人渊研究发现，外向型和直觉型个体

无论在征服信息框架下都倾向于选择冒险方案。 ．

2．2．2．2对人格变量与情绪的交互作用对决策的影响的研究

Cooper等人129】认为人格通过情绪经验及情绪的应对风格来影响冒险行为。他们的研

究发现神经质的个体采用冒险行为来应对厌恶的情绪状态，而外向性的个体所做的冒险

行为更多的是为了加强正性的情绪体验。

Wray和Stone【∞】通过实验发现个体在自己所做的决策中相对为他人所做的决策要来

的保守些，因为个体倾向于采用回避的方式来降低焦虑和自尊的威胁。

2．2．2．3认知能力与决策表现的研究

研究人员发现，认知能力高的被试在框架效应任务、联合效应的任务、三段论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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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及协变判断任务中的都较认知能力低的个体有更佳的表现【，·】。也有研究者提出批评

意见认为上述研究使用SAT分数代表认知能力是不准确的。还有研究考察了认知能力与

情境在决策中的作用。这些研究都发现在任务情境发生变化后高认知能力的人更加会调

整策略适应变化的发生【32l【33l。

2．2．2．4情绪对个体决策影响研究

有研究认为在个体决策过程中，个体对刺激的情绪反应快于产生的认知评价，且情

绪反应更为基本，并在随后的信息加工和判断中产生影响跚】。根据Schwarz，Clore，

Finucane及Slovic等人【35】【36】的观点，个体对他人和事物的判断受到情感的直接影响。

其中Slovic的相关研究提出的“情感启发式"认为情感是决策的重要线索，特别是在

较为复杂的，心理资源受限的决策情境下，起到启发式的作用。Loewenstein和weber

等人【，，】认为情绪可以增加风险决策的可预测性，是除了认知评价外的预测变量。他们提

出的“风险作为情感"提出个体的情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个体的想象能力及事件的可

想象性。情感与认知评价相关较小，但中间状态的概率变化对个体的认知评价影响较大．

Damasio及Hsee，Weber的相关研究支持了这一假设【3硼。

2．2．3其他决策

2．2．3．1伦理决策

伦理行为指受自由意志支配，能给他人带来幸福或伤害的行为【39l。伦理决策即伦理

行为产生的心理机制。已有的伦理决策研究把研究重点放在一伦理决策过程的机制，二

是影响伦理行为的因素。

对伦理决策的影响因素研究中Ferrell和Gresh绷认为【删在社会或文化环境下，决

策者的伦理决策受到个体因素、重要关系人和机会三者的影响。伦理决策会直接影响行

为，行为产生后，决策者会本次行为作出评价。未来的伦理决策不仅受到上述三因素的

影响外，还受到对上次决策行为的评价影响。

Rest【4-】提出经典伦理决策的四阶段模型：(1)认识伦理问题阶段。决策者发现情境

中有伦理道德两难的存在；(2)伦理判断阶段。决策者判断特定行为是否符合伦理道德；

(3)行为意向形成阶段。决策者决定是否以伦理方式行动；(4)行为实施阶段。即决

策者按照行为意向行为。

Street等人【4zl的伦理决策精加工模型认为认知的投入水平会提高决策者实施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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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的可能性。认知的投入水平包括动机和能力两个因素，这两个因素都包含个体特征

和情境特征。当决策者的动机和能力中个体和情境特征都增加时，个体实施伦理行为的

可能性就增加。

2．2．3．2博弈决策

博弈决策【43】是指在包含利益相互依存的两个或多个参与者的博弈情境中所进行的

行为决策，一般要涉及双方的代价和利益取舍。研究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研究重点

从早期的合作性、竞争性和公平感的研究逐渐转变为对决策过程中思维特点、影响因素

及心理机制的探讨。已有的较为出名的博弈实验有最后通牒博弈(Ultimatum Game)、

信任博弈实验(Trust G鲫e)、独裁者博弈实验(Dictator Game)、礼物交换博弈(Gift

EXchange G锄e)等。

2．3问题提出

2．3．1中庸思维与大五人格相关调查问题的提出
：

对于中庸思维至今没有一致的定义，对中庸思维的理解多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筛

选、概括与提炼，主要突出中庸多方权衡的特点。想要了解中庸人群的思想、情感及行

为的特有模式，就需要了解其人格特征，掌握其区别于他人的稳定而统一的心理品质．

但是目前对中庸人的人格特征还没有具体的论述。对中庸的研究我国台湾地区处在前

位，已有一些相应的研究成果。两地文化、生活习惯一脉相承，借鉴其对中庸研究的界

定与已有的研究成果与已成熟和广泛使用的人格的五因素理论相结合，来探讨中庸思维

的人格特征，为达两个目的：1、从系统、科学的人格特质理论角度，对中庸思维的人

格特征有个宏观的了解；2、人格特征是理论层面的说明与描述，为之后的行为层面的

研究设计提供参考依据。

2．3．2中庸人群投资一回报决策研究问题的提出

已有的许多研究表明，行为决策受到人格特征的影响明显。中庸认为人的思想与行

动，要追求合理适度，“过犹不及”，凡是讲究“行中“执中一或“用中"，在处理具体

生活事件中会通过多方的权衡审思及自我控制的行动来维持内心和入际的和谐。根据杨

中芳的中庸实践思维构念，个体在处理具体事件的择前审思过程中会进行后果推衍及多

方权衡。这些是从传统文化中提炼的理论层面的叙述，“知”是基础，“行"是关键，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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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了解中庸人群，只有在具体情境中的反应才能突出其特有的行为模式。通过对已有

的中庸的描述与传统文化对于中庸的要求的理解，及对中庸人格特征的分析，可以看出

中庸的行动抉择有场依性、行动性及变通性的特点口1。想要从行为层面有更为深入的了

解，需要设计一个在生活中较为熟悉的情境研究来展示中庸多方权衡的行为表现。

中国人是以关系为取向的群体，在交互关系的情境中，最能体现思维路径对行为的

影响。个人的人际关系网络是建立在“回报"之上的，通过对中庸人群投资一回报的决

策实验设计及对其决策思维的访谈，可以直观的看出在利益相关的关系中，中庸人群的

思维的过程及对人际的考量。

2．3．3中庸人群关系情境决策思维研究问题的提出

中庸思维的多方权衡的目的在于在复杂的决策情境中维持内心的平衡与人际的和

谐。杨中芳的中庸实践思维构念化中认为运用“中庸"特色的思维来处理日常生活事件，

如果有好的结果，会增进行动者的心理健康。已有的中庸与心理健康的相关研究中一致

认为高中庸人群的心理适应能力较好，但至今对中庸的心理平衡的探讨都处于理论描述

阶段，想要探讨中庸人群对平衡的看法及在情境中如何保持平衡，也需要实证性的研究。

以关系为取向的中国人，对于平衡的掌握更为重视。国人对周遭的人际关系习惯做

出亲疏远近的划分，在复杂的人际关系情境中，如何保持心理的平衡与人际的和谐，对

于中庸人来说是一个挑战，也能促进对中庸人群对待关系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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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研究目的与假设

