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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全书》中进取的
心理学指标和维度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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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进取是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心理品质,也是当代中国健全人格中的重要品质。进

取品质主要包含希望、勇气、热情和自信四项指标,在多种角度呈现不同维度,可划分为修养自我、兴旺家

业和建功立业,也可划分为力行而进、循序而进和以退为进,还可划分为主动行事、坚持不懈、积极有为等

维度,彰显了中国人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之特色。进取在历史文化下体现出与时代发展相吻合的继承性

和发展性,在中西方跨文化下体现出与文化相适应的相似性和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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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中多次指出进取的重要作用,强调“锐意进取”“开拓进取”“保持积极进

取的精神风貌”。干部和人民群众也认同进取的重要性,认为进取是一个国家、民族走向繁荣与

昌盛的精神心理基础,是一个地区加快发展的动力[1]。因此,进取是一种具有重要意义的心理品

质,个人成才和社会进步,离不开进取的心理和行为。在心理学领域,进取是健全人格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获得幸福的基础,拥有健全人格的人是幸福进取的人[2]。那什么是进取的心理学定

义? 进取的心理学指标和维度是什么? 这是非常值得探究的问题。对该问题追根溯源,既有助

于我们深刻地理解现代中国人,也有助于在心理学中深入研究进取。

心理学是研究人的科学,其研究必然离不开社会历史文化的影响。中华文化推崇个人刚健

有为、进取不止的品格,孕育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和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3],创造了

灿烂的中华文明。顺着传统乡土社会的人情世故从底层社会产生和提炼而出的儒家思想[4],是

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对于儒家自我观念的认识与探讨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我们对中国人的心

理与行为的基本认识[5],解决中国人的问题无法回避儒家思想[6]。以儒家思想为本的中国传统

文化是培育积极进取品质的沃土,从中挖掘中华民族的优秀品格,是研究和继承中华文化的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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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内容[7]。《四库全书》集成诸多儒家经典,以儒家思想为正统,倡导儒学的教化之用,强调儒

学的经世致用,将人品与文品紧密地联系起来,寄予了规范士人言行的教化目的[8]。儒家所继承

的经典,不是一家一派的或某一个宗教的经典,而是中华文明的经典[9],这些经典经过几千年时

间积累,经过历史筛选,它们是有生命力的精华,在今天仍对中国人大有裨益[10]。本研究选取

《四库全书》作为文本资料,研究进取这一饱含中华文化积淀的概念,探明进取的心理学指标和维

度,探讨现代中国人对《四库全书》中的进取概念的继承和发展,为剖析中国人的进取心理结构、

丰富和完善健全人格理论提供支撑,是构建人格研究中国化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的重要内容,有

助于提升我们的理论自信、文化自信,为世界贡献中国的智慧和理论。

二、研究方法

(一)语料库建构

语料库建构的具体过程为:(1)确定分析资料。(2)以“进取”为关键词,计算机检索“汉籍全

文检索系统(三)”中的《四库全书》,摘录含有“进取”且语义相对独立的语句或段落,初步建构语

料库。(3)标准化整理,对语料库进行简化与补充,简化标准主要有三种:①删除重复语句,保留

上下文较为完整的语句;②删除不以进取为主题的表述,如“况至,恂进取印绶带况,使者不得已,

乃承制诏之,况受而归”[11]卷16,邓寇列传第六;③通过核对原文,对表述不完整的语料进行补充。(4)形

成正式语料库。

(二)语料库特征

正式语料库涵盖古籍2159部,检索到以进取为主题,语义相对独立的语句(少数是段落)

