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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十几年来，对中国移民群体文化适应的研究在数量上呈现出明显增长的趋势。已有的与中国移

民文化适应有关的研究涉及到与亲子关系和教养方式、身份认同与满意感、身心健康水平、价值观念等因

素与文化适应的关系，也对文化适应与这些因素相互作用的心理机制进行了探讨。今后的研究应进一步从

中国文化历史和价值观的大背景下分析中国移民文化适应的特点，将这一研究主题推向深入。 
关键词：移民；中国移民；文化适应；跨文化心理学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627（2014）05-0005-05 

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是指在多元文化

情景中的个体，因受其他文化或自身所在文化变

化的直接影响而产生的心理与行为的变化。[1]从

研究对象群体看，主要涉及少数族裔在主流社会

中的文化适应、地区性流动人群的文化适应、在

国外短暂学习与生活人群的文化适应、国际移民

的文化适应等。 
国际移民是上述研究对象中，经历文化适应

最典型、最深刻的群体，这一群体的文化适应也

是文化适应研究中最活跃的主题。近十几年来，

对中国移民群体（指从中国移居到其他国家的移

民）文化适应的研究在数量上呈现出明显增长趋

势，这与中国移民群体绝对数量多、对移居国经

济文化影响深远，以及中国移民具有独特深厚的

传统文化背景等因素有关。[2] 在已有的研究中，

除涉及文化适应的现状外，也广泛包括了亲子关

系与冲突、身份认同与满意感、身心健康水平以

及价值观念等因素与文化适应相互作用的内容。 
一、亲子关系与教养方式：中国移民文化适

应在家庭中的表现 

                               
收稿日期：2014-05-18 
第一作者简介：刘伟（1969-），男，安徽界首人，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认知心理学。E-mail: liuwei@shnu.edu.cn 

家庭成员的文化适应状况与亲子关系、教养

方式之间的相互影响，是中国移民文化适应研究

中的热点之一。这是因为中国家庭中的亲子关系

与教养方式有着浓厚的东方传统文化特色，中国

移民在家庭中往往会经历更强烈的不同文化的

“碰撞”。 

（一）文化适应影响亲子关系 

有研究表明，移民会使家庭成员角色发生变

化，长此以往，可能导致家庭破裂。[3] 这种角色

的变化中，最常见的是亲子关系在一定程度上的

“倒置”，即移民以后，孩子对移居国语言和文

化的接纳速度要超过父母，孩子成了父母的“父

母”或“老师”，这对于那种很重视权威以及代

际界线的家庭来说是一个很大压力。[4] 中国移民

家庭的情况也类似。例如，有研究者使用“苏恩

—卢亚洲自我认同文化适应量表（SL–ASIA）”

对 95 位身为母亲的中国移民进行了调查，让她

们评价自己和孩子的文化适应水平，发现在口语

使用、书面语言使用、电影与音乐的偏好等所有

14 个项目中，母亲均显著低于孩子。[5] 在另一

项研究中，研究者对中国移民中的一个中产阶级

和一个蓝领工人家庭进行了追踪访谈，结果发

现，亲子之间的适应差距是导致亲子之间冲突和

疏离的重要原因，并且这种亲子冲突在孩子青春

期时特别严重，因为这时青少年对自我独立的渴

望与对美国主流文化的适应结合了起来。[6]

这种亲子间文化适应水平的差距还有可能

引发心理疾病。如有研究发现，中国移民家庭中，

“文化适应相关的家庭疏远”（Acculturative 
Family Distancing，AFD）虽对青少年的影响相

对较小，但很容易引起母亲的抑郁症。[7] 另一项

研究也证实，中国移民家庭中父亲与孩子适应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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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的差异与孩子的忧郁症有显著的相关，父亲与

孩子在美国的适应水平差异导致父亲教养方式

不被孩子接受，造成孩子更多的忧郁症状。[8]

那么文化适应的差距影响亲子关系进而影

响心理健康的机制是什么呢？一项长达 5 年的

追踪研究的结果可以加以解释。这项研究探索了

中国移民中的父母文化适应情况对亲子关系的

影响——移民之前，90%的孩子和父母有较好的

关系，但移民 5 年后，多数家庭的亲子关系都出

现了疏远。研究者认为，由于父母文化适应水平

较低，会使亲子间在生活结构（亲子交流变少）、

态度（孩子觉得父母不够关心他们，不愿意交

流）、行为（冲突增多）等方面发生改变，导致

了亲子疏远。[9]

（二）教养方式影响文化适应 

亲子关系与教养方式也会对中国移民家庭

成员的文化适应产生影响。有华裔研究者对 124
名居住在加拿大多伦多的中国青少年移民和他

们的父母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良好的亲子关

系、教养方式以及家庭和睦对青少年在教育和心

理上的适应有积极作用。[10] 另有一项更深入的

调查显示，中国移民家庭中，母亲对学前儿童更

多的是权威型的教养方式，而这种教养方式有助

于增强孩子行为和注意的规律性，减少适应中的

问题行为，也能增强心理压力水平低的母亲的幸

福感和对孩子的投入。[11] 