第3章研究构想

3．1．1研究目的

目的一：通过问卷调查了解大学生中庸思维的状况及人格因素与中庸思维的关系。

目的二：通过实验法探讨不同中庸思维水平被试在投资决策情境中的表现，并通过

结果分析及访谈分析探讨两组决策思维的异同。

目的三：通过实验法了解不同中庸思维水平被试在情境决策中的表现，探讨两组被

试在模拟情境中的决策难度及心理平衡程度的异同。

3．1．2总的研究假设

假设一：中庸思维水平与人格因素有显著的相关关系，与人格因素中的严谨性、随

和性正相关，与神经质负相关。

假设二：高中庸组的随和性表现在最低可接受回报上低于低中庸组，在回报上高于

低中庸组；严谨性表现在决策中对公平合理及后果推衍的思维都多于低中庸组。

假设三：经过严谨思维的高中庸组在情境决策上较低中庸组能保持心理的平衡。

3．2研究方法

(1)问卷调查法：通过问卷了解大学生中庸思维状况及中庸思维与大五人格相关关系。

(2)实验研究法：通过实验揭示不同中庸思维水平被试在不同情境下的决策行为差异。

(3)访谈法：通过访谈对被试行为的内在决策思维进行深层分析，探讨不同中庸思维

水平在决策思维上的差异。

3．3统计分析

本研究主要使用SPSSl7．0对数据进行统计处理，包括相关分析、差异性检验、卡

方检验等。

3．4研究意义

综合大陆及台湾的研究结果，对中庸思维的研究还相对很少，对中庸思维还处在理

论探讨及实验探索阶段。已有研究中还未有对情境决策及决策的心理平衡的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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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将突出在这一方面的特色。研究结果可对建立完整科学的中庸思维的构念提供一

定的现实支持。

对于许多对中庸思维存在的一般看法，本研究设计的实验可以从某方面提供一些事

实结果，通过对实验结果的分析可以看出高低中庸人群的深层思维及行为方式有何确实

的不同，促使大众对中庸思维进行重新定位、掌握对其合理的认知，为大众对中庸的理

解朝向更为科学合理、贴近事实提供实证性、应用性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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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中庸思维与大五人格相关调查

4．1研究目的

关于中庸思维的研究现今包含几个方面：阴阳思维、行动抉择、人际冲突的解决、

中庸与心理健康等“1。主要集中在对思维和行为的探究上，但是对于中庸思维与人格的

哪些特性具有紧密的关系至今鲜有研究。大五人格模型是建立在特质理论的基础上形成

的，是现今使用最为广泛的人格理论之一。使用大五人格来探讨中庸人群的人格特点能

帮助我们从整体上把握中庸人群的人格特质，对于我们理解传统文化对人格的影响及进

行深入的本土化研究都有很大的意义。根据许多学者对中庸思维的描述与界定，提出研

究假设。

4．2研究假设

假设一：中庸思维与大五人格中的严谨性、随和性呈正相关；

假设二：中庸思维与大五人格中的神经质呈负相关。

4．3研究方法

4．3．1被试

被试样本来自漳州市两所高校342名学生。施测NEo．PI．R(Revised Neuroticism

ExⅡDversion Ope衄ess PerSoml时IIlVemo巧)人格量表简版及《中庸思维量表》，以了解大

学生中庸思维情况及其与人格因素的相互关系，并根据施测结果筛选被试进行下步研

究。剔除漏答及不认真作答问卷26份，收回有效问卷316份，有效率为92．3％。排除

人口学信息未填被试，具体情况如表4．1。 ，

表4．1问卷测量取样情况

4．3．2实验材料及工具

大五人格量表采用杨坚1996年修订的由Costa和McCrae编制的NEo．PI．R(Revised

Neuroticism Ex仃0VerSion Openness Personality InVento巧)人格量表简版。包括神经质、外

·15·



潭州师范学院教育学硕士学位论文

向性、开放性、随和性、严谨性五个人格维度。采用五点计分，从“O=完全同意”到“4=

完全同意"，有反向计分题。据报告5个分量表神经质(N)、外倾性(E)、开放性(O)、

宜人性(A)和责任感(C)的内部一致性信度Alpha系数分别为：0．82、O．78、0．7l、O．71、

0．83。操作手册中报告5个分量表平均信度为O．78。

《中庸思维量表》为林以正、吴佳烽编制，包括多方思考、整合性、和谐性三个维

度。采用七点计分，“7为非常符合"，“1为非常不符合”，分数越高代表被试符合该描

述句的程度越高。根据林以正等人的报告，其中“多方思考”向度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69，

“整合性”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3，“和谐性"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9，总量表内部一

致性系数为O．87。且再测信度方面，分别为0．64、O．79、0．78，总量表再测信度为O．81．

KMO值为0．915，在因素结构上仅具有单一因素。各项目因素负荷量在0．43到O．68之

间。本研究对其信效度进行了检验，发现该问卷的整体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84，三个向

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55，O．72和O．75。Ⅺ订。为0．75，方差累积贡献率为55．29％．

该结果表明中庸思维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可以有效地反映个体的中庸思维。

4．3．3数据统计

数据采用SPSSl7．0软件包进行统计处理。主要采用描述性统计、独立样本T检验

等统计方法进行分析。 ．

4．4结果与分析

4．4．1中庸思维与人格五因素维度关系

经过皮尔逊相关分析发现，中庸思维总分及各维度与人格五因素中除与神经质外的

四因素均有显著相关，其中与严谨性、随和性相关最高，见表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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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中庸思维与人格维度相关

注：·P_<0．05，¨阳0．0l(下同)