1121条(次),涉及古籍755部,总检出率为35%。结果显示,进取在史部出现频率最高,尤以正

史类和编年类为最,涉及稍多的有纪事本末类、证书类等。这提示,史部是进取相关论述的主要

源泉。且在史部已明确“正史体尊,义与经配,非悬诸令典,莫敢私增”的情况下,进取依然有如此

丰富的记录,可见其在历代文化上的重要地位。在子部、集部大型文库中,进取的检出率较少,涉

及的有类书类、小说家类、总集类、别集类等。由3名有相关专业知识背景的研究人员对语料以

讨论的形式进行初步分类,对不能确定涵义和归属的古籍,请教古代汉语专家决定后再进行分类

(详见表1)。
表1 检索范围、检出率和整理后的检索结果

总类 古籍总部数(部) 简化后古籍部数(部) 检索到古籍数(部) 检出条数(比率)

经 550(12) 28(7) 十三经(3) 12(25%)
经注疏(4)

史 2461 771(575) 正史类(250) 杂史类(2) 901(74.6%)
(2206) 编年类(159) 载记类(4)

纪事本末类(88) 政书类(44)
传记类(6) 地理类(21)
史评类(1)

子 3165 977(125) 儒家类(11) 兵家类(5) 153(12.8%)
(766) 道家类(3) 术数类(1)

法家类(2) 小说家类(24)
杂家类(17) 类书类(61)
释家类(1)

集 1005 383(48) 总集类(17) 楚辞类(2) 55(12.5%)
(299) 别集类(25) 诗文评类(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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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表所呈现的检索资料来源于“汉籍全文检索系统(四)”的《四库全书》。其中,古籍总部数

(部)为检索的古籍总数和检索到的目标总数,简化后古籍部数(部)是经标准简化后检索的古籍

数和包含目标的古籍数,检索到古籍数(部)是包含目标的古籍在各子类中的部数,检出条数(比

率)是目标数和其古籍占简化后古籍部数的百分比。

(三)语料库的内容分析方法

采用内容分析法进行进取的语义分析。程序如下:①建立类目,在逐步删除重复引用的项目

基础上,结合文献的总体特征整理出具体类目,并明确各类目的涵义、分类标准及典型范例。②
分析单元,以进取为主题的段落,由3名研究人员从指标、维度两个方面对每个分析单元进行归

类;对于难以确定含义或归类的个别语料,请教古代汉语专家后决定。③信度评估,分别计算3
名研究人员归类的相互同意度,据杨国枢等人的信度公式求出各指标、各维度的分类信度,

信度=
n×(平均相互同意度)

1+[(n-1)×平均相互同意度],公式中的n为参与内容分析的人数,平均相互同意度是

在需要分类的单元中,一致赞成或不赞成归入某个类目的单元数所占的比例。内容分析的信度

无法到达100%精确,0.9甚至0.8以上的信度就已经很高了[12]。

三、研究结果

(一)进取的指标

指标就是我们所研究的概念是否存在的一个标记(或变量)[13],它从不同的方面反映目标概

念的特征,可以有效地衡量目标概念。例如,老师和学生的数量可当作高校的指标。

“进”最早见于甲骨文,字形为 ,上面是“隹”,鸟形,下面是“止”(趾),鸟脚只能前进不能后

退,故用以表示前进。“取”见于甲骨文,字形为 ,左边是耳朵,右边是手(又),合起来表示用手

割耳朵,古代狩猎,割取猎物左耳以计数献功[14]。进取一词最初见于“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

狷乎! 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15]论语集注卷7,子路,138,孔子没有定义狂者,孟子在之后做了解释:

