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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变迁中心理与行为的稳定性： 

以谦虚效应为例* 

傅根跃 1  李  康 2 
(1 杭州师范大学经亨颐教育学院心理系,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培育实验室“杭州师范大学婴幼儿发展 

与托育实验室”, 浙江省认知障碍评估技术研究重点实验室, 杭州 311121) 

(2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 安大略教育研究所, 安大略 M5R 2X2 ) 

摘  要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及生活质量生活方式的剧烈变迁, 人们的心理行为乃至文化会如何变异？作者假

设尽管社会变迁会影响和改变人类的某些心理和行为, 但有些心理行为,  因其受深层文化影响, 会十分稳定, 不

受社会变迁的影响。近 30 年的有关谦虚效应的跨文化研究为这一假设提供了佐证。谦虚是中国传统文化深层结构

中的集体主义的产物, 这种跨文化差异本质上来源于东西方文化中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差异。总结谦虚效应的

30 年系列研究结果表明尽管中国的经济社会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这个跨文化效应基本不变, 说明源于深层文

化的心理和行为存在高度的稳定性。 

关键词  谦虚效应, 说谎, 集体主义, 社会变迁, 稳定性 

分类号  B849: C91 

探寻文化的起源和演化是科学界亟待完成的

重要任务, 自然也是文化心理学的研究热点。中国

一百多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巨变, 特别是最近

四十余年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高速发展和社会快

速转型, 为研究人类心理行为及文化变迁的基本规

律提供了十分难得的机遇。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我

国的经济快速发展, 国内生产总值 1978~2017 年期

间年均增长 9.5%, 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 2.9%左右

的年均增速 , 多年来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

30%, 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面对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及生活质量生活方式的剧烈变迁, 人们的心

理行为乃至文化会如何变化？一种可能是人们的

心理与行为(包括道德观念和行为)会发生全面变化; 

另一可能是某些心理行为在发生改变的同时, 也存

在一些受深层文化影响的心理行为现象, 它们十分

稳定难以改变。为此, 学报特设专刊征集探讨中国

社会变迁中的文化、心理与行为变化(包括变与不

变的规律)及其背后的推动因素、变化机制等为主

题的研究论文。 

日前我们欣喜地看到一批心理学家从各自的

兴趣出发, 针对社会文化变迁开展了一系列有关中

国人的心理、情绪和行为如何变化的研究, 产生了

大量的成果(见综述：蔡华俭 等, 2020; 黄梓航 等, 

2021), 本专辑所发表的论文就是最新成果的杰出

代表。这些论文研究内容涉及婚姻满意度、名字独

特性、理性个人主义和功利个人主义、工作价值观、

积极理想情绪、教育效用与教育志向、道德推托水

平、心理嬗变等等与文化与工作价值观、个人主义

和集体主义、公平与正义密切相关的心理与行为变

迁状况(见本期论文：侯娟 等, 2024; 包寒吴霜 等, 

2024 ; 吴胜涛 等, 2024; 唐宁玉 等, 2024; 张明杨 

等, 2024; 张良, 张文新, 2024; 王祥坤 等, 2024; 

胡洁, 周晓虹, 2024)。从研究结果看, 大多是肯定

变化的。如中国大陆夫妻婚姻满意度随时代变迁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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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提升; 名字独特性上升体现了独特性文化价值观

