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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政治文化研究在政治学学科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它是政治学中最有实践意义的重要分支学科之
一，也是成果最丰富的研究领域之一。
　　当代政治文化研究的奠基人阿尔蒙德把政治文化理解为政治系统的心理取向，包括所有与政治相
关的信念、价值和态度等。
一个民族或一个社会的政治文化，就是“针对政治对象的取向模式在该民族成员中间的一种特殊分布
”，是“内化于民众的认知、情感和评价中的政治系统”。
当代政治文化研究领域最有影响的学者英格尔哈特把政治文化定义为“与一个群体或社会流行的政治
信念（beliefs）、规范（norms）和价值相关的所有政治活动”。
　　政治文化是重要的政治现象，也是在寻找政治因果关系时必须考虑的重要解释变量。
因而，在西方思想史和学术史上，对政治文化的研究源远流长。
英格尔哈特在追溯现代政治文化研究的历史渊源时，曾列举一系列里程碑式的代表作品和成果，包括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托克维尔的《论美国民主》、阿道尔诺的《
威权人格》、拉斯韦尔的《民主性格》、斯托弗的《共产主义、一致性与公民自由》、罗基奇的《开
放和封闭的精神——对信仰和人格系统性质的调查》等。
此外，一些学者还将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列入其中。
与当代科学化的以数据分析为基础的政治文化研究相比，这种研究在方法论上被视为“非科学的”，
但也有其重要价值。
在中国，自19世纪末起，学者们在讨论中西文化关系、反思中国传统文化和“国民性”时，也大量涉
及政治文化的内容。
　　布林特教授曾区分和全面梳理了西方政治文化研究的三大谱系，即法国的社会学谱系、德国的文
化哲学谱系以及美国的政治科学谱系。
法国的社会学谱系开始于孟德斯鸠，经过卢梭、斯戴尔、贡斯当、基佐以及托克维尔的发展而成为一
个重要流派。
这一流派强调从社会宏观背景的差异去理解各国政治文化的差异，进而理解各国政治制度的差异。
德国的文化哲学谱系开始于康德，经过赫尔德、洪堡、黑格尔、马克思和韦伯等人的发展而成为一个
重要流派。
这一流派强调解释学的传统，强调政治文化并不是对客观社会现实的抽象反映，而是一个国家历史、
文化象征、图腾长期积累的产物，强调从解释学的角度去理解一个国家政治文化的历史由来。
美国的政治科学谱系开始于阿尔蒙德与维巴的开创性研究，这一谱系主张通过实证的、科学的方式来
研究政治文化，从而克服传统政治文化研究的弊端，他们在方法论上主张以对各国的政治心理和政治
观念调查为基础，进而对各国的政治文化进行精确的科学测量。
　　当代政治文化研究以美国的政治科学谱系为主流。
1956年阿尔蒙德正式提出“政治文化”概念，1963年他又与维巴合作出版了《公民文化——五个国家
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此为当代科学的政治文化研究，亦即跨民族的抽样数据研究的开端。
早期的政治文化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包括英格尔斯的《人的现代化》，派伊的《中国政治的精神
》，斯里德曼的《人格与民主政治》，英格尔哈特的《寂静的革命：变化中的西方公众的价值与政治
行为方式》，本菲尔德的《落后社会的道德基础》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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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本书分析了各种国民性定义，总结了20世纪这一概念的历史发展，回顾了以往的国民性研究
成果，综合考察了不同国家国民的态度、价值体系和心理状态。
英格尔斯观察了德国、俄罗斯、以及美国三个国家的国民性，他系统分析了社会政治系统和社会经济
体制对一国国民性的“形塑”作用。
英格尔斯还设计了一个测量“现代性”的指标，包括一系列态度、价值、和行为倾向，并进行了6个
国家的跨国比较。
通过统计分析，英格尔斯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就会使得它的国民越具有“现代性”
，比如更多的个人效能感。
这本书对我们探讨现代人格的生成问题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作者认为，国民性研究是“关于众数人格与社会文化体系的研究”。
国民性即众数人格结构，指一个社会里人格类型分布的一种或多种模式。
众数人格极其重要，它决定着哪些新的文化因素被某个文化接受，哪种制度形式在一个社会长存，也