“狂 者 其 志 嘐 嘐 然”“如 琴 张、曾 皙、牧 皮 者,孔 子 之 所 谓 狂 矣”,他 们 “能 进 于

道”[15]孟子集注卷14,尽心章句下,351,表明这类人对人生理想充满希望和热情,敢想敢干,其中部分人能努力

进步并有所作为,进而取之,“进(步)”和“取(得)”并重。

内容分析发现,进取保持了“进”和“取”并重的构成思想,“进”主要体现于目标的追求上,是

积极主动、努力克服困难的过程,“取”主要体现于目标的选择上,是整合现实和理想的过程,受社

会认同的价值观引导。进一步的分析结果显示,进取包含希望、勇气、热情和自信四个指标。希

望表现为一种积极的指向未来的动机状态,这种状态是以追求成功的路径(指向目标的计划、意

图或打算)和动力(指向目标的活力)交互作用为基础的[16];希望让个人对目标持乐观的认识,认

为目标是能实现的,进而使个人探索和明晰目标,并能提供心理动力来促进个人寻找实现目标的

方法和途径[17],形成追求目标的强烈的动力;希望在古籍中一般表现为商议计划、制定策略、寻

求方法等;古籍中许多进取的目标充满未知的困难和挑战,即使实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因为

有强烈的希望,最终促进了成功,希望对于进取如此之重要,故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中写道“惟

希望也,故进取”。与希望伴生的是勇气,这是一种在追求目标过程中,面对困难和挑战时表现出

来的以坚守、前进、突破等为特点的心理品质;勇气使得个人能直面具体的挑战并克服恐惧、保持

毅力,努力追求目标[7],使渺茫的希望变得可能,而希望又能激发勇气,两者紧密联系相互配合,

相辅相成直至达成目标;勇气在古籍中一般表现为征战杀伐、攻取要地、抵御强敌等。进取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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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积极的饱含热情的心理和行为状态,热情是个人对特定对象(人、观念、情境或实践等)持有的

积极情感倾向;热情既是对目标的情感,也是对追求目标行为方式的情感,建立在对目标和追求

方式的评价和判断之上,起衡量行为意图的作用[18],调节着个人的行为倾向和认知资源投入程

度;在中国重德思想的传统文化脉络中,人们对符合道德取向的目标和追求方式充满热情并积极

行动,对不符合的则缺乏热情,或回避、或排斥;热情在古籍中一般表现为对追求目标或坚持品格

的情感倾向。个人对实现目标的能力感知,决定着实现目标的行为,这一过程基于对自身能力或

己方资源的认识,以自信为指标,自信是个人对自己能力的认知和肯定,认为自己有能力追求目

标,对目标坚定而充满信心,是进取的基础和动力;自信可以帮助个人控制、调节和组织心理,并

在这一过程中指导行为、情绪、思想和目标,使个人不盲目,理智地采取相应的行为并坚持行为,

最终对行为结果产生影响[19];自信在古籍中一般表现为坚定决心或肯定实力;这一指标支持了

中国人“大七”人格中自信反映对理想和事业追求的观点[20]。进取的四个指标各有侧重又协同

作用,共同构成了个人的进取心理系统,指导个人的心理和行为。本研究把古籍中检出的进取语

料,按照它们对“希望”“勇气”“热情”和“自信”的符合情况加以归类,呈现四种指标的检出频次、

所占语料库的百分比以及评分者信度,并列出典型实例(详见表2)。
表2 进取的指标内容分析结果

类目
频次

比例(%)
信度 实  例 出  处

希望
364

(32.5)
0.92

牧之在濡须,深以进取可图。 《三国志》卷60
吴、越介在一隅,非进取中原之地。 《宋史》卷360
士子日盛,设为牒试之法,宽其进取之门。 《钦定续文献通考》卷34
党众则进取易,徒寡则见用难,士人之常势也。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6

勇气
509

(45.4)
0.94

忠信者,所以自为也;进取者,所以为人也。 《史记》卷69
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 《汉书》卷43
分道出战,然后进取兴元。 《金史》卷119
勇怯不同,贪廉各用,勇者可使进取,怯者可使守城。 《梁书》卷38

热情
121

(10.8)
0.91

博驰骋进取,不师道德,已亡可言。 《汉书》卷83
锐于功名,而嗜于进取者,随所用耳。 《唐宋文醇》卷42
彭偃,少负俊才,锐于进取。 《旧唐书》卷127
始悟凡得失皆有偃手者,遂皆罢笔入山,不复事进取云。 《宋稗类钞》卷2

