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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通过对在苏就学与在川就学的两批四川人进行的内隐联想测验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四川先赋地缘

文化以及江苏后致地缘文化对四川人在合作倾向选择的影响。方法：运用内隐联想测验的方法对四川大

学生合作态度的内隐偏好开展实验，并进行配对及独立样本t检验的相关分析。结果：1. 江苏省的概念

词与合作词的联合度更高，呈显著相关(p < 0.001)，现今人们更倾向于与后致地缘文化的群体进行合作

交往。2. 不同性别的IAT检验没有显著差异。3. 人们更倾向于工具性的合作而并非传统型交往。结论：

1. 个体存在后致地缘合作偏好，即人们身处在后致地缘文化影响下，会选择同处于相同文化的群体进行

合作。2. 不同性别的个体，对于合作偏好是不存在显著差异的。3. 个体存在显著的后致地缘合作偏好，

个体不论是在先赋地缘文化中或是处于后致文化群体交往下，都表现为倾向于与工具性合作的偏好性。

4. 研究成果可以成为心理护理的实践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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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By analyzing the data and content of the 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 of two groups of Si-
chuan college students who went to school in Jiangsu and Sichuan, this paper studies the influence 
of Sichuan’s prior geo-culture and Jiangsu’s subsequent geo-culture on the choice of Sichuan peo-
ple’s cooperative tendency. Methods: This paper uses the method of 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 to 
experiment the implicit preference of Sichuan college students’ cooperative attitude, and inde-
pendent sample T test is carried out. Results: 1. Conceptual words in Jiangsu have a higher degree 
of association with cooperative words, showing a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p < 0.001). Nowadays, 
people are more inclined to cooperate and interact with post-geo-cultural groups. 2.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IAT between the sexes. 3. Individuals have significant post-induced geo- 
cooperation preferences; people are more inclined to instrumental cooperation than traditional 
communication. Conclusion: 1. Individuals have post-geo-cooperation preference, that i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post-geo-culture, people will choose to cooperate with groups in the same culture. 
2.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cooperation preference among individuals of different gen-
ders. 3. Individuals are inclined to cooperate with instrumentality whether in the pre-geo-culture 
or in the post-cultural group. 4. Research findings can form the basis of practice in psychological 
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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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的社会关系具有独特的逻辑，与西方社会的交换法则不同，存在面子、人情、熟、亲、信、缘、

报、义等多元化内涵。“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费孝通(1948)用差

序格局来形容中国的社会关系，每个人都是自己社会关系的中心，根据他人与自己关系的亲疏远近呈现

出有差等的次序。处于差序格局中心的己，并不是个人主义，而是自我主义，具有相对性和伸缩性，最

小时只能独善其身，最大时则可兼济天下。这种差别有序的社会关系，由内到外，由亲到疏，以亲缘关

系为基础，并向外不断延伸。亲缘是个体最重要的社会关系，能够影响个体的合作态度。在心理护理中，

亲缘合作偏好可以表现为患者更倾向于和自己的亲属或熟悉的人建立信任关系并寻求支持和帮助，可能

更愿意接受这些亲属或熟悉的人提供的治疗方案，从而提高心理护理效果。 
在传统的乡土社会中，地缘依赖于亲缘而产生，人们依据亲缘组织生产，以亲缘结成基本的生产单

元；农耕的生产方式把劳动力固定在土地上，形成了以土地为纽带、比较牢固的地缘关系。地缘和亲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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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互结合是乡土社会的重要特征，伴随着城市化进程和人口流动，建立在农耕经济上的地缘关系逐渐

瓦解，是否存在稳定的地缘合作偏好值得探讨。同时，地缘文化在同质文化场域内是增进身份认同和地

域认同的社会黏合剂，但在异质文化场域内通常会带来身份迷失和心理适应等问题。探究现代群体在不

同地域文化下的合作问题，可以进一步厘清地域改变对于心理适应问题的影响，也有利于心理护理者和

教育者依托适宜的地域文化对来访者或学生进行价值理念的塑造和心理调适。 

1.1. 合作及理论基础 

合作(Cooperation)，是解决负面人际交往，例如冲突的一种较好方式。合作是指不同个体为了共同的

目标而协同活动，促使某种既有利于自己，又有利于他人的结果得以实现的行为或意向。在人类早期社

会，合作也有助于提高群体成员的生存和繁衍后代的概率(Szathmáry, 2011)。体现在中国人身上的合作，

是以复杂的社会关系为基础的，总体表现为理性的社会交换，但具体方面又体现为个人之间的非理性情

感特征。魏昂德(1999)在研究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发现，人们在亲情和友情的社会基础上