4．4．2不同背景变量在中庸思维上的差异

4．4．2．1性别比较

通过性别比较可以从表4．3看出在中庸思维的多方思考维度上(心．04，p<o．05)
有显著差异，表现在男生的多方思考水平高于女生，在其他维度上均无显著差异。

表4．3性别在中庸思维上的差异

4．4．2．2是否独生子女比较

独生子女在和谐性(仁1．99)维度分上边缘显著于非独生子女，而在多方思考、整

合性及中庸总分中均上不显著。见表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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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4是否独生子女在中庸思维上的差异

4．4．2．3年级及学科比较

数据显示在年级与学科在中庸思维各维度及总分上均无显著差异。

4．4．3不同背景变量在人格上的差异
：。

4．4．3．1性别比较

由表4．5看出，在人格的五因素中，神经质(t=．2．17，p<o．05)与随和性(每2．01，

p<o．05)两个因素，在男女生中有显著差异，表现在男生的神经质与随和性均显著低于

女生。其他项上无显著差异。

表4．5人格各维度的性别差异

4．4．3．2是否独生子女比较

由表4．6看出，独生子女的随和性(一3．33，p<0．01)显著低于非独生子女，而在

其他项上均无显著差异。

表4．6是否独生子女的人格差异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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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3年级及学科比较

数据显示在年级与学科在人格各维度上均无显著差异。

4．5讨论

4．5．1中庸思维与人格因素相关分析

本研究结果显示中庸思维与大五因素中除神经质维度外，与其他因素均有显著正相

关。由此可见中庸思维人群在在日常生活中无较敏感，易焦虑，情绪转变快的神经质特

点。从结果可以看出大五各因素与中庸各维度相关较多，总起看来与严谨性的相关相比

与其他维度的相关都是最高的，由此可见中庸思维与严谨性的关系较为紧密。严谨性在

大五人格中反映了自我约束的能力及取得成就的动机和责任感，是指我们如何控制自己

及如何自律它主要包括能力、守秩序、负责任、追求成功、自我控制、深思熟虑这六个

方面【“】。习惯做事小心谨慎，深思熟虑地进行多方的权衡后才后再做决定，在处事待物

方面，中庸认为人的思想与行动，总有一个适度不适度、合理不合理的问题，“过犹不

及"，冒进或保守都是不适度、不合理的，认为只有采取“行中“执中"或“用中”，能

使思想与行动趋于适度和合理【45】，并且要从当事的一方或多方的角度考虑，突出了严谨

性的特点。但若是严谨性过高会被人认为刻板枯燥，太过于教条，不够灵活与弹性。

由结果可以看出，随和性是中庸思维与大五人格的第二大相关的特质。随和性表现

的是个体对其他人所持有的态度。随和性高分者显现利他、信任、坦诚、顺从、谦逊等

特点。一般认为随和者心肠好、脾气好，尊重他人的利益，顺从他人的决定，为与人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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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愿意放弃自己的立场或否定自己的需要，并愿意帮助他人，热心慷慨。在人际关系

中较受欢迎。这符合中国社会注重与自然的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团结的特征，中庸之道

的人际关系处理凡是以“和为贵”，待人处事中会对自我进行适度的控制及约束，使思

想与行动保持适度与合理，避免人际的冲突与矛盾，因而在人际中较受欢迎。但过于随

和的性格会被认为没有自己的立场，无原则的附和和讨好献媚。

4．5．2中庸思维相关结果分析

中庸思维的总分及整合性与和谐性上男女性别均无显著差异，与已有的中庸相关研

究结果一致【13】。本研究中男生多方思考水平高于女生，可以推论男生习惯于多方面的角

度来思考一个问题，考量各种不同的可能性，能兼顾不同的矛盾意见。这可能与男生常

被要求要处事不乱，冷静分析有关，女生更为情绪化，常常感性行事，较少理性分析。

这与本研究结果中女生的神经质水平显著高于男生是相应的。

从独生子女的和谐性维度上边缘显著于非独生子女，可以看出独生子女更注重平

和，不冲突的关系，以不偏激和谐的方式作为行动的准则。也许是由于独生子女在家中

受家人宠爱，一直是出于温和的关系之中，对冲突的关系不适应，因而更为追求和谐的

关系。而非独生子女在家中与兄弟姐妹之间常处于竞争中，对矛盾冲突也较习以为常。

也可能对于独生子女来说和谐的朋友关系是兄弟姐妹关系的替代，是社会支持系统重要

部分，随着成长他们会越来越依靠朋友，因而虽然常认为独生子女更为自我中心，但是

在冲突情境中思维更加弹性，对和谐的把握更为偏重。

4．5．3大五人格相关结果分析

本研究结果显示女生在人格的神经质和随和性维度上的均值显著高于男生，这一结

果与国秀琴l蜘，姚若松【47l，邹泓、张春妹【43】等人的研究结果一致。神经质反映出情绪的

稳定度和易于心理忧伤与适应不良重复反应的倾向。随和性反映出从慈悲到敌对的人际

导向，这符合在日常生活中女生较敏感、易焦虑、情绪转变快的神经质特征，但脾气好、

更容易相处、更有同情心，坦诚温和的随和性特点。本文推测这种特质的形成原因受中

国传统对不同性别孩子的区别教育的影响，传统家庭教育中，女孩的情绪表达是受到接

纳、关注与鼓励的，因而她们在表达情绪上更为顺畅自然。家庭会倾向于培养女孩顺从、

乖巧、细腻、温和的特点。相反，传统的男性角色要求沉稳、果敢、坚强等较为“坚硬’

的特质，敏感、软弱的表现会遭受指责。在逐渐的成长中随着对于性别文化的认同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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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差异变得更为显著。

本研究结果显示独生子女在随和性上显著低于非独生子女，说明非独生子女相比独

生子女更体贴温暖、更为顺从，但随和性过高易形成“老好人"的形象，一味要表现友

好，而失去自己的观点和坚持。也许由于独生子女个人空间较大，思考的独立性需求强，

倾向有个人化的观点，表现出来就相较不那么顺从和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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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中庸人群投资一回报情境决策研究

