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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逐渐认识到外倾性这一人格特质并非单纯受遗传或环境单一因素影响，

而是基因与环境的交互作用的结果。本研究针对都市与乡村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环境，探讨了它们如何

与基因交互，进而影响个体的外倾性。都市环境的快节奏、多元文化和高压状态，与乡村环境中的与自然

紧密相连、社区凝聚力强和相对稳定的生活方式，为外倾性的形成提供了不同的背景。结合现代遗传学技

术，我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外倾性是如何在遗传与环境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本研究不仅为心理学领域提

供了宝贵的研究视角，也为教育和心理咨询等实践领域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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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eople have gradually recognized that the personality trait of

extraversion is not merely influenced by genetics or environment alone, but is the result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genes and

environment.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contrasting living environments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investigates how they interact

with genetics to subsequently influence an individual's extraversion. The fast-paced, multicultural, and high-pressure nature of urban

environments, contrasted with the close connection to nature, strong community cohesion, and relatively stable lifestyle in rural

settings, provides different backdrops for the formation of extraversion. By integrating modern genetic techniques, we can gain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how extraversion forms under the combined influence of genetics and environment. This research not only

offers a valuable perspective for the field of psychology but also provides insightful implications for areas of education and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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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性格是一个复杂而多面的构成，其中外倾性是人格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维度。外倾性常常被描述为

一个人在社交场合的活跃度和开放性，它涉及人的社交性、活泼性以及情感的表达性。具有高度外倾性的

人往往更加活跃、乐观、并在社交场合中表现出色，而低度外倾的人则可能更为内敛、沉思和独立(杨凤娟

和张灵聪, 2014)。

近年来，科研人员已经对人的性格形成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其中基因-环境交互是一个核心的研究领

域(Saltz, 2019)。这种交互意味着，我们的基因与我们所处的环境相互作用，共同决定了我们的性格特质

(Perlstein and Waller, 2022)。换句话说，同样的基因在不同的环境中可能会导致不同的性格表现。

都市与乡村，作为两种典型的生活环境，其间存在着鲜明的对比(Aziiza and Susanto, 2020)。都市生活

节奏快、信息量大、社交网络复杂(Mouratidis, 2019)，而乡村则更为宁静、纯朴、与自然更为接近。这两

种环境下的日常生活、社交互动、工作和休闲方式都有很大差异。这些差异可能会对居住在这两种环境中

的人的性格产生影响，尤其是外倾性这一核心维度。

本研究旨在探讨都市与乡村环境是如何通过与基因的交互，共同影响人的外倾性的。我们希望通过深

入的研究，揭示环境对性格塑造的深层机制，以及基因是如何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作用的。此外，我们还期

望能够为人们提供有关如何更好地适应都市或乡村生活的建议，帮助他们在所处的环境中实现更好的个人

发展和心理健康。本研究希望能够为人们提供一个新的视角，理解人的性格是如何在基因和环境的共同作

用下形成的，以及都市与乡村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环境如何塑造我们的外倾性。

1外倾性的遗传基础

1.1外倾性与遗传的关系概述

外倾性是人们常用来描述一个人是否喜欢社交、是否充满活力、是否乐观的重要心理特质。近年来，

随着基因研究技术的日益发展，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外倾性具有一定的遗传基础。在双胞胎研究中，研究

者发现，同卵双胞胎的外倾性得分通常比异卵双胞胎更为相似，这暗示了外倾性具有遗传性。通过对这些

数据的统计分析，研究者估计外倾性的遗传率大约为 30%到 60%。这意味着 30%到 60%的个体差异可以归

因于遗传差异。

1.2主要与外倾性相关的基因

随着基因组关联研究(GWAS)的推进，研究者已经发现了几个与外倾性有关的基因位点。其中，

Dopamine D4 Receptor (DRD4)基因被认为是外倾性的一个主要候选基因。DRD4基因上的一个特定变异与

更高的外倾性得分有关，这与多巴胺在大脑中调控奖励和愉悦的作用相一致。此外，Serotonin Transporter
(5-HTT)基因也与外倾性有关，这与 5-HTT 在情绪调节中的作用相一致(Cuartero and Tur, 2021)。需要注意