与独特性心理需要的上升; 中国社会近几十年来的

文化转型表现出理性个人主义下降和功利个人主

义增长的趋势; 近几十年来中国人高、低唤醒及一

般积极情绪的偏好都在上升等等。特别是陈欣银就

中国社会变迁与人的发展提出了自己的多元建构

理论, 系统评述了相关研究并提出了“我们的研究

应该尽可能地不被现有的理论框架和方法所限制

甚至‘套牢’ ”等一系列未来相关研究的建议(见本

期：陈欣银, 2024)。总之, 这些研究为近几十年来

中国社会、经济飞速发展变迁中的文化、心理与行

为变化提供了有价值的线索和思路。 

然而, 令人遗憾的是本专辑所发表的论文都是

佐证近几十年中随社会变迁而产生文化、心理与行

为的变化的, 并没有研究不受如此巨大经济社会变

化影响的心理和行为现象。但我们假设那些受深层

文化影响的心理行为是稳定而难以改变的。过去 30

年的关于谦虚效应的系列研究为这一假设提供了

佐证。 

什么是谦虚效应？谦虚通常被认为是我们中

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是东方文化的表现之一, 与集

体主义、自尊的文化差异等密切相关(蔡华俭 等, 

2011; 施媛媛 等, 2017; Cai et al., 2011; Shi et al., 

2021)。所谓谦虚通常指个体隐瞒或贬低自己的才

能与成就, 其中一个典型的谦虚行为就是做“无名

英雄”, “做好事不留名”。而所谓谦虚效应指的是中

国人受做人要谦虚的传统思想影响对谦虚作出积

极的评价而对不谦虚的真话作出消极的评价。我们

是在 1995 年, 也就是我国经济发展快速发展的前

期, 发现了这个效应。我们比较了中国和西方 7、9、

11 岁儿童对谦虚谎(做好事不承认)和不谦虚真话

(做好事承认)的道德评价(Lee et al., 1997), 结果发

现中国儿童对谦虚谎和不谦虚真话的道德评价迥

异于西方儿童。对谦虚谎的评价, 7 岁的中国儿童还

是负面的, 9 岁开始总体上转为积极, 11 岁儿童就已

经非常积极了。相反, 中国儿童对不谦虚的真话的

积极评价随着年龄的增大而下降。我们的研究还包

括了西方的同龄儿童, 他们对谦虚谎的评价始终是

负面的; 不谦虚的真话的评价都是积极的。这个跨

文化的谦虚效应非常稳健。我们的系列研究显示谦

虚效应并不局限于中国大陆, 也存在于中国台湾、

日 本 和 韩 国 等 东 亚 国 家 和 地 区 (Fu et al., 2001; 

Heyman et al., 2010; Lee et al., 1997, 2001), 存在于

中国到北美的儿童青少年移民中(Cameron et al., 

2012); 谦虚效应不仅儿童有, 成人也有(Fu et al., 

2001, 2011); 谦虚效应不仅表现在道德判断上, 也

可以表现在行为上(Fu et al., 2016)。 

为什么会有谦虚效应？我们认为这是中国传

统儒家文化和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影响。儒家文化强

调谦逊和谦虚, 认为谦逊和谦虚具有高尚的道德价

值; 集体主义文化强调个人从属于集体和社会, 强

调无私、团结和谐和利他等。与此同时, 我们认为

谦虚效应是源于东方文化的深层结构, 不受社会变

迁的影响。这个假设得到了我们在中国台湾研究的

支持。 

我们研究台湾儿童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 台

湾与大陆一样, 是一个有深厚中国传统和价值观的

集体主义社会; 其次, 与大陆不同, 台湾一直延续

着儒家思想文化; 再者, 尽管台湾地区的学校教育

也强调诚实, 但是谦虚并没有纳入到早期学校德育

教育课程之中; 再者 , 台湾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 , 

其经济富裕、现代化要早于中国大陆。因此, 台湾

社会的这些特点使它成为验证谦虚效应并进一步

考察这种效应是否源于传统文化价值观的理想的

补充样本。Lee 等人(2001)的研究结果发现中国大

陆、中国台湾以及加拿大三地儿童在确认说谎和说

真话的概念上没有差别, 但中国儿童(无论是大陆

还是台湾)对谦虚谎的评价, 7 岁的儿童还是负面的, 

而 11 岁儿童就已经相当积极了, 而加拿大 7~11 岁

的儿童对谦虚谎的评价始终是负面的; 与之相应的, 

每个年龄段的加拿大儿童对不谦虚的真话的评价

都是相似的积极, 而中国儿童对不谦虚的真话的积

极评价随着年龄的增大而下降。研究表明谦虚效应

不是概念差别所致。中国台湾和大陆两个地区虽然

经济和政治体制不同, 对谦虚的教育安排不同, 却

具有相似的谦虚效应, 这归因于两个地区共同的中

华传统文化的价值观, 且随着年龄增长对中国文化

越来越适应。因此, 包括中国台湾样本的中加比较

研究结果支持了我们的假设：台湾地区较之大陆更

早的经济腾飞、现代化等社会变迁以及大陆地区的

“文化大革命运动”等社会变迁并没有改变深层文

化下形成的谦虚效应。 

此外, 我们还研究了日本儿童, 看看他们有没

有这个效应。日本同样是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

国家, 同时较早成为世界经济发达国家, 一度从战

败国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大国, 经历了巨大的

社会变迁。因此日本儿童也是探究东西方文化差异

及社会变迁影响的理想补充样本。Heyman 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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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的研究结果发现日本 7~11 岁的儿童对谦虚