5．1研究目的

中庸思维与大五人格的相关研究表明，中庸与严谨性、随和性的相关为最高。有许

多人认为，中庸是矗妥协、压抑、折中、平均和和稀泥"的代名词乜1，在遇到与他人相

关的选择时显得小心翼翼，模棱两可，想要讨好各方，做“老好人”的角色。那么随和

的高中庸人在与自身的利益相关的事件上是否选择退让和妥协?严谨性高的中庸人在

做决策的思考内容上，高低中庸人群的思维方向和角度是否有所不同?杨中芳教授的中

庸实践思维构念提出中庸个体在处理具体事件时，会在决策前的审思阶段，做后果的推

衍与多方的权衡是否确是如此?本实验采用的是投资决策实验，投资决策是指投资者为

了实现预期的投资目标，运用一定的科学理论、方法和手段，通过一定的程序，对可行

的投资方案进行研究论证，从中选出最满意的投资方案的过程。投资决策的实验常被用

于分析被试的冒险／保守行为。通过投资．回报决策任务实验及访谈，考察中庸思维对决

策行为的影响，并深入了解决策思维的异同。

5．2研究假设

假设一：高中庸者在投资决策上较为谨慎；

假设二：高中庸者对他人的回报较多：

假设三：高中庸者可接受的最低投资回报较低中庸者低；

假设四：决策中高中庸群体对后果推衍的考虑显著多于低中庸群体。

5．3研究方法

5．3．1被试

研究一中《中庸思维量表》计分方式是将三个向度平均分数相加成单一的中庸思维

总分，所测成绩的可能范围从3分到21分。本研究选取高分(>17．7分)25人，低分

(<13．95分)33人。其他人口学变量匹配平衡。表5．1显示两组在中庸思维上呈现显著

差异，分组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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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分组情况表

5．3．2实验材料及工具

投资决策任务规则图一张，记录及计分表格若干，大小各类笔记本奖品若干。

实验采取有偿行为实验，由主试记录下被试的决策选择，并采取结构式访谈获得被

试选择的原因以作分析。规则海报张贴在实验台前，以控制记忆影响。被试任务完成后

得到一个大或者小本笔记本作为奖励。

5．3．3实验程序+

l、主试为一名心理学硕士研究生，引被试进入实验室后，寒暄调节气氛，让被试

熟悉实验环境。

2、宣读指导语

指导语：“下面是一个关于投资回报的实验。实验结果仅供科研用途，对你的个人

没有任何影响，请完全放心。实验由你和在另一间实验的你可能认识也可能不认识的一

名同性别同年级的同学共同来完成。实验有两种角色，分别为投资入与代理入，你与那

位同学各有一次扮演两种角色的机会。投资人手上有10000块钱，有两种选择，一种是

投资，一种是不投资。若投资可由投资人决定投资的任意金额。投资的钱转到代理人手

中，若赚钱，回报的利润由代理人决定。游戏结束按照你获得的分数来兑换奖品，分数

越高，奖品越好。"

指导语：“现在你是投资人的角色，你决定投资或是不投资，若投资，选择投资多

少金额?一；“如果代理入回报你，你可接受的最低回报成数是几成?一

3、决策问题

“你投资的原因是什么?刀“为什么选择投资这么多给代理人?"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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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交换角色

指导语“现在你是代理人，投资赚钱后，你选择回报纯利润的几成给投资人?一

5、决策问题

“你回报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回报这么多给投资人?"

5．3．4结果计分

l、投资金额总分为0一10分。其中不投资计为O，投资1000计为l，投资2500计为

2．5，以此类推，投资全部金额计为10。

2、回报利润成数总分为O．10分，其中不回报计为O分，回报纯利润1成(10％)

计为1，回报纯利润2成半(25％)计为2．5，以此类推，回报全部利润计为10。

3、对被试决策思维问题的回答进行记录，归类分析。

5．3．5数据统计

数据采用SPSSl7．0软件包处理，使用描述统计、独立样本T检验、卡方检验等。

5．4实验结果与分析

5．4．1高低中庸组在投资金额上的比较

投资者角色中，在是否投资上，两组被试全都做了投资的选择。在投资金额上，从

表5．2看出，高低中庸组没有显著差异闻．84(P>O．05)，但其中高中庸组有12％的人(三

人)将全部的资产进行投资，低中庸组没有将资产100％投资的被试，可见低中庸组对

投资的保留态度较大。具体分布见图5．1、图5．20

表5．2两组被试投资金额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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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Ill德姒投磺佥誓

图5．1高中庸组投资金额分布图

氟·I·鹰蚍投馕金■

图5．2低中庸组投资金额分布图

5．4．2高低中庸组在最低可接受回报成数的比较

表5．3为在投资者角色中，投资者可接受的代理人回报的最低回报成数上，高低中

庸组没有显著差异}0．1l(P>o．05)。具体分布，见图5．3、图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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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3两组被试最低可接受回报比较

芒
●

2
●
l

厂] 厂] ㈠ 厂]广]
崧．1．庸姒秘t可援受H搬成曩

图5．3高中庸组最低可接受回报成数

tlI-膳饿蛙氰．I『接受H撒成t

图5．4低中庸组最低可接受回报成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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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高低中庸组在回报成数上的比较

表5．4为代理人角色中，在回报成数上，高低中庸组有显著差异眈．24(P<o．05)，

高中庸组回报成数显著高于低中庸组。其中有一名低中庸组被试选择不回报，高中庸组

中没有出现不回报的被试。选择回报纯利润的三成及三成以下的被试，低中庸组有

24．2％，高中庸组被试选择回报的成数都在三成以上。具体分布见图5．5、图5．6。

表5．4两组被试在回报成数上的比较

高·I·鹰姒H报成t
⋯+一～一一．．，．一^ 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图5．5高中庸组回报成数

簟·●·_mH搬_-

图5．6低中庸组回报成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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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4对被试的回报决策的思维分析

为进一步了解代理人角色选择回报的理由，对被试回报的决策思维进行访谈，并根

据代理人回答进行归类整理，见表5．5。

表5．5回报的决策思维

对57名被试的回报决策考虑情况记性统计，分别做出以下三种考虑的被试人数如

表5．6所示。其中考虑到长期互惠的高中庸组人数显著多于低中庸组人数(妒=5．93，df=1．

P<0．05)。对信任诚实和公平合理的考虑两组无显著差异。

表5．6两组被试回报的决策思维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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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讨论

