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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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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一个国家的文化、历史、风俗习惯以及这个国家人们的日常行为都与这个国家的文化价值观密

不可分，本文通过对中西方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价值观差异的比较，进而解释了中西方人民在行为思想上的一些

区别。 
[关键词]  集体主义；个人主义；文化 
[中图分类号]  B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7427（2009）09-00-02 

 
1．引言 

在最近的中西文化研究中，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已经受

到人们的重视。在 Hofstede 比较文化价值观的五个基本层

面中，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体现在文化的各个方面[1]。因此

要研究不同国家的文化，就必须研究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

价值观差异。每个人的行为，不论大事还是小事都是文化的

一面镜子，许多文化现象都可以解释为个人主义和集体主

义。为了深入和清楚地了解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本文将探

讨概念的区别和现实生活中日常行为的表现差异找出中西

人民的文化价值观的区别。 
Hofstede[1]认为个人主义作为以职责的权利作为重点，

关注自己和直系亲属，强调自我和个人成就，并根据个人成

就来作为评价一个人的标准；Oyserman[2]认为规范个人主义

强调个人的责任和选择的自由，发挥个人的潜力，并尊重他

人的完整性；Schwartz [3]将个人主义价值观社会定义为一种

重要契约，其中包括狭义的基本群体以及实现社会地位所需

要的特定责任和义务的这种协商的社会关系。他们都概念化

个人主义作为一种一个人为中心的世界观，包括个人目标、

个人的独特性、和个人权力。 
Schwartz[3] 认为集体主义社会的共同特点是在社会共

同责任和期望的基础上赋予状态的社会。在这种社会中，每

个社会具有共同的命运、共同的目标、和共同的价值观，每

个人只是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集体主义只是一种靠近自己

的集体而远离其他集体的社会生存方式[2]。因为这种集体包

括家庭、宗族、种族、宗教或其他团体，因此，Hui [4] 认为

集体主义是一个多样化的建设，联合起来集中于不同的文化

不同类型和层次的群体。这样，集体主义比个人主义涉及到

一系列价值、态度和行为的一中更加宽广的范围的文化价值

观。 
2．个人主义价值观与集体主义价值观的比较 

个人主义价值观强调个人是价值的主体，与集体的相互

依赖性较弱[2]，它是一种强调个人利益高于集体利益的人生

哲学。在个人主义文化中，社会是一个由个人组成的集合，

因此在个人主义价值观中的文化中，注重的是个人的个性、

独立、自主、权力、竞争、个人成就以及情感的公开表达。

往往以个人成就作为评价一个人的重要标准。西方欧美国家

的文化价值观就是典型的个人主义。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的集体主义价值观。中国是

儒家文化，在这一思想影响的基础下，想成了中国的集体文

化价值观，集体主义的核心是强调集体是价值的主体，集体

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个人意识服从集体意识。在这一思想的

影响下，便形成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人获罪，罪诛

九族”、“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以及“倾巢之下，安有完卵”