会转向角色和交换的社会形态，两者在中国社会演变中，形成了一种新的工具性的情感联结。黄光国(1985)
把情感性、工具性和混合性三类关系相组合，提出人情权变论，认为合作是在在衡量成本和回报的基础

上的权力博弈。杨美惠(2009)则强调在资源获取上，人们往往以礼物为社交切入点，重视关系的作用，认

为合作是人际交换中的一种工具性基础。 
在非理性层面，中国人的合作表现为人际互动上的两种特征，即情感性和非对称性。差序格局理论

是费孝通(1948)提出，并表达了中国社会是以亲属关系为网络的社会格局，以人际关系网络为基础的差序

互动体系，关系亲疏远近不同，合作行为的表现也不相同，关系越亲近，合作产生的概率越高，要求的

反馈越低。中国人从古至今的人际合作都是由于在长期以往的乡土生活中建立起的以精神和物质结合的

一种文化联结为基础，林其锬(1994)根据这一点，提出了五缘文化理论，即亲缘、地缘、神缘、业缘、物

缘。 

1.2. 地缘文化对合作的影响 

人们有自己的思想，因此有各种各样的行为导向，而不同的行为具有不同的社会意义。根据行为的

社会意义，在此我们将其分为人际吸引和人际排斥两大类。地缘关系对行为倾向的影响是在价值判断的

基础影响下进而外显的一种表达方式，是根据人对事物本身所表现出来的行为倾向进行解释。一般情况

而言，同一或相近的地缘关系产生吸引，在行为表现上呈现接近等态度倾向；不同的、差异较大的地缘

关系则相互排斥，甚至在人际交往中大打出手。 
社会关系是地缘关系的一部分，会影响着中国人的合作，其特点具有复合性，可分为情感性和工具

性两个维度。情感性的基础是感情，其目的是构建和维持稳定的合作关系；工具性以交换为基础，关系

在此时是获取收益的工具。关系对象具有多样性，因此造就了中国人社会关系的差序性特点，其在情感

性和工具性上都有体现。 
社会认同可能在地缘文化对行为的影响中起着重要作用。社会认同(Social Identity)是指个体对自己作

为群体成员而属于某些特定的社会群体，以及对其伴随而来的情感意义及价值意义的了解，是指构成一

个人自我概念中源自一个人社会群体成员身份的那部分。具体就地缘文化认同而言(黄希庭，尹天子，

2012)，这种自我情感的体验或认知评价的根源，其实就是遗传与环境的交互作用的问题。但实际上，这

种地缘文化的自尊显然不是由遗传决定，或是说它大部分来自于自我意识，即个体对自己作为人的价值

的有意识判断，而个体的价值在相当程度上是由社会文化价值观塑造的，从而生活地域对个人的地缘文

化认同有巨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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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期的地缘环境的基础之上，人们会形成相同的地缘态度，这种地缘态度在人际交往中会形成一

种内隐的偏向性，产生一种认知协调，促使人们接近与合作的动机性增大。Hamilton (1963)提出了自然选

择遗传理论(The Genetical Theory of Natural Selection)，认为个体为了使自己的基因得到繁衍，个体会帮

助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他人。即，同他人合作的动机与血缘关系强度程正比。血缘关系越近，合作倾向

越强。 
群体行为主要体现在人们的合作倾向方面，合作行为的产生是群体不断适应环境并与他人产生互动

的结果。在人类社会早期，合作 (例如，合作捕猎)有助于提高群体成员生存和繁衍的机率(谢文澜等，

2013)，因此，个体为了生存不得不选择适应鼓励合作的社会生存文化，合作行为也因此产生。然而，不

同的社会群体在长期进化中又逐渐形成了特有的社会环境，如东亚社会环境强调个体之间的关联，崇尚

集体的力量，而西方社会环境则主张个体的自主性，崇尚个人的力量，合作行为的文化差异也由此产生。 
随着地缘关系的不断发展，人们合作的选择对象开始有了明确的目标，地缘关系越近，人际交往也