至于教养方式作用于文化适应的机制，一项

对加拿大中国移民家庭的研究能在一定程度上

给予解释。研究者发现，父母的“教养效能感”

是移民文化适应和心理适应的一个中介。该研究

以抑郁症状、自尊感以及生活满意感作为心理适

应指标，发现如果父母的文化适应倾向于加拿大

取向，那么他们在对教养子女过程中就能体验到

更多的效能感，这进一步促进了父母的心理适

应。这也即是一个“正确的文化适应取向——教

养方式和教养效能感——更高水平的文化适应”

的过程。[12]

二、身份认同与满意感：中国移民文化适应

的重要指标 

身份认同是指移民对自己移居国公民身份

的确定和归属感程度。包括族群认同（ethnic 
identity）、民族认同（national identity）等，很

多研究者把它作为移民文化适应水平的重要指

标。一种观点认为，移民身份认同有三种类型：

坚持固有的(例如在美国的中国移民认为自己还

是中国人)、混合的（认为自己既是中国人也是

美国人）和民族泛化（认为自己是亚洲人）。[13]

身份认同之所以能成为文化适应的重要指

标，是因为绝大多数研究都得出了两者之间有着

密切联系的结论。契亚和科斯蒂根以加拿大中国

移民为对象的研究表明，身份认同水平高者自尊

水平更高，[14] 另一项研究也发现，加拿大中国

移民中青少年族群的认同水平与个人适应正相

关，具体表现为高认同者自尊感更强，发生抑郁

症的可能性更小，同时高水平的认同也有利于缓

冲学习压力产生的负面效应。[15]那么身份认同

又是怎样作用于文化适应的呢？ 
一是通过个体的活动。例如，大部分关于加

拿大中国移民的研究都表明，移民对中国文化的

认同感越强烈，他们参与相关的活动就越多，如

更多使用中文和参加华人社区活动等；相反，对

加拿大文化认同感高的移民则会更多与加拿大

同伴交流。[16]  

二是通过个人经历。研究发现，族群认同感

与文化适应的关系可能取决于代际地位——对

第一代移民来说，族群认同与个体自尊感呈正相

关，但在第二代中国移民（主要是青少年）身上

就不具有这种关系。[17] 可见，第一代移民出生

在中国的经历，使他们更多将认同感与自我感受

联系在一起，从而“放大”了身份认同感与文化

适应的关系。与此类似的研究结果还有：在控制

一系列人口学因素后，第一代中国移民的“家庭

语言”（即仅限于在家中所使用的中文）的熟练

程度与身份认同有正相关，而他们的下一代在这

方面则没有显著的相关。[18]除身份认同感外，

移民满意度有时也被当作中国移民文化适应的

指标。有人曾对 95 位生活在旧金山的华裔进行

移民满意度调查，发现语言问题、歧视问题、社

会隔离等与移民有关问题会降低满意度，二元文

化生活方式则促进满意度——那些有中外朋友

以及经常参与朋友活动的群体满意度较好。[19]

三、身心健康水平：中国移民文化适应的直

接结果 

在很多研究中，身心健康作为文化适应的结

果，成为文化适应水平的直接或间接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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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从移民时间的纵向差异看，有研究表

明，随着中国移民在移居国居住时间的增加，以

身体活动、饮食健康等为指标的身体健康水平有

下降趋势。一项探讨移民世代因素与身体锻炼之

间关系的研究发现，与第一代相比，第二、三代

中国移民的健身活动依次减少，经分析，这是因

为随着世代的推移，中国移民所处社会阶层提

高，工作占用时间增加，休闲与锻炼的时间则相

应减少。[20] 可见，以身体活动为指标的身体健

康水平可以当作文化适应的一个“反向指标”。

与此类似的是，泰勒等的研究表明，移居美国的

时间与胆固醇检验呈正相关，移居美国 10 年以

上的移民比最近移居移民的水果、蔬菜消费和体

育锻炼更少。[21]

再从横向的或比较的研究结果看，一项对波

士顿的 177 名中国移民和 428 名在上海生活的中

国人的比较研究发现，移民群体在抑郁量表以及

分量表（躯体症状和抑郁影响）上的得分显著低

于上海被试，这说明虽然移民在适应过程中会面

临更多的挑战，但是他们的“心理弹性”也会更

强。[22] 

最后，从个体差异看，有人通过对加拿大中

国老年移民的研究，发现在心理健康方面，女性

好于男性、处于正常婚姻者好于其他情况者、移

居时间长者好于时间短者、受教育水平高者好于

受教育水平低者等。[23]

关于身心健康水平受文化适应影响机制，有

学者依据研究结果进行了解释——中国大陆移

民更喜欢雇佣讲中文的家庭医生，而不论医生的

研究领域、社会经济地位和其他情况如何。说明，

语言、文化、种族三者共同影响了中国移民在移

居国对医疗机构的选择和健康管理策略。[25] 因

此，文化适应是通过健康管理策略影响身心健康

水平的。 
四、价值观念：中国移民文化适应的决定因素 

那么决定移民文化适应状况的最根本因素

是什么呢？从现有研究来看，带有祖籍国文化特

点的价值观念起着最重要的作用。有研究表明，

移民的价值观（开放性改变、自我超越、自我保

持、自我提升）与文化适应取向相关，具体来说，

持自我超越观的移民倾向于选择融合策略，持自

我保持观的移民倾向于选择同化策略。①[26]