5．5．1高低中庸组在投资金额上的分析

结果显示，两组被试在投资决策上没有显著差异。具体可以看出大多数人选择投资

一半的资金。对被试的访谈分析中得知，多数人选择投资一半是为了规避风险，留有保

障，“留一半，还有退路"，“要保险一些”。可以看出高中庸组在投资决策上没有表现出

异于低中庸组的倾向，采用不冒进不保守，合理合适的选择。

预期理论(Prospect theo巧)认为人们决策时受到对收益／损失判断的影响，在收益

框架下人们偏向于回避风险。在风险决策理论看来，人们在模糊情境下，由于对事件的

认识能力有限，不能预测未来，但目标实现必须承受风险，那么决策者一般会采取降低

风险的决策来预防损失。因而在本研究的实验情境下，虽然深知高投入会收获高利润，

但是高投入也存在一无所获的风险，因而选择投资一半资金规避更大的损失。

且对于高中庸组的严谨性来说，较多的应是体现在决策之前的多方权衡的思考上。

高中庸的人并非是退缩畏惧的人，从12％的中庸组被试做出将资金全部投入，但低中庸

组中没有出现全部投资的人就可以看出。与学者认为的中庸的“中"并非取事物的中项

的观点相符合。从全部投入资金的中庸组被试的访谈了解到，他们都认为全部投入能增

加更多的收入，即使投资失败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或是表示一万的金额也不大。可见

被试是做了获益和损失的考虑之后，认为是可行才做的决定。有两种可能，一是高中庸

组对自己较为自信，认为即便资金全部损失也有能力保障自己的日常生活，第二是家庭

经济能力较好。由于实验在设置时候未对家庭情况进行了解也未考虑资金金额对实验的

影响，所以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5．5．2高低中庸组在投资回报上的分析

回报是人类社会中共有的规范【49】。个人的入际关系网络就是建立在“回报"的基础

上。黄光国【50】P227认为在“五伦"关系中，从关系亲近到关系疏远的人，回报的道德义

务相对减弱。若他们共同生活在某种关系里，彼此间的关系有时间上的延续性，必须以

“人情法则"和对方交往：在对方需要时，向对方伸出援手，个人接受了他人的恩惠，

也必须设法给予回报。“报的规范一(∞nn of僦ip眦时)预设：当个人受到资源支配者

的恩惠时，他会产生心理上的欠负感而感到不舒服。欠负感的大小是恩惠之受者所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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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利益和资源支配者所付出代价的函数。个人在其社会化过程中将会学到：一旦接受了

他人的恩惠，就会感受到回报的义务，施与受两者之间必须成比例，以恢复双方关系的

平衡【2】P275。实验结果显示，作为代理人的高中庸组的对投资人给予的帮助和恩惠的回

报显著的高于低中庸组。可能是高中庸者对他人恩惠的负欠感更强，而且对于双方关系

的平衡需求也较强烈，回报的多，就能使欠疚感减低，恢复内心的平衡。

访谈中可以看出高中庸人群对于长期互惠更为关注。杨中芳【8】把将自己可能采取的

行动会对当事各方所造成的后果向两极做沙盘推衍称为后果推衍。实验中高中庸组被试

中对的后果推衍，即失去继续合作获利的机会的人数显著的多于低中庸组。可见，高中

庸组较能把自己放在一个更大的时间框架内来审思，对未来可能发生的情况预估更多．

另一方面，也可看出高中庸人群对于维系良好关系的需求强于低中庸人，即对“和"的

关系更为重视。

5．5．3高低中庸组在最低可接受回报成数上的分析

在最低可接受的回报上，高低中庸组无显著的差异。这与认为中庸人为老好人，一

味退让，行事无自己的原则和主张的误解不符。高低中庸组对自己的利益的把握的考虑

是一致的。在自己应得利益前不会退缩。对于中庸人而言投资也要权衡“过"与“不及，，．

投资风险大意味着“过"，投资回报小则意味着“不及"，极端的行为都属于非理性行为。

5．6小结

综合研究一与研究二的结果可以看出高中庸人群有明显的严谨性和随和性的特质，

并在决策中表现出对长远关系的考虑较多、对他人的回报较高。决策行为不保守不冒进，

在自己应得利益面前不会退缩。但高中庸人群会为了长远的利益和良好的关系而愿意付

出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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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研究目的

杨中芳教授的中庸实践思维构念认为运用具有“中庸"特色的思维来处理日常生活

事件，如果有好的结果(做到内外的和谐)，会增进行动者的心理健康。在大众眼中严

谨周全的中庸人给人留下在决策前优柔寡断、要反复思考权衡的印象，这是刻板印象还

是确有其事，是否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在反复思考权衡之后做出的决策是否能使心理

更为平衡?本研究通过情境决策实验来探讨高低中庸人群对决策难度的感知是否有异，

并通过两种关系情境分析心理平衡程度是否受到情境变化的影响。

6．2研究假设

假设一：高中庸人群的情境决策较为困难；

假设二：高中庸人群决策后的平衡程度较低中庸组高。

6．3研究方法

6．3．1被试

与研究二被试为同一批被试。研究二与研究三两组实验先后顺序进行平衡处理。

6．3．2实验材料及工具

自制情境问卷，其中呈现的事例均为已发生的真实事件。共两例情境(详见附录3、

附录4)，两种情境中的角色分别为医生角色与父亲角色。涉及到的关系类型包括父女、

邻里、医患关系。

6．3．3实验程序

l、主试为一名女性心理学研究生。被试进入实验室后，寒喧，消除其紧张情绪。

并说明此事实验均为科研用途，对被试没有任何的影响。

2、主试向被试随机呈现纸质情境描述的其中一个情境，被试阅读完成。询问是否

完全理解其中描述的情境内容及主人公面临的处境。解释直到被试完全理解为止。

3、主试提问：“如果你是这位父亲／医生(情境主人公)，你想到什么，做什么样的

决定?把想到的都说出来"；“这么做后，你的心理是平衡还是不平衡?”

