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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满族心理学是满族研究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 ,目前在满族研究中对满族心理的研究还很少 ,文章强调了

研究满族心理学的必要性并分析了满族心理学研究进展缓慢的原因 ,提出研究满族心理学应该遵循的原则 ,最后介绍

厂研究满族心理学可以凭借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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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外对满族的研究涉及到满族生活的诸多方面 ,从历史的溯源到地名的考证 ,从习

俗的更替到宗教的兴衰 ,从语言的演变到文字的创制 ,从文献的整理到艺术的评介等等都

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 ,功不可没。但是 ,纵观满族研究取得的丰硕成果就会发现 ,我们

对满族的民族心理研究相当匮乏 ,不能不认为这是满族研究中的一件憾事。满族与历史

其他曾经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 (如辽代的契丹族、金代的女真族和元代的蒙古族)相比 ,能

以悬殊的力量、短促的时间取代明王朝 ,定鼎中原 ,建立超越前人的伟大基业 ,是前所未有

的奇迹 ;从后金初期没有本民族的文字 ,公文告示需要用蒙古字转写① ,到清中期各种满文

典籍汗牛充栋 ,满族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层出不穷 ,发展之快 ,程度之高 ,也是世界民族史

上鲜见的 ,其中必然存在与满族的民族心理有关的各种因素 ,因此满族研究中应该加强对满

族的心理学研究 ,使满族心理学成为满族研究和心理学研究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一、研究满族心理学的意义

(一)丰富和发展普通心理学

研究包括满族心理学在内的民族心理学对丰富和发展普通心理学具有重要的理论意

义。民族心理学研究一定历史条件下民族心理产生和发展规律 ,还研究各民族的心理素

质和民族心理特点 ,有助于揭示一般心理和个性特征以及整个人类心理发展历史及其规

律②。也就是说 ,民族心理学是以发展的观点研究不同文化条件和社会生活条件下各民

族的心理特点及其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科学。民族心理学通过对语言、神话和风俗习惯等

社会产物的分析 ,可以推演出高级心理活动的基本规律 ,是以实验法为基础的普通心理学

的有益补充。民族心理学奠基人冯特说过 :“民族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为复杂心理过程的普

通心理学 ,提供了极重要的辅助手段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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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补充和完善跨文化民族心理学研究的内容

满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伟大民族 ,在中华民族文化发展进程中 ,创造了光辉灿烂

的文化 ,特别是建立清王朝以后 ,满族在文化、政治、经济方面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

在保持本民族文化的同时 ,积极吸纳以汉族文化为主的其他民族的先进文化 ,在民族融合

过程中不断丰富和繁荣本民族的固有文化 ,因而成为独具特色的满族文化。文化的影响

是相互的 ,满族在接纳包括汉文化在内的中原文化的同时 ,也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影响着汉

文化 ,以致目前有些语言、习俗、信仰等已很难说是汉文化固有的 ,还是满族人带来的。

现今流行于世界的民族心理学理论 ,由于缺少中国的研究资料 ,许多结论并不具有文

化普适性 ,正如跨文化心理学家特里安底斯所说 :“在得到中国资料之前 ,民族心理学不可

能成为一门普通有效的科学 ,因为中国人口占了人类的很大比例。对于跨文化心理来说 ,

中国能够从新的背景上重新审查心理学成果。中国的心理学应该告诉西方的同行 ,哪些

概念、量度、文化历史因素可以修改以前的心理学成果。”同样道理 ,满族的人口又在中国

人口中占有很大的比例 ,满族已经成为中国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几个民族之一 ,因此 ,