的是，尽管已经发现了一些与外倾性相关的基因，但每个基因对外倾性的影响都是相对较小的，这意味着

外倾性是多基因性状，即多个基因共同作用导致这一特性的表现。

1.3遗传因素在外倾性形成中的作用

虽然遗传因素在外倾性的形成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个体的外倾性是预定的。遗传和

环境之间经常存在交互作用，这意味着某些基因可能只在特定的环境下影响外倾性。例如，那些携带与高

外倾性相关的 DRD4 变异的人，在童年受到积极的育儿方式时，可能会展现出更高的外倾性；而在忽视或

冷漠的育儿环境下，这种遗传倾向可能不会显现。

此外，遗传因素与神经生物学机制相结合也为我们提供了更深入的了解。例如，与外倾性相关的基因

可能影响大脑奖励系统的敏感性，使某些人对社交奖励更为敏感，从而更倾向于外向的行为。但与此同时，

环境、文化和个体经验也在人格形成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它们与遗传因素相互作用，共同塑造了个体的外

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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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遗传因素在外倾性的形成中确实起到了关键作用，但人的个性特质是遗传与环境交互作用的结

果，不能简单地归因于单一的遗传因素。

2都市与乡村环境的特点与差异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都市与乡村之间的差异逐渐凸显出来(Winsper et al., 2020)。这些环境特点不

仅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还深刻地塑造了人们的性格、行为习惯和人际关系。以下是对都市和乡村环境

特点的详细描述，以及两者之间的生活经验和互动模式的对比。

2.1都市环境的特点：多元化、快节奏、高压等

都市，常常被视为现代化、文明和进步的象征。其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多元化。无论是文化、语言、宗

教还是职业，都市中都汇聚了五湖四海、各式各样的人。这使得都市居民必须具备开放的思维，接受和尊

重各种不同的观点和生活方式。

除此之外，都市生活的快节奏也是其显著特点之一。从早到晚，都市总是繁忙而嘈杂，人们奔波于各

种工作、社交和娱乐活动之间，似乎永远没有停下脚步的时候。这样的生活节奏使得都市居民必须时刻保

持警觉，快速做出决策，而这往往会带来很大的心理压力。

正因为如此，都市生活很容易导致高压。工作的竞争、生活的节奏，以及来自各方面的压力，都使得

都市居民时常感到身心疲惫。尽管都市为人们提供了无数的机会和资源，但这同样也带来了很大的挑战和

考验。

2.2乡村环境的特点：与自然的紧密连接、社区凝聚力、生活节奏

与都市的繁忙和压抑相比，乡村给人一种宁静与和谐的感觉。首先，乡村与自然的紧密连接使得人们

能够更加接近大自然，享受到大自然带来的各种益处。在乡村，人们可以随时走进田野，听听鸟鸣，闻闻

花香，体验到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快乐。

此外，乡村社区的凝聚力也是其显著的特点之一。在乡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邻里之间互

相帮助，共同应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这种深厚的人情味和社区意识，使得乡村居民更加团结，生活更加

和谐。

最后，与都市的快节奏相比，乡村的生活节奏显然要慢得多。在乡村，人们有足够的时间去享受生活，

去品味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而不是像都市那样，总是在忙忙碌碌中度过。

2.3都市与乡村环境下人们的生活经验与互动模式的差异

都市和乡村的生活经验和互动模式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在都市，人们往往更加注重个人的独立和自由，