4、呈现第二个情境，问题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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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最后询问是否有考虑到但未表达出来，可以补充。

6．3．4结果计分

1、被试思考回答后，分别给两种情境的决策难度做0—10分的评分。

2、被试的心理是否平衡，心理不平衡计为l，心理平衡计为2。

3、对被试决策思维问题的回答进行记录，归类分析。

6．3．5数据统计

数据采用SPSSl7．0软件包进行处理，统计方法有描述统计、独立样本T检验、卡

方检验等。

6．4实验结果与分析

6．4．1高低中庸组在不同角色上决策难度比较

表6．1显示在不同角色的决策难度上高低两组没有显著差异净0．66，仁1．00

(P<O．05)。但在两角色决策难度相互对比中发现低中庸组中有22．6％的被试，共七人，

认为在父亲角色中更容易做出决策。在所有高中庸组被试中，没有出现这种观点的被试。

表6．1两组被试在不同情境角色中的决策难度比较

6．4．2在相同角色下高低中庸组的决策后心理平衡情况比较

由表6．2可见，在医生角色下，两组的心理平衡程度产1．55，df=l，p>0．05，无显

著差异。父亲角色下，两组平衡程度产1．05，d仁l，p>0．05，也无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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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2同一角色下两组被试的心理平衡分析

6．4．3高低中庸组在不同角色下的决策后心理平衡情况比较

两组被试在不同角色下的心理平衡程度有差异，高中庸组在两组角色下差异明显

产8．33，df=l，p<o．ol，表现为在医生角色中心理倾向平衡，在父亲角色中心理倾向不

平衡。低中庸组，在两种不同角色下的平衡程度无显著差异产o．97，d仁l，p>o．05，见
表6．3。

表6．3两组被试在不同角色下的心理平衡分析

6．5讨论

在对决策考虑的访谈中，低中庸组中有22．6％的被试认为父亲角色的决策比较简单，

他们较一致的观点是“就是自己的女儿很正常嘛，所以选择很容易"，“就两种选择，当

然是抛弃人家的女儿"，“毕竟是自己的亲身女儿"，“我觉得很多人都会选择他自己的女

儿”。许多人认为他对其他人没有积极作为的义务，也被认为是一种“大家的标准"或

者“别人的标准”。高中庸组没有人认为在此情境中的决策会较为简单，他们的观点是

“毕竟是一条生命"，“会觉得很愧疚"，“不知道怎么去面对她的父母"，“会受到道德上

的批判"，可见虽然有的决策在别人看起来是理所当然的选择，高中庸组还是进行了多
．3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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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的考虑，把自己放在一个更大的空间框架来看问题。

在实验的两种情境中，相同情境下两组被试的心理平衡状态没有显著差异，但从不

同情境来看，高中庸组的心理平衡有显著差异，低中庸组的平衡较为稳定。从分析本研

究中设置的两种情境可以看出，在父亲角色下，决策行为的直接影响人有女儿和邻居，

医生角色下直接的影响人有患者和患者父亲，这几种关系从亲疏程度看来是由亲逐级转

疏的。早前有很多学者提出关系取向的说法。费孝通【5l】认为不同于西方像一捆捆木柴

绑在一起的“团体格局"，中国的群己关系是“差序格局’’，就如同一块石头丢进水里会

由石头为中心，向外荡起一圈圈的水波，这个水波就像社会关系，一圈圈推出去，越推

越远，越推越薄，而这个水波的同心圆的中心就是“自己”。有很多学者强调中国文化

中或是在日常生活里人际关系的重要性与突出性【521。文崇一、何友晖等人将国人的这

种凡事以关系为依归的文化特征叫做“关系取向"【53】【54】。黄光国【55】提出的“人情与面

子理论”认为当有人要求资源的支配者做有利于对方的分配时，资源支配者所考虑的第

一个问题是：对方和自己，具有什么样的关系?他把中国人可能拥有的人际关系分为三

大类：(1)情感性的关系：是一种长久而稳定的社会关系，包括家庭成员，密友，朋辈

团体等原级团体。主要可以满足关爱、温情、安全感和归属感的情感需求。在这种关系

中资源分配的法则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需求法则；(2)混合性的关系：是最可

能受“人情"和“面子"影响的关系范畴。这类包含亲戚、邻居、师生、同学、同事等

彼此认识有一定程度的情感关系，但关系的强度又不如原级团体；(3)工具性关系：此

中关系建立的目的是以此关系作为达到其目标的一种手段或工具，关系是短暂而不稳定

的，如店员和顾客，司机和乘客，医生和病人等，此类关系的包含的情感成分是十分有

限的。在混合性关系与工具性关系的区别中有一点是，工具性的关系中，双方不预期将

来会进行任何情感性的交往，但在混合型关系中有特殊性，交往双方不仅预期将来可能

再次进行情感性的交往，而且还会预期他们的共同关系网中的其他人可能了解到他们交

往的情形，并根据社会规范的标准加以评判。

在父亲角色下，感觉不平衡的高中庸被试达到人数的70．8％：医生角色下，高中庸

组对决策感觉不平衡的只有29．2％。由此推论高中庸人群在决策后的心理平衡与决策行

为的直接影响人和本人的亲疏关系有关。在父亲角色下，几乎所有的被试都选择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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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女儿，较亲近一方未受损失，两组的不平衡程度没有显著差异。并相对于病患，邻居

的关系更为亲近，因而提出一个推论，当决策行为的结果会造成混合性关系人的损失时。

高中庸人群的心理更为偏向不平衡。可以看出，即使在决策前进行了多方的权衡思考，

但在不同的关系情境中，高中庸组并不能在决策后都保持心理的平衡。 ．

根据研究的结果，对于黄光国的人际关系的三种划分，提出另外一种设想，对于高

中庸者来说，对混合性的关系的情感更加贴近于情感性关系；而对于低中庸者来说，对

于混合性关系的情感与对待工具性关系的情感更为相近。混合性的关系是既亦亲亦疏的

关系，推论对于高中庸人来说是“亲者更亲"，对于低中庸人来说是“疏者更疏"，若结

合试验结果和人情与面子理论，推论高中庸人更容易受到人情的影响，而低中庸较不易

受人情影响。这只是一种推论，需要科学的研究来论证。

6．6小结

由结果可以看出，研究设置的两种情境下，高中庸组是否心理平衡受关系情境的影

响较低中庸组明显。本实验设置的情境中所涉及的人物角色与自身的亲疏关系影响高中

庸组的心理平衡。具体表现在，情境中作为资源的支配者，所做的决策会使较亲近一方

利益受到损失时，心理倾向不平衡。在低中庸组中未发现上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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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总的讨论与结论

