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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交往心理的跨文化研究》

前言

　　处理与协调民族关系是多民族国家面临的重要问题，也是多民族国家关注程度比较高的一个话题
。交往作为民族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民族之间起着整合、沟通、协调、融合与促进发展的功能。
翻开每一个民族的历史，都是一部复杂的民族交往史，无论是文化渠道的交往，还是战争渠道的交往
，都充满了接触、交流与融合，每个民族以自己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在平原、山地、河边、草场中
寻求繁衍生息的土壤，在生存的意义上迁徙、融合、形成并不断发展着。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元文
化的国家，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社会稳定繁荣的历史进程中，协调民族关系、处理文化差异是我国
社会发展的重大任务。综观我国历史，民族关系的和谐与融洽是社会生活稳定、经济文化繁荣的必要
条件。民族交往的表现及其构成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综合性的内容，研究民族交往心理就是对民族关
系进行心理层面的研究。　　民族交往是民族关系的具体体现。“交往”是一个多学科共同使用的科
学概念，心理学、社会学、民族学、哲学都在研究交往问题。交往以自身难以估量的巨大能量在社会
现实的发展中客观地发挥了难以想象的作用，是民族历史走向世界的重要条件。历史交往是人类区别
于动物的社会性的集中体现，是人类存在和发展的方式，是人类主体之间相互发现、相互沟通、相互
理解、相互扬弃和相互融合的交互作用的复杂过程。由于交往，人类的文明成果才得以交流、保存和
传承，社会才得以进步和发展。“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
，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因此，我们应积极主动参与到全球化进程之中，加强同其他民族其他
国家的交往，在冲突中相互比较和学习，在交融中各自取长补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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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族交往心理的跨文化研究》结合作者所进行的田野工作以及相关的理论，论述了交往及民族交往
、交往的心理动因与社会交往理论；提出了研究民族交往心理的指标体系，认为民族交往心理的构成
要素主要包括民族交往需要动机、民族认知、民族情感、民族意识以及民族交往行为五个要素；同时
对民族交往态度与心理距离、社会结构性差异及其对民族心理的影响、生计模式重构及现代交往中的
文化心理、交往镜像中民族宗教生活及宗教心理变迁、民族交往与民俗心理的互动、民族交往中的女
性性别角色等内容进行民族心理学视角的调查研究，最后对和谐民族关系建构的民族心理因素进行了
分析。 
研究民族交往心理对于了解各民族心理特征和民族关系，深化对民族分化、民族同化和民族融合现象
及规律的认识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本项成果从民族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理论视野出发，以
对西北民族地区的调查为基础，侧重对生活于西北地区的民族交往心理进行跨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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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静，女，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渥太华大学文化交流中心客座
教授。曾经主持和正在主持的课题有：“西北少数民族交往心理研究”、“甘肃特有民族妇女宗教心
理研究”、“社会结构性差异对民族心理影响的研究”，另外承担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以及
教育科学规划办重点课题等多项国家级及省部级课题。主要从事民族心理学及女性人类学的教学与研
究工作。先后在《光明日报》理论周刊、《教育研究》、《民族研究》及其他核心期刊发表有关民族
心理学方面的论文七十余篇；出版的专著有《民族心理学研究》、《民族心理学教程》、《交往与流
动话语中的村落社会变迁》；出版的译著有《神之变——女性主义与传统宗教》以及《身体的复活—
—女性主义、宗教与精神分析》。在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建立了全国首家民族心理实验室
，形成了以民族文化心理、女性人类学为中心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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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因此，我们在做了大量文献资料分析工作的同时，确定并实施了民族学实地调查工作。我们通过
对调查对象一一新疆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乌鲁木齐县少数民族群众的考察，根据学术界对民族之
间社会交往的民族文化因素的研究，参照采集的个案进行案例分析，采用问卷调查、个别访谈、参与
观察、比较分析等调查方法，探究新疆少数民族间交往的各种民族、文化的因素及其在心理上的表现
，研究其中发现的问题，以期有助于了解新疆民族关系的现实状况，并对促进新疆民族关系的和谐发
展有一定的现实参考意义。　　该项赴新疆的调查先后进行了两次。第一次调查于2007年1月底至3月
初进行，为调查的前期阶段。主要是考察新疆乌鲁木齐市及周边地区，确定调查地点，并查找调查地
区的相关背景资料、人口及社会环境等相关数据；在部分调查地区进行问卷调查，根据调查情况对调
查问卷进行进一步的修订。第二次于2007年7月中旬至8月下旬，为调查的主要阶段。调查以乌鲁木齐
市的沙依巴克区、乌鲁木齐县甘沟乡为主，以阜康市及其他周边地区为辅，针对新疆人口较多的维吾
尔族、汉族、哈萨克族、回族、蒙古族等群众进行问卷调查和访谈、观察。　　在第一次的调查中，
关于调查地区的背景资料主要存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的地方文献收藏室。调查对象的文化及社
会环境是调查对象交往心理的重要影响因素，但目前，在国内的资料中，专门反映这部分内容的较少
，对局部地区进行专门分析的更少，只在人口统计中有相关的数据。因此，调查人员在这部分资料的
收集时，重点注意了调查对象的受教育程度、职业分布结构、行业分布结构、社会地位等有关社会结
构的因素，并分析比较了调查对象的社会结构差异及其交往心理的社会人文环境基础。　　在考察具
体调查地点方面，调查人员翻阅了乌鲁木齐市地方志等方面的资料，并走访了部分地区。认为，在乌
鲁木齐市下辖的七区一县中，沙依巴克区、乌鲁木齐县是较适宜的调查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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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专业书籍，有一定的帮助
2、研究内容多，有大量相关理论叙述，做的问卷调查和访谈没有期待中好，感觉一般，有一定学术
借鉴作用。
3、和陌生的民族握手前，要晓得的一些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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