而在乡村，人们更加注重集体和家庭。

在都市，由于人们之间的距离相对较远，互动模式往往更加正式和有距离感。而在乡村，人们之间的

距离较近，互动模式往往更加亲近和随和。

此外，都市人们的生活经验往往更加丰富多彩，由于都市的多元化，人们有机会接触到各种不同的文

化和背景。而在乡村，人们的生活经验往往更加单一，但这也使得乡村居民更加珍惜和感激生活中的每一

刻。

总之，都市与乡村的环境特点与生活经验都有其独特之处，但无论是都市还是乡村，都有其独特的魅

力和价值。

3环境对外倾性的影响

在人的一生中，环境因素与遗传因素相互作用，共同影响着个体的人格特质形成。外倾性，作为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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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特质，也不例外。都市与乡村环境因其独特的社会文化特点，给予了居住其中的人们不同的生活经验。

那么，这两种完全不同的环境如何影响外倾性的形成和发展呢？

3.1都市环境如何可能促进或抑制外倾性的发展

都市环境，通常被认为是快节奏、高压和多元的。这种环境为居民提供了大量的社交机会，从而可能

促进外倾性的发展。例如，都市人们经常需要与不同的人打交道，无论是在工作、学习还是生活中。这些

频繁的社交互动可能会使他们更加外向、自信和社交化。同时，都市环境中的竞争更为激烈，这种竞争也

可能促使个体更多地展现外向的特质，以更好地适应环境(Huo and Jiang, 2023)。然而，都市环境也可能因

其高压和快节奏的特点，使一些人选择更为内向的生活方式，以避免外部的压力和干扰。

3.2社交机会的增多、文化多元性、经济压力等因素

都市环境中的社交机会明显增多，这不仅包括工作和学习中的交往，还包括各种社交活动和娱乐活动。

这种丰富的社交场景可能会促进个体外倾性的形成，因为他们需要频繁地与人交往，建立和维持人际关系。

而都市的文化多元性使得个体能够接触到多种文化背景的人，这种多元化的交往模式可能进一步强化外倾

性的表现。

另外，都市中的经济压力和竞争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为了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个体可能需要更频繁

地展现外向的特质，如积极、自信和决断。

3.3乡村环境如何可能促进或抑制外倾性的发展

相对于都市，乡村环境通常更为宁静和和谐。乡村的生活节奏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密。这种

环境可能使得乡村居民更注重家庭和社区的凝聚力，而不是外部的社交机会。因此，乡村环境可能会促使

个体更倾向于内向、稳重和保守。

3.4紧密的社区关系、与自然的连接、传统价值观等因素

乡村社区的关系通常比都市要紧密得多。这种紧密的人际关系可能会让人们更加珍视社区的和谐，更

注重内部的稳定性，而不是外部的变化和机会。与此同时，乡村与自然的紧密连接可能会使人们更加珍视

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更多地体验内心的平静和满足，这也可能抑制外倾性的表现。而乡村中的传统价值观，

如尊重长辈、珍视家庭和团结合作，也可能促使人们更加内向和稳重。

综上所述，都市与乡村环境都有其独特的社会文化特点，这些特点与外倾性的形成和发展息息相关。

不过，无论在哪种环境中，外倾性都是个体与环境互动的结果，反映了个体如何适应并与环境互动。

4基因-环境交互的角度

4.1基因-环境交互的基本概念

基因-环境交互(GxE)是指基因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对某个表型(如心理特质、行为或疾病)产生的影

响。这意味着特定的基因型在某一环境下可能表达出与其他环境中完全不同的表型(思延丽等, 2020)。举个

简单的例子，某些基因型可能使个体更容易受到压力的影响，但只有在高压力的环境下，这种基因型的影

响才会显现出来。

4.2都市与乡村环境如何与特定的基因型互动，共同影响外倾性

外倾性作为一种主要的人格特质，早已被认为与遗传因素有关。但近年来，研究者开始关注外倾性与

环境的交互效应，特别是都市与乡村环境与基因之间的关系。

都市环境多变、刺激丰富，与之相对应的，乡村环境相对宁静，与大自然的联系更为紧密。从基因的

角度看，某些基因型可能使个体更喜欢活跃、刺激的环境，从而更适应都市生活，更容易展现外倾特质。

而另一些基因型的个体可能更偏好宁静的环境，更容易适应乡村生活，并展现出较低的外倾性(Stallings and
Neppl,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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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并不意味着，都市环境就一定会使人更外倾，或乡村环境就会使人更内向。实际上，环境因素与