自信
91

(8.1)
0.90

遣存审率前锋据临清,以俟进取。 《旧五代史》卷56
移易将帅,及储积军粮之类,便为进取之计。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3
并山东,收河南,进取幽、燕,分军四出。 《明史》卷40
俟其兵至,进取有期矣。 《平定三逆方略》卷16

  注:表中的频次(检测次数)为3位评分者同意次数,比例是检索次数占语料库总数的百分比,信度是3位评分者相互同意此归类

后的信度系数,下同

(二)进取的维度

维度属于概念的不同方面,是一种对概念的分类方法,区分概念的不同维度,可以使我们加

深对研究对象的进一步理解[13]。例如,院(系)可当作高校的维度。进取包含了目标的选择、目

标的追求和效果的产生等情境,在不同情境下,进取各指标的作用程度不同,因此进取的表现形

式也是多样化的。本研究对应进取目标的选择、目标的追求和效果的产生情境,分别从目的、行

为方式和效果三个角度,将进取划分出多种类别,即进取在这三个角度上的维度,并把古籍中检

出的进取语料按照其对各维度的符合情况加以归类,呈现各维度的检出频次、所占语料库的百分

比、评分者信度以及典型实例(详见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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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目的为角度,可以将古籍中的进取划分为自我修养、兴旺家业和建功立业三个维度,体现

出进取的目的涵盖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不同的阶段。这一维度的划分和中国人的“自我”划分

为“个我”“小我”和“大我”三个维度可相互对应。个我指个体的我,包括个人的身体及内在私欲

等的自我;小我指人伦关系中的自我,包括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五种主要的人际关系;

大我指除小我以外的群体自我,它包括社会、国家乃至自然、宇宙关系中的自我[21]。以此角度来

看,进取起于修身(自我修养),练达于齐家(兴旺家业),终极于治国平天下(建功立业),囊括了个

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一系列奋发行径,将由己到家,由家到国,由国到天下,连接成一条通

路[22],涵盖了中国古人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的心理和行为过程。建功立业占比六成多,体现了

进取注重功业追求,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对“大我”目标的崇尚。
表3 进取的不同维度划分内容分析结果

角度 维度
频次

比例(%)
信度 实  例 出  处

目的

修养
自我

兴旺
家业

建功
立业

206
(18.4)

171
(15.3)

715
(63.8)

0.92

0.93

0.91

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 《论语·子路》
汉介洁有守,恬于进取,有文集六十卷。 《宋史》卷438
安贫乐道,恬于进取。 《册府元龟》卷813

任汝举进取,穷之与达,不望于汝。 《太平广记》卷299
进取在于止足,宠禄不可过溢。 《却扫编》卷下

民知陛下诚意如此,有行之士必能进取。 《三朝北盟会编》卷174

然天下未一,当图进取。 《册府元龟》卷407
中兴在进取,王业不偏安,地尺寸不可弃。 《明史》卷277
士生斯世,有进取出力,得时行道,功烈被于民者。 《吴郡志》卷25

行为
方式

力行
而进

790
(70.4)

0.92

循序
而进

232
(20.7)

0.93

以退
为进

50
(4.46)

0.94

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 《论语·子路》
然天下未一,当图进取。 《册府元龟》卷407
民知陛下诚意如此,有行之士必能进取。 《三朝北盟会编》卷174

予生壮年,其所历多矣,尝陪诸举子进取矣。 《归潜志》卷12
进取在于止足,宠禄不可过溢。 《却扫编》卷下

力勤苦为文章,履其身以俭约,不妄自为进取。 《欧阳修集》卷62

趣操高爽,缥缥然有物外意,绝不喜进取。 《宋史》卷331
宋之国事已不可为,履祥遂绝意进取。 《元史》卷189
皆端方廉洁,恬于进取,宜显擢以风有位。 《明史》卷159

效果

主动
行事

585
(52.2)