7．1关于研究结果的讨论

本研究从问卷调查得出结果，中庸思维与大五因素中除神经质维度外，与其他因素

均有显著正相关。其中与严谨性和随和性的相关最高，证实了研究假设。这与高中庸人

追求合理适度，从多方角度进行思考权衡，以和为贵的处事风格相符。

在投资一决策实验中，高低中庸组的投资金额没有差异。但具体分析高中庸组的投

资金额可以看出他们的“行中“执中"或“用中”不是完全采取事物的中项，而是经过

对自身及情境的思考过后，采取的合理合适的行为，这与杨中芳教授中庸实践思维中提

到的不走极端、恰到好处的处事原则的构念相符。结果还表明高中庸人群在利益相关的

决策中对他人的回报较高，根据“报的规范”可能是高中庸者对他人恩惠的负欠感更强，

希望通过回报来减轻负疚感，恢复关系的平衡。在决策的思考上表现出对决策的结果对

今后关系的影响的考虑较多，这证实了中庸实践思维构念上表述的中庸思维会把自己可

能采取的行动会对当事各方所造成的后果做推衍的审思。可见，高中庸组较能把自己放

在一个更大的时间框架内来审思。另一方面，也可看出高中庸人群对于维系良好关系的

需求强于低中庸人，对“和”的关系更为重视，即以和为贵的处事原则。．

在关系情境的实验中，高中庸组在别人看起来是理所当然的选择上还是进行了多方

的考虑，把自己放在一个更大的空间框架来看问题。而根据不同的关系情境，高中庸人

群并不会总是保持内心的平衡，表现出对造成混合性关系人的利益损失，较之低中庸人

会引起心理的不平衡感。

7．2研究结论： ．

1、中庸思维与人格因素中的严谨性、随和性、开放性、外向性相关显著。

2、高低中庸人群在投资．回报决策上，投资金额与最低可接受回报没有显著差异。·

3、高中庸人群对投资者的回报显著高于低中庸人群。

4、高中庸人群中考虑决策的长期互惠显著多于低中庸人群。

5、高中庸组心理是否平衡较低中庸人群更受关系情境的影响。

7．3研究提出几个新观点：

l、高中庸人群在自己应得利益面前不会退缩，始终坚持合理合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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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中庸者会为了长远的利益和良好的关系而愿意付出更多。

3、当决策行为的结果会造成混合性关系人的损失时，高中庸人群的心理更为偏向

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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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本文的创新和不足之处

本文的创新之总结为以下几点：第一，结合传统文化进行实证性研究，为本土化研

究添砖加瓦；第二，对于中庸实践思维的一些构念提供了实证性的支持；第三，研究提

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和看法，对更加深入地解读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提供一些参考；第四、

使用的情境决策的实验设计，使用行为实验的方法，情境设计较为直观，贴近现实。

本文的不足之处：首先本研究的结论，受到被试取样地域、数量的限制，以及其他

变量的影响未充分的排除，所得的结论是否具有广泛的适用性，还需要进行进一步的验

证；第二，关于中庸的研究都处摸索阶段，即便台湾学者提出的中庸思维的理论也还处

在构念化的阶段。因而缺乏经过实证的理论及相关的研究成果的支持。

8．2再思考与展望

中庸的社会心理学研究虽然被提及的时间已有10多年，但是至今从事较为系统的

研究工作的学者很少，还处于起步阶段。虽然有学者提出中庸实践思维的构念化，但还

需许多有相同研究兴趣的研究者一起为中庸思维理论的形成提供实证性的证据。不论是

证实已有的理论的构念还是提出新的理论设想，对于中庸研究来说，都是值得欣喜的事。

本研究选取本土化心理学中的中庸思维进行实验性的实证研究，发现中庸人群的行

为决策与思维特征与许多大众的刻板印象相差较远。未来研究可以深入中庸人群思维机

制的探讨。扩展开来，对于中庸的生活哲学、价值判断、人际冲突的解决以及对心理健

康的贡献等许多领域还有很广阔的探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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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附录1：中庸思维量表

姓名——性别——学号
家庭住址：农村＼城镇 学科：文科＼理科 独生子女：是＼否

您好!感谢您参与问卷的作答。我们承诺：此项调查所获得的任何信息，均将得到

妥善的保密处理，．并仅用于研究目的。

请您阅读下面13个句子，在句尾写一个最符合您实际情况的数字，分数『7J为非

常符合，『1 J为非常不符合，填写的分数越高代表符合该陈述句的程度越高。

1非常不符合 7非常符合

1．意见讨论时，我会兼顾相互争执的意见。——

2．我习惯从多方面的角度来思考同一件事情。——

3．在意见表决时，我会听取所有的意见。——

4．做决定时，我会考量各种可能的状况。——
．

5．我会试着在意见争执的场合中，找出大家都能够接受的意见。——

6．我会试着在自己与他人的意见中，找到一个平衡点。——

7．我会在考虑他人的意见后，调整我原来的想法。——

8．我期待在讨论的过程中，可以获得具有共识的结论。——

9．我会试着将自己的意见融入到他人的想法中。

10．我通常会以委婉的方式表达具有冲突的意见。——

11．意见决定时，我会试着以和谐的方式让少数人接受多数人的意见。——

12．我在决定意见时，通常会考量整体气氛的和谐性。——

13．做决定时，我通常会为了顾及整体的和谐，而调整自己的表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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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2：大五人格量表简版

请在在符合您情况的选项上打“√"

1．非 2．不
3．不

4．比 5非
常不 太同

确定
较同 常同

同意 意 意 意

1．我不是一个爱发愁的人

2．我喜欢身边有很多人

3．我不喜欢浪费时间做白日梦

4．我的确喜欢我所遇见的大部分入

5．我将我的东西保持得干净整洁

6．我经常感到自己不如别人

7．我很容易发笑

8．一旦找到了做某事的适当方法后，我会坚持

采用

9．我经常与家人和同学起争执

10．我能很好的安排时间，使各种事情按时完

成

11．当处于巨大压力下，有时感觉自己都要崩

溃了

12．我不觉得自己特别轻松、无忧无虑

13．我对艺术和自然的表现形式很感兴趣
14．有必人常得我自私和以自我为中心

15．我不是一个做事有条不紊的人

16．我很少感到孤单或忧郁

17．我很喜欢与别人交谈

18．我相信让学生听富争论性的演讲，会混淆

及误导他们的思想

19．我愿与人合作，而不愿与人竞争

20我会尽心尽力完成一切分派给我的工作

21．我常常感到紧张和不安

22．我喜欢将自己置身于刺激的事件中

23．我很少或不会因诗词而产生什么感触

24．我常嘲讽并怀疑他人的意图

25．我有一套明确的目标，并有条不紊去实现

它

26．有时我感到自己毫无价值

27．我通常比较喜欢独立完成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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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我经常尝试没有吃过的和异地风味的食物