这一观点在诸多中国移民文化适应的比较

研究中也得到了证实。研究者们的逻辑是：如果

中国移民群体与来自其他文化背景中的移民群

体在文化适应水平上的差异显著，就可推断这一

差异来自于文化背景所决定的价值观念与行为

方式。例如，一项早期研究比较了在加拿大的来

自中国香港、法国、英国的大学生的适应经历，

结果表明，这些学生在大学生活中最严重的三个

适应问题是：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学习困难、孤

独感。但中国学生的焦虑程度更高，适应和交流

问题也更突出，在对问题的积极反应程度、自我

减压方面比其他两组更差，健康度和对自我应对

能力的满意度也较低，[27] 这种区别的背后显然

是不同种族的文化价值观起着作用。另外，费德

曼等用包括“个人主义—集体主义”“个人荣誉

感”等 8 种价值观的量表分别对在美国和澳大利

亚的中国人及其后代、英国人及其后代进行测

量，发现第一代移民的文化适应是很显著，而他

们的后代就比较缓慢，适应的速度和程度取决于

个人的价值观。[28]

当然，成功的适应方式并不是完全撇弃自己

原有的价值观与文化认同，适应的过程是逐步进

行的，移民可以在拥有自己原有价值观的同时，

逐步融入新文化。[29-30]

价值观念之所以能决定移民文化适应的水

平，是因为它是认知和信念的结合，起着组织和

引导个体行为的作用，并为适应新的环境而发生

改变。[28] 例如，一项研究发现，在中国文化传

统与价值观的影响下，青少年对家庭的顺从与承

诺较明显，而与同伴（特别是与不良行为的同伴）

交往就相对减少，从而使生活在加拿大的坚持中

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的个体文化适应水平较低，反

之则较高。[31]

五、总结 

从以上综述可看出，现有对中国移民文化适

应的研究具有数量众多、涉及内容广泛的特点，

研究者不仅通过调查确定了中国移民文化适应

的现状与影响因素，而且对其中的心理机制进行

了剖析，获得了一些有启发的结论。但从总体上

看，现有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首先，缺乏对中

国移民群体中不同亚群体文化适应特点的深入

具体分析。从全世界范围看，中国移民（包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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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家庭中出生的第二代）是一个规模庞大的群

体，可根据世代、移居时间、移居原因、社会阶

层等分为不同的亚群体，部分研究者在某一层面

上关注到了亚群体间的文化适应区别，[32] 得出

了这些亚群体的文化适应特点各不相同的结论，

但多数研究则不加区分，没有进行更全面、系统

和深入的对比研究。其次，现有研究缺乏在深厚

的中国文化背景下对中国移民文化适应过程中

的特有的矛盾冲突与应对策略的分析。中国移民

文化适应研究者的主体为中国移民移入国（主要

为美国、加拿大等国）的社会文化心理学家，虽

然华人学者占相当比例，但多数研究仅限于探讨

中国移民文化适应的某一维度（如身心健康、人

际关系等）的特点，没有触及到中国移民文化适

应过程所特有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的深厚背

景。曾有一项研究针对的是新西兰中国移民的

“孝顺”观念的代际变化与相关因素，[33] 但此

类研究至今仍是凤毛麟角。 
移民文化适应的过程，实际上是移民祖籍国

与移居国的历史文化、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冲突

与调节过程在个体身上的具体体现。比如，在美

国、加拿大等移入国，中国移民与来自欧洲、亚

洲其他国家的移民都有着不同的文化适应过程、

特点和结果，[13][34][20] 原因即在于此。今后的研

究如果能在中国历史文化和价值观的大背景下

分析中国移民的文化适应，将能有效推进这一主

题的研究深度。 

注释: 

① 根据加拿大跨文化研究者贝瑞(John W. Berry)的观点，移民文化

适应的策略可分为四种：同化（assimilation）整合（integration）、

分离（separation）和边缘化（marginalization）。其中整合策略是指

既保持自己祖籍国的文化与价值观念，又与移居国族群发展良好关

系，同化策略是放弃祖籍国文化而完全接受移居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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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Literature Review on Acculturation of Chinese Immigrants 

LIU Wei1, ZHU Chun-lan2, MA Liang1, ZHANG Li1 

（1. College of Education,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2. College of Youth,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Abstract: There has been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literature researches on the acculturation of Chinese immigrant groups in 
the last decad. The existent researches involve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and parenting styles, identity and satisfaction,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view of values and acculturation, as well as the interactions of mental mechanism. The author, 
therefore, concludes that further researches are needed in the areas of Chinese cultural history and views of values to 
profoundly indicate the Chinese immigrants’ acculturated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immigrant; Chinese immigrants; acculturation;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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