0.91

坚持
不懈

172
(15.3)

0.92

积极
有为

205
(18.3)

0.94

急功
近利

69
(6.2)

0.95

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 《汉书》卷43
今中州大乱,诚宜进取。 《魏书》卷1
诏以明代为都督水陆诸军,趣彭城,大图进取。 《南史》卷51

待马肥之后,更图进取。 《资治通鉴》卷194
致仕于家,年力虽衰,进取弥锐。 《旧唐书》卷93
移军河阳,北连泽潞,利则进取,不利则退守。 《资治通鉴》卷221

宁建计,先径进取夷陵,往即得其城,因入守之。 《三国志》卷55
爵苟可求,得在进取,失在后时,故动以要之也。 《晋书》卷52
遣雄还乡里,更图进取。雄乃招集义众,进逼洛州。 《周书》卷43

雅好为文,躁于进取,颇自矜伐,端士鄙之。 《旧五代史》卷60
伤害清正之士,阴事中要,以图进取。 《旧唐书》卷154
躁于进取,性矜忌,不自检饬,与吏部尚书尹旻相恶。 《明史》卷168

  以行为方式为角度,可将进取划分为力行而进、循序而进和以退为进三个维度。力行而进是

指尽心竭力去完成目标,循序而进是指遵照一定的步骤逐渐深入或提高,以退为进是指行为上退

让以保持德性上的进步。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大都有“志于道”的思想动力,对社会事业有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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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史使命感,皆怀有“求仁”的崇高志向[23],而竭尽全力才有可能达成这一目标,即“力行近乎

仁”[15]中庸章句,30,甚至对竭尽全力也难以达到的理想,也要锲而不舍地追求,“知其不可而为

之”[15]论语集注卷7,宪问,149;同时,“仁”的核心内容要求自己要站得住,也要使别人站得住,自己要事事

行得通,也要使别人事事行得通[24],因此对于进取的目标,要以符合社会规范的行为一步步去实

施,循序而进以达成目标;此外,即使身处逆境也要坚持不妥协、不屈服的独立人格,坚持义以为

上、义然后取的方式实现自我价值,要舍利取义,甚至舍生取义,坚守士大夫的行为规范和道义,

不为有损气节和品格之行,懂得适时退却,这便是以退为进的进取。“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

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15]孟子集注卷13,尽心章句上,329,“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

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15]孟子集注卷6,滕文公章句下,248。可见,进取既追求物质资源,

也追求理想信念。这契合了儒家在顺境时“外王”推行自己的主张,在逆境时“内圣”追求内在,完

善心灵[25],无论进退,都以永不磨灭的功德伟业“立德、立功、立言”之“三不朽”为理想信念,实则

是进亦进取,退亦进取,进退有据,宠辱不惊,保持心灵的进取状态[26]。

以效果为角度,可将进取划分为主动行事、坚持不懈、积极有为和急功近利四个维度。主动

行事指进取能促使个人发现和创造机会,产生某种活动,体现出发动行为的动力效果;坚持不懈

指进取使得个人能持之以恒,克服困难、解决问题直到实现目标,体现出意志品质的性质;积极有

为指进取可以使得个人的行为不断接近目标并最终获得成功。但是,人心皆欲求胜,若不加限

制,就会争夺悖乱,唯有约束人欲才能实现整体性和谐[27],过度的进取也可能认人行为激进、罔

顾形势,导致急功近利的消极效果,适度的进取方能使多种强烈的动力可驾驭且有导向。

总结以上指标与维度,可将进取定义为个人在社会认同的价值观引导下,积极主动克服困

难,努力达成理想的心理品质,既是一种动力品质,也是一种意志品质。

四、讨 论

进取根植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它涉及自我关系、人我关系以及人与社会的关系,彰显了中

国人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之特色。本研究以心理学为视角,采用内容分析方法探讨中国传统