谎给以积极的评价, 表现出同样的谦虚效应。较之

中国台湾 , 日本的经济和现代化程度更早更发达 , 

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也更早, 但这些社会变迁也没有

改变其传统文化下形成的谦虚效应。 

但是, 要证明我们的假设, 最好是去看中国大

陆儿童在过去 30 年中这个效应有没有变化。如本

文开头所述, 中国最近几十年经济高速发展, 已成

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人们的生活质量生活方式也

发生了剧烈变迁。那么剧烈的社会变迁下中国儿童

的谦虚效应是否发生变化呢？从 1995 年开始探索

谦虚效应至今, 我们每隔若干年就开展一个相关的

谦虚效应研究, 结果发现谦虚效应十分稳定(见图

1：谦虚效应：历年中西方儿童对谦虚(不谦虚)的道

德评价一览)。图 1 的数据来源于 2010 年前后的相

关研究(Cameron et al., 2012; Fu et al., 2010; Fu et 

al., 2016; Heyman et al., 2010; Lee et al., 1997, 

2001)。其中 Fu 等人(2010)的研究以中国 7、9、11

岁儿童为被试专门探讨集体主义与谦虚效应的关

系, 结果我们发现尽管中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快速

经济增长和社会变革, 谦虚效应一如既往：中国儿

童对谦虚谎的评价要比不谦虚的真话更加积极, 且

这种趋势随年龄而增加。城市儿童和家长具备专业

文化知识的儿童在公众情景下评价不谦虚的真话

更不积极。此外, 家长有较高集体主义倾向的儿童

更加认同谦虚谎。研究结果表明与集体主义相关的

宏观和微观文化因素对儿童的说谎和说真话的道

德理解均有显著影响。图 1 涉及的年代是中国改革

开放经济富裕后一直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时代, 是

世界从未发生过的经济发展奇迹, 这样的社会变迁

下, 谦虚效应稳定不变说明受深层文化影响的心理

行为的确是稳定而难以改变的。 

最后, 值得一提的是在发现谦虚效应的稳定性

的同时, 我们也看到了谦虚效应的可变性。我们对

7 至 11 岁中国大陆儿童、华裔加拿大儿童和白人加

拿大儿童对谦虚谎的道德判断与评价的跨文化研

究 进 一 步 揭 示 了 文 化 限 制 和 文 化 适 应 的 作 用

(Cameron et al., 2012)。研究结果发现中国儿童和华

裔加拿大儿童都存在谦虚效应, 但令人惊奇的是华

裔加拿大儿童尽管总体上仍然表现出谦虚效应, 但 
 

 
 

图 1  谦虚效应：1997~2016 年不同年龄中国和西方儿童对说谦虚谎和讲不谦虚真话的道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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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移民年龄会影响谦虚效应。如果他们出生在

加拿大, 他们对谦虚谎和不谦虚真话的反应更像加

拿大白人被试。如果他们是在青少年以后移民的, 

他们的谦虚效应很像中国被试 , 而儿童期移民的 , 

则表现出随着移民加拿大年龄的变小, 谦虚效应有

显著下降的趋势。可见, 儿童期可能是中国人形成

谦虚观念和习得谦虚美德的关键期。 

总之, 我们近 30 年的有关谦虚的跨文化研究

表明谦虚是中国传统文化深层结构中的集体主义

的产物, 这种跨文化差异本质上来源于东西方文化

中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差异。尽管它可以在宏观

和微观文化因素作用下有所改变(如浸润于个人主

义社会之中), 但总体上十分稳定。 

综上, 除了在与时俱进的社会变迁中不可避免

地会发生一些心理、行为与文化变化之外, 我们认

为也存在一些十分稳定难以改变的深层文化下的

心理行为现象, 如我们所研究的谦虚效应就是其中

之一。我们认为文化的演化是变化与稳定的辩证统

一, 科学研究就是要具体地揭示社会变迁中文化、

心理与行为的变和不变的规律。中国已成为世界第

二大经济体, 未来必将进一步发展, 成为世界上经

济最发达的国家。在如此剧烈变迁的时代, 《心理

学报》特设专刊, 探讨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文化和

中国人心理与行为的变化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

意义。因此我们期待在本期专刊的引导下, 有更多

的学者选择中国传统文化相关的心理行为, 精心设

计理论与实证研究, 进一步系统揭示社会变迁中心

理与行为的变化与不变现象及其背后的推动因素

和机制。我们希望会有更多的中国心理学家去做与

中华文化与中国人相关的研究 , 讲中国人的故事 , 

把中国人的故事讲给世界听 , 这必将在促进心理

科学发展的同时为国家与民族文化的发展做出新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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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aced with historically unprecedented improvements in the economy and quality of life, how will human 

psychology and behavior evolve? We hypothesize that although social changes will influence and alter certain 

aspects of human psychology and behavior, others, deeply rooted in culture, will remain stable and unaffected. 

Nearly thirty years of cross-cultural research on the modesty effect supports this hypothesis. Modesty, a product 

of the collectivism deeply embedded in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exemplifies these cross-cultural differences 

stemming from the fundamental differences between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 in Eastern and Western 

societies. After summarizing three decades of research on the modesty effect, we find that despite China's 

dramatic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s, this cross-cultural effect has remained largely constant, indicating 

a high level of stability due to its profound cultural found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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