缺少满族心理学的资料 ,中国的民族心理学研究也不可能成为普通有效的科学。

(三)消除民族偏见 　促进民族团结

满族在中国历史和文化上都具有其自身的特殊性 ,如满族是中国 55 个少数民族中较

为特殊的民族 ,她是在历史上统治过全中国的两个少数民族 (满族和蒙古族)之一 ,在历史

上曾因语言风俗等方面与中原各民族不同而被视为应该予以驱逐的“外族”,这种观念在

有些场合和阶段还有它的残余的影响 ;还有将清朝的统治等同于满族统治的观点 ,如称清

朝为“满清”,毋庸讳言 ,误解和偏见是客观存在的 ,因此研究满族心理 ,把握满族的心理特

点 ,还能够有效地克服由于历史、文化差异造成的民族心理冲突 ,消除民族偏见、民族歧视

与隔阂等心理障碍 ,使我国各民族都能真诚相待 ,亲密无间 ,携手合作 ,走上共同繁荣的道

路。

(四)提高满族的心理素 　质弘扬优良民族精神

研究满族心理学有利于提高满族同胞的心理素质 ,如发展满族人民的创造性思维 ,弘

扬满族人民崇礼尚武、英勇顽强、善于学习的优良民族性格 ,有助于提高满族的文化知识、

政治思想、道德品质和智力状况以使满族的文学艺术、社会风尚、风俗习惯等得到很好的

发展 ,为构建我国各个兄弟民族互相协作、共同繁荣的和谐社会服务。

深入研究满族心理学还有助于促进满族与其他民族的团结和合作。在我国 ,各民族

内部和各民族之间存在着心理上的差异。研究满族心理学 ,了解满族人的心理特点 ,才能

使满族与其它民族之间顺利地进行心理沟通 ,进行思想与情感交流 ,从而增进理解 ,加强

信任和合作 ,增强整个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创造力 ,这既有利于国家与民族的安定团结 ,

也有利于各民族的发展与进步。

　　二、满族心理学研究发展缓慢的原因

虽然中国跨文化意义上民族心理学研究近几年发展迅速 ,也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 ,但

也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 ,如民族心理的研究只重视那些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民族 ,对语

言、风俗、宗教等保留完好的民族研究比较集中 ,而对一些通用汉语和汉字 ,体质特征上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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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族没有明显差异 ,散居在全国各地的民族 ,如满族则研究较少 ,导致这种现状的原因很

多 ,我们仅就影响满族心理学研究滞后于其他满族研究学科的因素作一些初步的分析。

(一)民族特征的弱化

满族是一个善于学习和借鉴的民族 ,早在入关之前就广泛地向蒙古、汉、朝鲜等各民

族学习先进的文化 ,逐步地改进自己的民族生产生活方式 ,努力通过借鉴其它民族的文

化 ,提高本民族的文化素养。自入主中原以后 ,受汉文化影响更加广泛和深刻 ,以至放弃

了本民族的语言、文字、信仰、服饰以及生存方式等我们用来衡量和判断一个民族的外在

特征。一方面 ,这会使一些研究者认为满族作为一个民族已经与汉族没有明显的区别 ,满

族与汉族的民族差别已经不复存在 ,把汉族的心理等同于满族的心理 ,用汉族心理研究中

得出的结论代替对满族心理的研究。另一方面 ,由于清朝时满洲八旗驻防、戍边和垦田的

需要 ,造成满族人散居于全国各地的局面 ,而根据斯大林给民族下的定义“民族是人们在

历史上形成的 ,一个有共同地域 ,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

共同体”将无法从理论上确认一部分满族的民族归属 ,这势必影响到满族心理学研究中被

试的选取 ,给满族心理学研究增加了现实的困难 ,从而阻碍满族心理学研究的进展。

(二)研究者的偏见

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者有时并不能客观地对待自己的研究对象 ,而是带有出于民族自

尊心或大民族主义的偏见 ,对观察和研究对象根据个人的好恶进行取舍 ,这就会导致曲解

甚至歪曲研究结论的错误 ,背离了民族心理研究的初衷 ,严重地影响到满族心理研究的客

观性 ,有时还会伤害民族感情 ,损害民族心理研究工作。

来自满族的满族心理研究者 ,容易在研究工作中出现内群体偏好 ,如对满族的优良心

理素质如勤劳勇敢、勇于进取等津津乐道 ,而对于八旗子弟好逸恶劳、腐化堕落、骄横保守

等消极心理品质则讳莫如深 ,避而不谈 ,大有为亲者讳的意味 ;其他民族的满族心理研究

者则容易出现外群体贬抑的偏差 ,他们有时会将本来属于满族的积极心理品质归结到自

己民族身上 ,惟恐“花落人家”,却将满族的某些心理特点与原始、落后联系在一起 ,以突出

自己的民族在文化、心理上的优越性。虽然这只是个别现象 ,但也不能不引起研究者的注

意。

(三)民族心理学研究整体状况的制约

虽然我国的民族心理学起步并不太晚 ,如陈大齐早在 1919 年就发表了《民族心理学

的意义》,李子光在 1924 年发表了《论民族的意识》,童润之在 1929 年发表了《中国民族的

智力》,肖孝嵘在 1937 年发表了《中国民族的心理基础》。但在旧中国 ,民族心理研究举步

维艰 ,不但不具备必要的物质条件 ,研究人员也寥寥无几 ,研究处于自流状态。

新中国成立以后 ,民族心理学得到迅速发展。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民族心理

学研究才有了真正的发展。我国的民族心理学工作者深入云南、西藏、青海、内蒙古、辽宁

以及河北等地对汉、满、蒙古、回、藏、锡伯、哈萨克等 30 多个民族心理进行了调查研究 ,研

究课题非常广泛 ,其中包括 :各民族儿童认知发展的比较研究、各民族个性比较研究、各民

族青少年品德形成的比较研究、各民族的社会心理的比较研究和民族心理的基本理论研

究等。

1984 年民族心理研究组在上海成立 ,标志着民族心理学在我国确立了独立学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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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1987 年 ,民族心理研究组扩大为民族心理专业委员会。此后 ,我国民族心理研究者广