就更加密切，认知协调性越好，同时潜在的文化信念与个体认知、行为的因果关系具有内在必然性，相

对于地缘关系远的人群来说，会在合作中具有更强的认同性和依从度。这样，相对于群体的合作行为，

地缘关系使得合作中的人际方面更具有亲和力。 

1.3. 地缘关系的先赋性和后致性 

同样的人文环境以及同样的民族特色在不同的地区环境中可能也会有不一样的地缘关系表现。郭人

豪等人在研究比较分别在新疆和东北两个地区的相同民族(锡伯族)在个体情境下和社会情境下的认知转

换功能差异，采用了认知心理学中的经典认知转换和联合认知转换来研究两者在个体情境下和社会情境

下认知转换功能的影响。显示出了生活环境对人们本身地缘关系认同的转变。 
先赋地缘指共同的出生地、成长地为纽带而天然存在的人际关系。俗称“老乡”，尽管“乡”是地

方的概念，但人们喜欢把它和“家”联系在一起，称自己的出生地为“家乡”。由于个体的出生地是无

法选择的，这使得人们将地缘关系和血缘关系结合在一起，建立起了个体对家乡的情感认同。 
后致地缘指个体离开出生地后，迁入一个新的、与原来社会文化不同的地点，并与当地原著民互动，

逐渐建立起来的一种新的人际关系。而与先赋地缘不同的是，这种后致地缘是可以选择的，随着城镇化

与社会经济水平的提高，人们摆脱了地域的束缚，可以离开家乡去外地求学或工作。例如本实验中，大

部分被试来源于四川省，他们大多数选择后致地为苏州、上海等城市，他们在迁入地生活或工作达一定

时间后，将其称之为第二故乡，并在与当地人的互动中建立起新的地缘关系，即后致地缘。 
人们的合作是以亲缘关系为基础建立，并通过地缘关系向外延展。由此，以亲缘关系和地缘关系结

成的合作网络，是乡土社会产生合作偏好的主要原因之一。即地缘合作偏好的来源，地缘合作偏好能解

释人们合作选择的原因，并推测出人们选择合作的方向和对象，据此开展合理的社会政策，带来良好的

社会效益。 

2. 问题提出及实验研究 

综上，在先赋地缘文化影响下，当人们处于后致文化地区时，个体会遵从自身所处的文化群体中，

即：人们在选择合作对象时，虽倾向于选择先赋地缘文化的对象，但不免与自身所处后致地缘文化的人

进行合作与学习。先赋地缘是他们融入异地工作及生活的重要保障(悦中山等，2011)。因此，本研究试图

探讨个体在离开先赋地缘环境，迁入后致地缘环境后，与迁入地的原住民之间是否建立起了后致地缘合

作偏好。江苏作为东吴文化的发源，具有良渚文化的特征。坊间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自古水运贯通，

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人文历史；四川作为巴蜀文化的发祥，三星堆遗址的挖掘，凸显四川少不入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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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不出川的美誉。成都平原自古悠闲自得，人们更显得“安逸”生活。两者在人文历史以及经济方面有

着巨大的差异，能够凸显实验的地域性差异。具体研究是，拟采用 IAT 实验范式，对在苏就学与在川就

学的两批四川大学生进行内隐联想测验，探讨其对“江苏–四川”的地缘合作偏好。 

2.1. 研究方法 

2.1.1. 被试 
本实验招募 61 名大一大二在校学生作为被试，本研究被试分别来自两个地区(成都市代表四川省，

苏州市代表江苏省)，其中，四川省共招募到 30 名，江苏省共招募到 31 名。所有被试均在四川省完成小

学及中学学业，四川省作为被试家乡，为先赋地缘文化影响地，江苏省仅作为第二批被试的后致地缘文

化影响地。 
被试共有男 25 名(40.98%)、女 36 名(59.02%)，平均年龄 M = 19.71，SD = 0.732，所有被试均为右利

手，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无色盲和色弱，此前从未参加过内隐联想测验。 

2.1.2. 实验范式 
内隐联想测验方法(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以下简称 IAT)，是一种研究社会内隐认知的方法，常常

被用于测量特提的内隐态度及刻板印象等稳定的特质，它以反应时为指标，通过测量被试对目标概念与

属性词所形成的联系紧密度，以数量化的形式表示个体对于特定目标概念的态度或观念进行评估，从而

间接地测量个体的内隐态度。以往研究表明，在 IAT 对概念词与属性词之间联系的紧密程度上，用 IAT
效应以表示。效应值越大，则证明相容阶段的概念词与属性词之间的联系越紧密。本文在概念词和属性