决定着这些制度的特点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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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艾历克斯·英格尔斯（Al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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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方面童年早期的人格发展是成年人格的基础，另一方面童年之后出现了重要的发展变化，这两
种看法看似矛盾，实则不然。
精神分析立场并非认为童年人格和成年人格完全一致，而是说前者为后者提供了基础或结构框架。
试想一下，一个在童年早期具有强烈口腔破坏性幻想的人，经常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强大恶势力的破坏
者和牺牲品。
精神分析理论似乎由此断定：这些想象将在其成年人格中发挥重要的构成作用。
但是，它们的表达形式、与自我分离的程度，或者融入具有个人和文化意味的自我认同的程度，很大
程度上取决于童年中期、青少年期和之后的经历。
关于这一点，埃里克森在讨论达塔他人时有过令人难忘的解释。
　　除了一以贯之的内容，精神分析观点原则上允许人格发展有变化，允许考虑整个发展过程和顺序
。
但是，在实际操作中，有一种强烈的倾向，即完全关注童年早期，忽视后面的发展阶段。
究其原因，部分在于关于后面阶段的发展理论相对停滞。
比如，卡迪纳在多项研究中试图描述个体从出生到成年的生命周期。
但是，最后他还是把成年人格首先和童年早期发生的事件联系起来。
　　罗海姆认为，只有在超我形成的主要过程出现之后，即五六岁之后，个体才可能形成特定的文化
价值和模式。
与之相似，德弗罗提出童年中期，从生殖崇拜阶段到青春期，在许多方面是个体“文化”性格发展的
关键时期。
不过，对于这种发展，两位研究者都没有提供更多概念解释或经验描述。
　　过去几十年来，童年中期、青春期和青少年时期的人格发展受到越来越多的理论关注，尽管这个
趋势还不曾对国民性研究产生很大影响。
苏理文在这方面提出过一些有趣的观点，但他的理论较为概括，没有被社会研究明确利用。
墨菲的情况与之类似；从他1953年的印度研究中就可以看出这种理解路径的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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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多年以来，学者和社会科学家一直在努力解释“国民性”概念，这一研究领域也随之经历了潮起
潮落。
我们都觉得有“这么个东西”，却难以准确地定义它。
现在，艾历克斯·英格尔斯和同事发表的论文为我们理解这个问题提供了“抓手”。
英格尔斯界定了“众数人格”，即某个社会群体中分布的持久的性格特点或模式，他运用经验调查和
态度测试资料表明在不同国家存在这样的国民性概念，他还把“国民性”与社会文化系统联系起来。
这本书是关于同民性研究的典范之作。
　　——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驻院学者　　　　艾历克斯·英格尔斯是
研究民族与人格关系的权威。
他一生的研究和思考凝聚为这本书。
当代政治事件显示，国民心态上的差异现在如以往一样重要。
对研究现代社会的跨文化心理学家、比较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来说，英格尔斯的著作在未来若干年中
，都是重要的资源。
　　——吉尔特·霍夫斯塔德（Geert Hofstede），荷兰文化合作研究所，《文化之重》作者　　　　
借用马克·吐温关于天气的说法，人人相信并依赖国民性，但没人觉得能够科学地研究它。
作为这种思维的讽刺性产物，任何国民性研究都有可能同时引发对其实质内容的赞同和对其方法论的
质疑。
在这部穷其一生写就的著作中，英格尔斯打破了这个困局，使国民性概念和它的研究方法同时变得可
靠可信。
他的众数人格概念是在两个极端之间作出精彩而有价值的妥协：一方是在“集体心理”研究中的成见
，另一方基本上否认不同文化类型的存在。
他的国民性观念从来不曾脱离其社会文化决定因素。
他的比较视野也相当广阔。
而且，他的著作运用了最适宜、最好的社会科学方法去研究时常难以捉摸的集体性格现象。
英格尔斯的国民性研究跨越50个年头，著述散见各处。
无论是社会学者还是普通读者都应该感谢作者和出版商把这些精彩的论述汇集为一本书。
　　——内尔·J.斯麦尔瑟（NeilJ.Smelser），斯坦福大学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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