29．我相信如果你容许别人利用你，那么多数

人都会这样做

30．通常我要花很多时间，才能安下心来工作

31．我很少感到恐惧和焦虑

32．我很多时候都感到精力充沛

33．我很少注意不同处境对我的心境或感受的

影响

34．我所认识的大部分人都喜欢我

35．我工作努力，为达成自己设的目标

36．我常因别人对待我的方式而感到愤怒

37．我是个快乐的、生气勃勃的人

38．我认为在道德问题上做决定时，应遵从宗

教权威
39．有凿人常得我冷冰冰。有心计

40当我做出承诺后，我总是能够贯彻到底

41．当事情不顺利时，我经常会有挫败感并想

放弃

42．我不是一个乐观主义者

43．当我阅读一首诗或观看一件艺术品时，我

有时会感到兴奋或惊喜

44．我的态度是讲求实际和不感情用事

45．我有时不能做到我应有的可靠和值得信赖

46．我很少感到忧郁和沮丧

47．我的生活节奏很快

48．我没有兴趣思索宇宙的本质和人类的现状

49．我通常会尽量体贴及考虑周全

50．我做事有效果，也有效率

51．我经常感到无助，并希望他人帮我解决问

题

52．我是个非常活跃的人

53．我对要动脑的思考性的东西有很强的好奇

心

54．如果我不喜欢某人，我会让对方知道

55．我好像总是不能把事情做得井井有条

56．有时我会羞愧的想躲起来

57．我愿意我行我素，不愿领导他人

58．我喜欢思考和把玩理论和抽象的概念

59．如果必要，我会操纵他人以达成我的目的

60．我凡事都追求做到最好

再次谢谢您为我们的研究所提供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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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3：决策情境——父亲角色

江淮大地暴雨成灾，洪水横流，淮河多处出现险情，少数河断决堤，一些来不及

转移的村民只能在洪水中无助的求生。安徽阜阳颖上的一户人家在淮河决堤时，全家

逃亡，大水已经把全家人冲散，这家的男主人洪生拚命地徒手划着水，在茫茫的洪水

中寻找着亲人，好不容易找到自己的女儿小红，女儿已经精疲力竭，洪生一手紧紧抓

着女儿的胳膊，一手拚命地划水，半个小时后，他们靠近了的一座桥梁，他们要上岸

必须经过这个险关——涵闸附近，这也是最危险的地方，弄得不好要被洪水卷进涵闸，

生存的希望将十分渺茫，但是再险也得闯过去，于是洪生带着女儿小红游到涵闸的正

前方，洪水的洄流及强大的吸力差点把父女俩拉了进去。刚刚摆脱了激流的吸力，突

然上游漂过来一个人——洪生的邻居女孩英子，英子看到洪生父女，出于求生的本能．

一把抓住了洪生的衣服，顿时，洪生觉得一股强大的力量把他们拉向涵闸，洪生拚着

吃奶的力气也摆脱不了三人被冲向闸口的势头，洪生头脑还算清醒，他知道，他只有

丢下一个人，才能生存下去，他回头看了看依他而活的女儿和英子，看到女儿和英子

那在洪水中变得浑浊但可怜的目光，心里十分难受，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生存的希

望越来越渺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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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4：决策情境——医生角色

一个五岁的小姑娘因为血管球性肾炎导致严重肾衰竭。她做透析的效果不是太

好，医生认为她要存货必须通过肾移植手术换入新的，并认为肾移植有“较明确的可

能"解决目前治疗的问题。家长接受了这个建议。但是通过组织配型发现母亲和女儿

移植抗原不相配， 但是发现女儿的父亲很相配。医生把测试结果告诉了父亲，并且指

出在器官移植后，女儿恢复健康之可能(仍然不能十分肯定必然会恢复)。父亲犹豫后，

决定不给他的女儿捐赠器官。他列出了几条原因：

宰有可能找到一个死者捐赠的肾脏

木女儿在手术恢复健康之可能并不确定

宰女儿已经经受了很多痛苦了

木他缺乏勇气去捐出自己的器官 ：

但是，父亲害怕他说出自己不愿意捐赠的真相后，他的家庭会对他进行埋怨，甚至

出现破裂，认为是他让他的女儿死去。因此，他希望医生告诉他的家庭，他和女儿的移

植抗原“不相配”，尽管事实上他们是相配的。医生听了后，觉得很难作。这位医生面

对的道德责任是：

宰诚实，不欺骗

木保密(医生有责任为他所诊治的病人的医疗信息保密；透露需要征得本人同意)

木治病救人：医生最大的责任是去拯救病人

木保障被诊治者(父亲)的身体健康

宰维护这位父亲的家庭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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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致谢

随着这篇论文的完成，在漳州师院七年的学习生涯也即将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漳

州师院见证着我从十几岁到二十几岁这段人生中最青春、最美好的时光。向老师们吸取

知识的养分、与同学们欢声笑语的这几年是我生命中最宝贵的财富。

我的导师张灵聪教授一直在为我们的学习生活创造最好的环境，对我的论文给予悉

心的指导，不仅是学业的导师还是还是教我成长的人生的导师。老师说的一句话“虽然

我走的慢，但我一直在走"，总能在我失意时、焦躁不安时指引我继续向前。

感谢教导过我的各位尊敬的老师，曾天德老师、王希华老师、陈顺森老师、沐守宽

老师、郝兴昌老师、崔建华老师及在实验过程中给予我帮助的潘玲娜老师。

特别感谢在论文创作过程中给予我帮助的张定必师弟、许建丽师妹及08级本科生

刘斌等。在他们的支持与帮助下我的论文才得以顺利完成。

三年前第一次从漳州师院毕业，离别的苦涩还徘徊心间，而今又要重走一次。而这

一次的毕业是我二十年幸福的学生时代的结束，也是无限向往的新生活的开始。这一页

即将翻过，但我会谨记老师们的教诲，并把这三年的研究生学习中培养的探究的精神和

科学实证的态度带入新的工作与生活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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