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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就是民族学学科细化的结果，又是民族学与心理学交叉的成果，而这种交叉对研究民族学和心理
学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对民族学的研究，这种交叉更显得十分泌要和重要。
    民族这种共同体，是十分复杂的社会有机体，她的系统十分复杂，从大的方面来说，民族共同体的
系统包括共同的物质生活条件系统，共同的文化系统和生物系统。
每种系统都有多层次的结构。
就以民族的文化结构来说，有物质文化、精神文化、行为文化和制度文化，而从这些文化的形态上说
，又可分显性文化和隐性文化。
从当前民族共同体的发展来说，民族共同体的显性文化，即外在的文化特征，如衣、食、住、行以及
其他一些生活方式，越来越不明显，日常生活的一体化程度越来越高。
但是民族共同体的隐性文化，即内在特征，如民族意识、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历史情感、宗教信仰
等民族特性不仅没有消失，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更加自觉，更为强烈，而这种隐性文化的更深层次的因
素或基础，就是民族群体的心理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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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民族意识中，民族自尊、民族凝聚力居于核心地位，是构民族意识的主要成分。
　　一、民族自尊　　民族自尊对民族成员在其他民族成员之间的形象、威望、平等、独立人格以及
对他的承认、接纳、情绪、情感等个体自尊的方面有着重要的影响。
而民族成员又总与他所从属的民族存在普遍的认同感。
自尊是受人尊重和自我尊重的情感。
一个民族他民族成员心目中形象的好坏，在世界社会事务中的威望、地位，民族成员在与他民族成员
交往时，所受到的接纳、关心、承认和赏识及其程度，以及民族成员自身的信心、能力、本领、成就
、独立和自由的愿望等都是民族自尊的表现。
奥地利心理学家阿德勒(A．Adler)认为，人的动机的主要源是为自尊的先天奋斗，自我完善是生活的
主要目的，所有其的动机都是这种目的的表现。
他认为："自尊感与身体的生长行发展，它是生命本身的一种内部需要，它是生命问题所有答的根本所
在，并在我们解决这些生命问题时表现出来。
我们所的机能都按照它的方向，或以正确的方向，或以错误的方向，在为达到征服别人，获得自己的
安全，为各方面的受益而奋斗。
这种原动力从负到正永无休止，从低级到高级的强烈要求永无止息。
"　　以现在的视角看，阿德勒的观点虽然有一定的偏激性，但岛尊与人们在社会中的地位、威望与安
全之间确实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一个失去他人尊重的人，无疑就是一个孤独的人，被社会遗弃的人；同时，一个没有自尊的人也会是
一个自卑、绝望、孤独的人。
因此无论哪一国家、哪一民族的人总会具有强烈的民族自尊感，尤其在一个多民族杂居的社会中更是
如此，民族对自尊的需求更为强烈。
不同民族的成员，最不能容忍的是外族人的侵犯及对其民族自尊心的侮辱与伤害。
民族的自尊，在很多方面是以个人的自尊而体现出来的。
可以说，民族个体自尊组成、铸就了民族自尊，而民族自尊又是个体自尊的升华与集中。
作为民族意识重要内容的民族自尊，最明显的标志是不受他民族欺辱与控制的心态与心理。
从宏观方面看来，民族自尊是一个民族希望在世界事务中各民族成员友爱、平等；从微观方面看来，
民族自尊就是要求在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各民族相互协助平等友爱、共同进步。
同时，民族自尊影响民族共同体个体的自尊和形象，可以说，民族自尊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民族共同
体个体的心理与行为表现出来。
作为一个民族族体的成员总是为自己民族的繁荣富强而欢欣，为自己民族的衰颓而沮丧。
因此，长居异邦他乡的海外游子做梦都在盼望中华民族的兴旺与发达。
他们身处异国与他民族成员杂居，对民族自尊的重要性会体验得更强烈与深刻。
　 P.125-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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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作者从民族学以及心理学的双重角度细致分析了我国民族群体的心理因素。
作者从物质系统、文化系统、生物系统等多方面进行了阐述，有助于广大读者对我国少数民族的心理
及其民族意识有更清楚地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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