词选择上，采用李克特五点量表评定最适合的地名概念词，及从以往研究中挑选适合本研究的属性词。 

2.1.3. 实验材料 
在概念词的选择上，以江苏省 13 个地级市，四川省 21 个地级市作为概念词候选目标，请 25 名江苏

籍本科在读生在 5 点量表(0 非常不熟悉，1 有点不熟悉，2 熟悉，3 有点熟悉，4 非常熟悉)上评定每个地

级市的熟悉程度，本实验从中分别选择两省份最熟悉的六个地级市作为概念词，作为被试的后致地缘词/
先赋地缘词与非地缘词/地缘词。 

在属性词的选择上，从以往研究中综合选取 6 个能最能表述“合作”意义与“非合作”意义的双字

词作为合作词与非合作词(王秀丽，彭杜宏，吴铁钧，2008；邓永光，2018)。12 个概念词与 12 个属性词

见表 1： 
 

Table 1. Concept word and attribute word discrimination of IAT 
表 1. IAT 的概念词与属性词辨别 

类别 词语 

概念词 
江苏地名 南京市、苏州市、无锡市、扬州市、连云港市、南通市 

四川地名 绵阳市、成都市、广元市、德阳市、乐山市、遂宁市 

属性词 
合作词 互助、协作、团结、分享、信任、配合 

非合作词 孤立、争逐、排斥、竞技、独断、斗争 

2.1.4. 实验流程 
本实验由于涉及不同地区收集实验数据问题，便在四川地区安排了实验助手，四川与江苏流程相同。

在安静的实验室中，被试端坐在电脑前，实验助手给被试讲解相关流程，并在被试理解并表示无疑问后，

主试引导被试将双手放置在键盘上，由实验助手启动实验程序。具体的实验流程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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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Process of the IAT test 
表 2. IAT 测验流程 

阶段 任务 试次 四川省被试操作 
1 初始概念词识别 12 四川地名按“F”江苏地名按“J” 
2 初始属性词识别 24 合作词按“F”非合作词按“J” 

3 相容任务(练习) 24 四川地名或非合作词按“F” 
江苏地名或合作词按“J” 

4 相容任务 48 四川地名或非合作词按“F” 
江苏地名或合作词按“J” 

5 反转概念词辨别 12 四川省按“J”江苏省按“F” 

6 不相容任务 
(练习) 

24 四川地名或合作词按“J” 
江苏地名或非合作词按“F” 

7 不相容任务 48 四川地名或合作词按“J” 
江苏地名或非合作词按“F” 

 
整个实验过程在 10 分钟左右，结束后，由被试填写信息收集表。最后，对实验进行预处理，根据

Greenwald 的建议，先剔除测验平均准确率小于 80%的被试，在剩余被试数据中，反应时 t < 300 s 的被

试数据，按 300 s 处理，t > 3000 s，按 3000 s 处理。对实验数据筛查剔除后，四川省有效被试数量 30，
江苏省有效被试数量 31。 

2.2. 结果 

2.2.1. 江苏大学生“江苏”与“合作词”联系更紧密 
通过江苏被试对相容和不相容的任务反应时进行配对样本 t 检验，发现相容任务阶段(江苏–合作/

四川–非合作)的反应时显著快于不相容任务阶段(四川–合作/江苏–非合作)的反应时，t (30) = 3.890，p 
< 0.001 (见表 3)。 

 
Table 3. Difference tests among college students in Jiangsu province 
表 3. 江苏省大学生的差异检验 

反应阶段 M SD t df p 
相容任务 837.367  207.598  

3.89 30 0.001 
不相容任务 959.840  222.988  

2.2.2. 四川大学生“江苏”与“合作词”联系更紧密 
通过四川被试对相容和不相容的任务反应时进行配对样本 t 检验，发现相容任务阶段(江苏–合作/

四川–非合作)的反应时显著快于不相容任务阶段(四川–合作/江苏–非合作)的反应时，t (29) = 4.463，p 
< 0.001 (见表 4)。 

 
Table 4. Difference tests among college students in Sichuan province 
表 4. 四川省大学生的差异检验 

反应阶段 M SD t df p 
相容任务 875.289  207.598  

4.46 29 0.000  
不相容任务 1007.898  203.314  

2.2.3. 不同省份被试的 IAT 检验没有显著差异 
以被试所在的地区为分组变量，以 IAT 效应量为因变量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差异不显著，t (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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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34，p > 0.05。 