文化背景下进取的指标和维度,旨在对进取这一概念进行深入的心理学探析。所有资料均由3
名研究人员完成分析任务,对出现的分歧通过讨论达成分析的共识,以此对资料分析进行信度检

验。研究中,归类一致性系数均在0.90以上,表明此内容分析结果具有良好的信度[12,27]。语料

库分析结果显示,进取有希望、勇气、热情和自信四个指标,是一个包含多种维度的复杂心理系

统。从进取的目标追求和目标选择来看,历经千年变迁,中华文化下的进取有所继承和发展,在

中西方跨文化背景下,进取体现出相似性和差异性。

(一)进取的历史继承性与发展性

从古籍探析进取,探讨旧历史之真相,提供新时代之需要。进取出现至今,因文化、社会背景

产生诸多变迁,表现形式因自我关系、人我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发生变化而有继承也有发展。

无论古今,进取都反映出中国人对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的追求,涉及个人与自我、与他人以

及与社会的关系。中国的知识分子向来对社会事业有强烈的使命感,以天下为己任[3,23],同时又

重视人的德性品格[9],要求把道德内化于心,外化于行[28],强调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的行为符合

道义。这一认识基础,使得中国人的进取既受由目标催生的希望和勇气维持,又受热情和自信的

调整。因此个人进取的目标在满足社会需要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又和个人的功利认识相联系。

从古籍分析结果可看出,进取一方面偏重于“进”的过程,强调以符合儒家价值评判标准的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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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和行为进行自我探索和自我发展,以进步和提升为目标,以探寻真善美以及人生真谛为终极,

即儒家所关注精神修养的“内圣”和道家的“求真”;进取另一方面偏重于“取”的结果,强调积极追

寻有挑战的目标并坚持不懈,最终实现目标、积极有为,以建功立业服务家国天下为终极,即儒家

的“外王”。以“进”的进取,中华民族培养出忧国忧民的伟大胸怀,孕育了层出不穷的仁人志士,

也构筑了中华民族的优秀心理品格,使文明不断“向善”。以“取”的进取,中华民族成就了不朽的

功业,使国家太平,百姓乐业,也才有了中华绵延几千年的文明,使文明持续“向上”,这即是儒家

的完美人格———君子既要求“自强不息”又要求“厚德载物”的现实基础。因此,可以说进取是中

国人奋斗精神的具体展现。

同时,古今人们对进取积极有为的认识是一脉相承的。中华文明历经更迭,中国人却皆怀有

“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追求。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中国人,多怀有积极有为的人生追求,强

调通过个人努力追求自我发展,并尽可能在社会中实现自我和承担责任,既讲求能力的提升,也

要求目标的达成,这也是儒家文化积极入世、强调个人对社会的责任和义务的根本思想。现代社

会的进取依然强调追求社会价值的目标,有大抱负[29-30],崇高的志向是个人的内在动力和核

心[23],在健全人格中,幸福进取的最终目标也是为社会作贡献和为人类造福[31]。从古籍“中兴在

进取,王业不偏安”,“然天下未一,当图进取”,到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锐意进取,埋头苦干”以完成

“历史任务”,以及习近平《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勠力同心、锐意进取”