等这些带有集体思想的故事、刑罚、以及历史。 
从历史渊源来看，中国的文化历史中，儒家思想作为社

会政治的基本价值体系，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牢牢地占据统治

地位达千年之久。儒家思想认为个人的存在是融于社会中

的。因此，一个人必须清楚自己与他人的关系；而当一个人

不能成为社会的一部分时，也就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而“个

人主义”这个术语最早来自欧洲人对法国大革命及其所谓根

源——启蒙运动思想——的普遍反应，美国的个人主义源自

基督精神的理性原则及对个人自主的追求。在美国文化的发

展过程中，它成了美国思想的起点和归宿，构成美国文化的

精髓。 
从文化教育来看，在家庭教育中经常会听到这样的俗语

“枪打出头鸟”，强调的是“三人行，必有我师”，提倡的是

谦虚谨慎，主张的是中庸之道，忌讳的是锋芒毕露，因此当

高等教育课堂采用讨论的教学方式时，美国学生往往踊跃发

言，不怕打断老师的话，不怕问倒老师，不断的向老师“发

难”。同时，对于老师的提问，美国人往往踊跃地发表自己

的观点，寻求一切方式使自己的表现在众人中突出出来。反

观中国课堂，往往学生和老师交流得很少，学生大多只是在

听老师讲课，绝对不敢提问。对于老师提出的问题，学生也

很少有主动回答的，更不用说和老师争论了。许多外国教师

经常因此而沮丧不已，觉得学生对自己的课不感兴趣。其实，

这只是价值观的不同而造成的不同的行为。中国文化的模式

注重的是内在世界，是内省和智慧。所以中国人认为人不应

该过多的把自己的智慧和聪明以及内心的情感表露出来。而

美国人则认为这些都是应该表露于形，才能让人了解。正是

在这种教育下，美国人勇于个人表现，爱“出风头”，爱冒

险，爱新奇。甚至在学术论文上西方杂志更愿意接收一些在

观念上创新的论文，而在中国的杂志更愿意接收在传统科目

下做精的论文。 
从广告宣传来看，广告虽然是一种产品的宣传，但其最

能反映现时代一个国家的文化价值观。在集体主义价值观倾

向的文化里，人们追求的是集体的和睦、荣誉、目标和成就。

他们相互依赖，相互合作。如：非常可乐，中国人自己的可

乐（娃哈哈集团）；敬业报国，追求卓越（海尔集团）；立民

族志气，创国际名牌（小天鹅集团）；海尔，中国造（海尔

集团）；坐红旗车，走中国路（红旗轿车）；中国人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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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美菱（美菱冰箱）；四十年风尘岁月，中华永在我

心中（中华牙膏）；这些广告全部表达了一种以集体一一（中

华）中国为荣誉的感情。广告商运用心理学原理，定位好产

品的消费群—本国人民，巧妙利用国人潜在的心理观念一中

华情节，大做文章，用“中华”、“中国”、“炎黄子孙”等词

语来宣传产品，力图唤起本国消费者心中的中华情怀，以催

生并加强广告的劝服力，最终达到其推销目的。此外，在集

体主义价值观下的中国人还具有强烈的从众心理。所以在中

国广告中就有“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好迪洗发水；脑白金—

送爷爷、送奶奶、送外公、送外婆、送叔叔、送阿姨、送哥

哥、送姐姐、送弟弟、送妹妹；在电视广告中我们还经常听

到“波导，2000，2001，2002 连续三年全国销量第一。波

导，手机中的战斗机”，但是这种广告未必会赢得欧美国家

人们的喜欢，因为我们都知道西方人在选择产品时更多的是

根据自己的个性来考虑，往往不会随大流。相比之下，西方

人追求个人主义，反对一致性，极力显示自己的个性与众不

同，更多的是展现个人主义取向。 比如“JUST DO IT（想

做就做）”，看耐克这句与鞋子并无直接联系的广告语，我们

似乎就已经感受到了西方世界迎面刮来的强风。正是这股时

尚、反叛、进取和充分展示个性的劲风创造了耐克神话。可

以说，耐克广告把西方个人英雄主义发挥到了极致。又如下

面一则关于轮胎的广告“Even its footprint tells you it’s 
different”这种与众不同的广告语读起来的确给你耳目一新

的感觉。 
从国际的体育比赛来看，一个国家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和

个人主义价值观更是表现的淋漓尽致。集体主义价值观强调

个人一定要服从集体的意识，而个人主义价值观强调的是个

人的独立、选择的自由以及个人的成就。以篮球国际比赛为

例（注：这里不讨论其行为的对错），在 2002 年，中国某篮

球名将由于没有同达拉斯小牛签约，希望参加夏季联赛，而

后开始公开表达自己不参加亚运会的想法，因为拒绝国家篮

协的要求回国参加训练，代表国家队参加国际大赛而将其开

除出国家男篮；同样 2004 年的奥运会中，美国的篮球名将

们因为不愿意放弃这难得的单个假期，奥尼尔、布莱恩特、

加内特和麦克格雷迪都拒绝参加奥运会的比赛以致所谓的

“梦之队”在奥运会上的蒙羞，但是这些拒绝参加比赛的球

员也没有受到任何的惩罚，因为在美国的文化价值观中，个

人的利益要高于集体的利益，而在中国那却是不可饶恕的错

误。 
3．结束语 

从以上看来，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只是某种形式的世界

观，反映人民的对世界的基本看法和理解，从而形成了民族

历史、社会制度、道德信仰、文学艺术、心理特点、风俗习

惯、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以及地域风貌等各方面

的差异，在中西方的跨文化交际中通过对中西文化价值观差

异的理解，从而有效的扩大视野以及达到有效的跨文化交

际，也有助于我们自己理解本民族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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