泛参与国际学术交流 ,民族心理研究呈现出令人鼓舞的发展势头。但我国民族心理研究

的底子薄 ,人员和资金都很短缺的现实也是不可否认的④。这还需要社会各界提高对民

族心理研究的认识 ,加大对民族心理研究的投入 ,为民族心理研究创造更好的条件。

另外 ,有些民族心理学 (甚至整个心理学界) 工作者的研究态度和方法也有不尽人意

的地方 ,如有的研究者足不出户 ,在大学或研究所里 ,找一些少数民族大学生作为被试 ,闭

门造车 ,重复或照搬国外的研究成果 ,得出一些生态效度值得怀疑、无关痛痒的结果 ,急功

近利 ,急于求成 ,好大喜功 ,将学术研究沦为评职称、提工资的工具 ,严重地玷污了学术空

气 ,损害了心理学的学术形象 ,也直接阻碍了民族心理学的持续健康发展。这种风气不加

以革除 ,势必贻害无穷。

　　三、满族心理学研究的原则

满族心理学作为民族心理学的一个分支 ,其研究方法在总体上与民族心理学的研究

原则、方法是一致的 ,但满族心理学又具有其自身的特殊性 ,这就要求研究者还应该遵循

一些特有的方法论原则。

(一)客观原则

客观原则也叫做实事求是原则 ,即按照事物的实际表现去揭示事物其内在的本来面

目 ,而不能凭主观臆想妄加判断或歪曲。所谓不加主观臆断 ,是指不能在毫无依据或缺乏

足够的依据的情况下 ,轻率地得出武断性结论 ,应该力求使主观认识与客观事实相一致 ,

不能人云亦云 ,听信一家之言 ,甚至把某些“戏说”性质的所谓“历史”题材的影视节目当作

研究素材 ,这些都会严重地影响到研究的客观真实性 ,这一点在研究满族心理学的时候尤

为需要引起注意。

(二)公正原则

前面在分析满族心理学进展缓慢的原因时已经提到 ,满族心理的研究者不外乎两种

情况 ,一是来自满族群体内的研究者 ,另一类是来自满族以外的其他民族群体的研究者。

无论哪种类型的研究者都应该注意 ,不要把对本民族的偏爱和对外民族的刻板印象带入

研究过程之中。从确定研究课题到形成研究假设 ,都应该避免凭自己的好恶决定取舍 ;在

观察时不能只喜欢对自己有利的事实和现象 ,而对于己不利的事实则采取视而不见的态

度 ;在解释现象、得出结论时更要注意避免掺杂个人因素 ,不能因对满族有好感而任意抬

高某种满族心理特质 ,更不能因个人对满族有成见而贬低满族的确存在的良好心理素质。

(三)普遍联系原则

“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 ,首先呈现

在我们面前的 ,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⑤。”在研究满

族心理学的时候也是这样 ,我们必须坚持普遍联系的观点 ,既看到满族作为一个少数民族

在历史上走过的独特发展道路 ,还要看到满族与汉族等其他兄弟民族长期共存、相互影

响、互相学习、共同进步的现实 ,满族的心理的产生和发展不可能是孤立的 ,而是同其他民

族的心理发展相互影响、相互交织的 ,我们既不能将满族心理学研究独立于中国的民族心

理学之外 ,又不能用普通的民族心理学取代对满族心理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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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一些心理学、民族学、社会学研究发展中已经积累起来的公认的原则和公理 ,如

系统性原则、发展原则、人道原则等等 ,理所当然地都要予以遵循 ,这里就不再赘述。

　　四、研究满族心理的客观条件

与其他几个也在进行满族研究的国家 (主要是美国、日本和俄罗斯)相比 ,我们还具有

研究满族心理学的得天独厚的客观条件 ,在满族学业已成为“中国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的今天 ,满族心理学必将成为满族学的一个主要领域 ,我们应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 ,使

我国的满族心理学走在世界的前列。

(一)满族同胞强烈的民族认同要求

尽管满族与汉族在很大程度上融合在一起 ,但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群体 ,满族却从未

被完全地吸收进汉族社会之中 ,也就是说 ,即使他们采纳了汉族文化的诸多因素 ,却从未

将自己彻底等同于汉族人 ,满族的民族认同感仍然十分强烈 ,同样 ,汉族人也从未将自己

与满族人等同。满族在和汉族等其他兄弟民族在相互作用中 ,满族更加注重本民族传统

文化的保护 ,满族在比以往更加重视发掘整理和弘扬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同时 ,民族心理与