以“创造新的历史伟业”,都体现出进取的积极有为的继承性。

不过,古今进取的目标在形式上有发展,追求目标的情感表现也随时代发展有转变。古籍中

诸多以建功立业为目标的进取,以开疆拓土或征战杀伐来发展或维护王朝政权、保一方安宁,而

当今我们的建功立业的进取,则以为实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成就来体现,

以人民的美好生活为向往,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理想。

在情感 表 现 上,儒 家 要 求 个 人 对 待 进 取 以 恬 淡 的 态 度,在 事 业 上 追 求 “进 以 礼,退 以

义”[15]孟子集注卷9,万章章句上,291,对 于 升 迁 和 功 名 要 待 价 而 沽,对 于 闻 政 则 以 “温 良 恭 俭 让 以 得

之”[15]论语集注卷1,学而,52,待人则以礼。同时,儒家还强调自我节制和修养,推崇礼来约束、驯服人的激

烈情感反应,要求人们以平静的心态和循序的行为规范进取,传统文化价值下的个人应与环境融

合、自我克制,而不应以“自我”加诸外界为美德,不过分“自我”表现[32]。而当今社会讲求效率、

崇尚个性,追求开拓进取、锐意进取、拼搏进取、改革创新,渴望挑战和主动控制自己的生活等积

极进取行为[29-30],提倡“锐意进取”“开拓进取”,这类反映出当今时代价值取向的进取和现实相互

联系,是明显异于传统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进取,与当今努力奋斗追求美好生活,既担当

又守法,既干事又干净的进取[1],体现出进取的发展性。

当今,我们的进取应随时代步伐而继承和创新,注重“进”的进取不应只是修养者个人精神境

界的提高,还应该致力于提高民族群体的精神境界和文明水准,注重“取”的进取不应只满足田园

富足和邦国太平,还应该有领先世界的科技和文化水平,促进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

(二)进取的跨文化相似性与差异性

进取是一个中国文化积淀的概念,有深刻的“中国”烙印,无法用西方心理学的概念来替代。

西方和进取相似的心理学概念之一是自我决定,该理论假设人是具有积极的自我整合、自我完善

和不断学习倾向的积极有机体,社会因素既可以促进、也可以阻滞个体积极行为和健康心理的形

成和发展,强调个体与社会环境之间的有机互动性[33-34]。另一概念是创业精神,是个人愿意以全

力以赴的状态去完成一件事情,从而实现自己心理预期的倾向[35],和自我效能、自主性、成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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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等多种人格特质高相关[36-37]。不同文化背景下,进取和西方的概念显示出相似性和差异性。

相似性表现在进取的勇于克服困难和主动行事上。进取、自我决定和创业精神都强调个体

主动 自 发 的 行 为,发 挥 人 的 能 动 性。中 国 人 在 行 为 上 强 调 “人 能 弘 道,非 道 弘

人”[15]论语集注卷8,卫灵公,156的主动性,西方人也鼓励积极创造条件、寻找机会[38];东西方都主张积极主

动应对遇到的压力事件,勇于克服困难,敢于面对各种风险挑战,在应对人生困难和人生追求时

都提倡以问题为中心,靠自己的努力克服困难挫折,靠自身的辛苦付出实现目标[28,39]。

但也有诸多差异。首先,构成进取的理想和目标不同。东西方的个人理想差异与文化价值

观的分歧相适应,中华文明确定地形成了责任先于自由,义务先于权利,社群高于个人,和谐高于

冲突这四种价值偏好[40]。中国人在长期历史实践活动中内生出社会与国家是共生共荣关系,形

塑出命运共同体意识[41]。中国人追求社会取向的自我实现,个人进行社会取向的自我修养和改

进,适当地实践社会性与关系性角色、承诺及责任以使其社会生活完善化,入世之自我深嵌在社

会的和关系的义理脉络之中[27]。这种社会取向的自我实现使得个人的作为及作为的标准由他

人或所属群体来决定,最终的个人作为必定和他人或所属群体紧密联系,个人的价值唯有在与他

人的关系中才能得到确认和体现[5]。因此中国人的进取并非只停留在个人层面,还包括处理好

自己与他人、自己与社会的关系,中国人的进取所追求的目标存在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强