3. 讨论 

在当今社会中，大多数四川大学生离开家乡到更加发达的东部地区求学，这一行为使得其与江苏地

区的人们以及当地文化有了联系与渗透，同时赋予了他们当地的自主意识，提高了在当地活动的主动性，

从而提升了对江苏地区的文化认同感。其次，当他们在江苏工作与学习的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会出现合

作的产生，由于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将江苏作为第二故乡成为主观选择，因此会产生后致地缘合作偏

好。同时，迁入江苏的学生遇到先赋地缘文化的人们概率会远小于后致文化的群体，由于合作的互利性，

以及人们的功利性，与后致文化群体合作自然成为必要的选择。因此，后致地缘偏好的形成对于在苏上

学的四川人来说就水到渠成。同时，在苏上学的四川人形成的后致地缘偏好表明，在地域流动中，个体

能顺应需要，形成与后致地缘环境的合作倾向，促进良好社会合作关系，这可能会更好地促进地域流动

中个体的心理适应和健康发展。 
个体在先赋地缘文化环境中生活，也会遇到非先赋地缘群体，依据社会认同理论，人们更愿意将其

划分为外群体，但个体对群体的划分是相对的。随着人口流动的加快，原本独立的地缘关系区划被打破，

个体对两种地缘群体合作倾向的判断也有所不同。同时，有研究表明个体对某一类群体形成的知识、观

念或预期会形成刻板印象。由于四川省和江苏省经济体量、产业结构、教育医疗等方面差距较大，在文

化上，江苏是吴文化的发源地，四川属巴蜀文化的来源，在语言、习俗等乡土人情上也有差异，形成了

工具性合作和传统型交往明显的对比。在当今社会下，人口流动的迁入频率增加，导致人才流动性加大，

一个城市(地区)大政方针的人才政策在这时就起到了立竿见影的作用，就更容易形成同非先赋地缘群体合

作的趋势。例如近几年人口持续涌入增长的成都市。从人类进化学的角度来看，有学者认为合作行为是

在群体竞争中衍生出来的。研究表明，当合作群体之间存在竞争关系时，男生群体的合作率会显著提高，

而女生群体的合作率不会因为有其他群体的比较而受到影响(Vugt, Cremer, & Janssen, 2007)。但是在后致

地缘合作偏好影响下，性别并没有存在显著差异，即使性别不同，他们在后致地缘合作情况的性别选择

中也并没有偏好影响。 
个体不论是在先赋地缘文化中或是处于后致文化群体交往下，都表现为倾向于与江苏省人群合作的

偏好性，这可能是由于地域经济差异导致的人们合作的向优性。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发展以及国家城市转

化升级的进程，江苏省的城市较四川省城市相比，经济更发达，基础设施更完善，口碑也就更好，由于

人们都想要良好的生活条件以及舒适的生活环境，合作偏好自然由传统关系型转变为合作互利型，与基

础方面占优势的群体合作就自然成为了必选项。因此不论是在苏上学的四川人还是留川上学的四川人不

相容任务(四川–合作/江苏–非合作)反应时均高于相容任务(江苏–合作/四川–非合作)的反应时。同时，

由于现今人们居住环境大多处于散居的城市社区中，并没有像上个世纪的大杂居、小聚居那样的邻里风

气，可能削弱了人们传统的文化融合氛围，人们交往的关系情感性并不强，并向工具性交往发展，导致

人们更倾向于与对自己有利的对象进行合作。 

4. 研究展望 

本研究主要以不同个体在同一时间段上的后致地缘合作偏好进行了横向研究，为进一步验证地缘合

作偏好的稳定性，未来可采用纵向研究，关注同一个体在不同时间段上的地缘合作偏好是否有所改变。

在医疗实践中，可以考虑患者的地缘合作偏好方面的心理需求。由于地缘合作偏好，人们更愿意与自己

地理位置相近或文化背景相似的人合作，这种合作可以促进彼此之间的信任和理解，从而为心理护理提

供更好的环境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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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 

1) 个体存在后致地缘合作偏好，即人们身处在后致地缘文化影响下，会选择同处于相同文化的群体

进行合作。 
2) 不同性别的个体，对于合作偏好是不存在显著差异的。 
3) 个体存在显著的后致地缘合作偏好，个体不论是在先赋地缘文化中或是处于后致文化群体交往

下，都表现为倾向于与工具性合作的偏好性。 
研究成果可以成为心理护理的实践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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