民族意识也在强化 ,开展满族心理学研究是他们的强烈要求 ,也能得到他们的热情支持 ,

这也为我们研究和发现满族心理学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二)满族语言和史料

民族心理学创始人冯特认为语言、神话和风俗是组成民族心理学的三要素 ,民族心理

学还可能研究到其他有关现象 ,如宗教、艺术、法律和社会组织等⑥。满族的语言虽然不

再承担交际工具的功能 ,但是卷轶浩繁的满文书籍却为我们提供了研究满族心理学的有

利条件。另外在黑龙江省富裕县三家子村等地还保留着比较完善的满语⑦ ,也是研究满

族心理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源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仍然有一些锡伯族人在使用与满族语

言同源的锡伯语 ,这也弥补了满语口头语言难于找到的缺憾。

(三) 宗教和神话传说

满族先民信仰萨满教 ,认为萨满是人与天神、祖先等进行沟通和联系的中介 ,包含着

满族的自然崇拜、动植物崇拜和祖神崇拜心理 ,折射出满族人对灵魂、意识和心理活动的

探索 ,在医药不发达的时代 ,萨满承担着重要的心理治疗作用⑧。虽然现在萨满教已经不

再盛行 ,地位也大大衰落 ,但萨满教在满族民间 ,一直都有流传 ,直至上世纪五十年代 ,满

族民间仍有一些萨满教的活动 ,时至今日在满族聚居的村庄 ,除能找到萨满神谕、神器、神

服等珍贵的文物外 ,还有一些老萨满依然健在 ,这些文化遗存对研究满族心理学的价值和

意义都是非常重大的。

满族人较早就开始接受佛教的影响 ,但大多数满族人并无出家当和尚的习惯 ,而且 ,

清朝统治者也对佛教也持“信而不迷”的态度⑨ ,因此满族信仰的佛教也有着不同于蒙古

族、汉族和藏族佛教的鲜明满族特色。流传在满族民间的神话传说则曲折地反映了满族

的价值观念和对自然与人之间关系的猜想。

(四)小说诗歌等文学作品

满族作家和诗人用满语或汉语写的大量的小说诗歌等文学作品 ,是满族心理的真实

流露 ,不仅具有不朽的文学价值 ,也是探求各个时期满族人的精神风貌、心理状况的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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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书 ,其中曹雪芹的《红楼梦》达到了小说创作的巅峰 ,文康的《儿女英雄传》和老舍的《正

红旗下》都是满族作家创作的经世之作 ,所展现的历史画卷都具有浓郁的满族风情 ,满族

的心理在这些小说中被诠释得细致入微 ,是研究满族心理学的经典之作。

满族人爱好诗文 ,在清朝上至皇帝下到普通旗人 ,能提笔作诗、言志抒情者不乏其人 ,

康雍乾三帝诗文各具特色 ,其中乾隆皇帝弘历总计作诗 42613 首 ,接近《全唐诗》所收录的

有唐一代 2200 多位诗人的诗作总和”。其数量之多 ,成就之大 ,有史以来首屈一指。在这

些诗作之中对满族的民族情感、认知风格、思维方式均有集中的体现。

(五)满族网站

互联网以其不受时空限制、费用低廉和信息传递迅速等优势为我们提供了研究满族

心理学的现代化手段和途径 ,特别是一些满族文化网站的建立 ,在上面可以看到满族对自

己民族的认同感 ,对满族历史和文化符号的追寻与反思等丰富的内容。网站的游客们还

在网上交流关于满族历史、语言、人物、书籍等信息 ,便利了研究者收集满族文化、历史生

活方面的资料。从满族网民之间的交流 ,我们可以无任何干扰的条件下 ,获得许多有关满

族社会态度、人际交往、应对方式的第一手资料 ,就能了解到心理现象的真实状况。

另外满族特有的节日 (如中元节、颁金节) ,婚嫁和丧葬习俗 ,满族的颜色偏好 ,满族妇

女在社会中的地位等等 ,都是研究满族心理学可资利用的素材 ,只要深入调查 ,就会发现

诸多有助于揭示满族心理形成和发展规律的现象和行为 ,这里就不再过多地论述了。

总之 ,满族心理学是一门崭新的学科 ,我国是满族和满族学的故乡 ,我们享有研究满

族心理学得天独厚的条件 ,也受到各种因素的限制 ,可以说机遇和挑战并存 ,只要我们遵

循正确的原则 ,依靠科学的方法 ,与毗邻的学科展开深入的合作 ,就能够逐步地揭示出满

族的心理特点 ,进而建立满族心理学的理论基础 ,最终达到推进满族现代化进程 ,促进各

民族和谐共处 ,共同繁荣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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