调在家庭、社会和国家中承担责任和实现自我,坚持社会幸福是个人幸福的先决条件,因此社会

规范和道德约束会使个人进取的理想与社会的发展方向一致。中国价值体系中的个人,以实践、

克制及超越转化的行为方式,来实现自己价值,而西方价值体系中的个人以表达、表现和实现的

行为方式为主[32],强调直接和结果导向。同时,西方文化中的人们讲求个人的自由、平等、博爱,

其个人主义文化价值观强调个体的独立和能力的突显[42],他们与社会环境的互动是建立在能否

冲破社会的限制及约束,个体为了自己生存而非与社会环境共生,个人主义是西方民众为人处世

的核心法则[7],他们进取追求的目标是个人价值的实现和个体发展,以“个我”的自由、自主、独立

及成就为奋斗目标[32],强调对环境的掌控[34],个人的发展不以社会发展方向为转移。

其次,对目标的情感受不同因素影响。中国人的自我发展立足于家国天下,对他人、对家国

天下怀有深厚情感。重视行为的道德性,强调对目标取之有道,在行为上要求“己所不欲,勿施于

人”[15]论语集注卷6,颜渊,126和赞扬“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15]论语集注卷3,雍也,89,以不损害他人的利益

为前提,在抉择中依良知做出自我选择,并坚定地站在道义一方,以道义为上,为此哪怕利益受损

或牺牲性命也在所不惜[43]。儒家价值下的进取既是实现目标的过程,也是修养自身品性的过

程。中国人的行为不简单地决定于外界,也非单一地由内在制约,而是在内外环境互动中彰显个

人的责任、价值和内在超越性[6]。因此中国人的行为必须符合社会关系网络,要以对他人所背负

的责任及义务来行事,中国人的进取是“求仁”的价值追求过程,对“仁”的坚定是进取的基本前

提[23]。若进取的目标和行为符合“仁”时,个人心理和行为都指向目标,希望、勇气、热情和自信

等认知意志因素整合成强大的动力,使得个人发愤力行、坚持不懈,实现高价值的自我或者成就

不朽的功业。在进取的过程中,个人的行为要维护社会安定,遵守礼仪秩序,循序追求进步有为;

若私欲和行为背离“仁”时,个人的希望减弱,热情随之退却,行为也就失去动力。而西方人自我

发展立足于个体自身,对于合乎于自己内在动力的目标更具热情,而社会性目标、行为规范等则

会明显降低其热情。满足个体自身的心理需求是西方人诸多行为执行的首要考量,他们更喜欢

自己主导自己的行为,外界的规范会成为一种压力,明确地消极影响他们的行为以及心理结果,

降低他们的情感体验[32]。可见,儒家文化下的进取既能倾听私欲的声音,又能超越私欲的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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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受价值观引导的由多种因素组成的心理系统,是一种理性、有情感的力量。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

社会心态”。培育进取品质是塑造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的核心,保持进取的心态才能对未来充满

希望和热情,才能在新征程中展现自信和勇气。进取这一源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品质对当今

社会仍有深远影响,对古籍中进取的分析有助于在更为全面理解进取的基础上,对大众的进取心

理进行探讨,为人格研究中国化建立自己的理论和话语体系。本研究所探讨的《四库全书》中的

进取的心理学指标和维度为进一步探讨进取的心理结构做了铺垫。下一步关于进取的研究应借

鉴古籍中进取的指标和维度,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与我国当前社会实际相结合,深入探索

中国人进取的心理结构,编制出进取的测量工具,深入社会开展实证研究,丰富和完善健全人格

理论。

五、结 论

本研究基于《四库全书》对进取的指标和维度进行初步探析。内容分析结果发现:进取具有

“进”和“取”并重的构成思想,包含希望、勇气、热情和自信四个指标,在多种角度可划分不同的维

度,以目的角度可划分为修养自我、兴旺家业和建功立业,以行为方式角度可划分为力行而进、循

序而进和以退为进,以效果角度可划分为主动行事、坚持不懈、积极有为和急功近利四个维度。

进取在中国历史文化背景下,继承性和发展性与时代发展特征相吻合;在跨文化背景下,相似性

和差异性都植根于中西方社会文化。下一步研究应该将传统文化背景与当前社会实际相结合,

编制出进取品质的测量工具,深入社会开展针对性的实证研究,丰富和完善健全人格理论,助力

构建人格研究中国化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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