基因的交互作用要复杂得多。例如，即使一个具有高外倾性基因型的个体生活在乡村，他可能仍然保持活

跃和社交的性格。但这样的个体在都市环境下，其外倾特质可能会得到更大程度的放大。

4.3实证研究的例证与分析

近年来，有许多研究对基因-环境交互在外倾性形成中的作用进行了探讨。以下是其中的一些例证：

实例一：城乡差异与外倾性基因研究

本研究中，选取了 1000名参与者，其中一半来自杭州市，另一半来自较为偏远的诸暨市乡村地区。

首先，通过心理量表对参与者的外倾性进行评估，接着，收集他们的 DNA样本，以确定与外倾性相关的

特定基因标记。

研究结果显示，都市地区的参与者在某些与外倾性相关的基因标记上的频率明显高于乡村地区。更为

有趣的是，那些在都市地区携带特定基因型的人，其外倾性得分普遍高于乡村地区的同等基因型人群。这

可能暗示都市环境中的特定刺激或社交需求，可能使得具有外倾性基因的个体更为外向。

实例二：欧洲和亚洲的跨文化研究

此研究涉及了多个国家，包括德国、法国、日本和韩国。通过对每个国家都市和乡村地区的个体进行

抽样，研究者探索了外倾性与特定基因之间的关系是否受到文化和地理差异的影响。

结果显示，尽管所有参与国家中都能观察到基因与外倾性之间的关系，但在欧洲的都市环境中，这种

关系最为明显。与此同时，亚洲国家的乡村地区，与外倾性相关的基因的影响较为弱化。这可能反映了不

同文化对个体社交行为的期望和鼓励程度不同。

实例三：乡村环境对外倾性基因的抑制效应

这项研究在印度的几个乡村地区进行，考虑到印度的文化多样性和城乡差异。研究者选取了近千名乡

村居民，对其进行外倾性评估，并对其 DNA进行检测。

尽管许多参与者携带了与高外倾性相关的基因型，但他们的实际外倾性得分并不高。进一步的分析显

示，乡村地区的紧密社群结构和传统价值观可能起到了“抑制”的作用，使得即使具有高外倾性基因的个体，

在实际行为上也表现得相对内敛。

这些研究均表明，环境因素，尤其是都市与乡村的差异，与基因交互作用，共同塑造外倾性。但值得

注意的是，这些研究往往受到样本、文化、测量工具等因素的限制，未来仍需更多深入的研究来揭示这一

复杂现象的本质。

5其他可能的影响因素

在探索都市与乡村环境与基因之间如何共同塑造外倾性的过程中，我们不能忽视其他可能的重要影响

因素。其中，教育、家庭背景、早期经验等因素在外倾性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这些因素与基因

-环境交互的关系，进一步复杂化了外倾性的形成过程。

5.1教育、家庭背景、早期经验等因素对外倾性的影响

首先，教育对一个人的外倾性有深远的影响。教育不仅仅是知识的传递，更多的是一种价值观、思维

方式和社交技能的培养。在教育过程中，孩子会与同龄人、老师和其他成人互动，这种互动过程会影响到

他们的社交技能和人际交往能力。比如，参与团队活动和公共演讲的学生，更容易展现出外倾的特质，因

为这些活动鼓励他们表达自己和与他人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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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家庭背景在外倾性的形成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一个开放、鼓励表达和沟通的家庭环境，更容

易培养出外倾的孩子。相反，过度严格或缺乏沟通的家庭环境可能会导致孩子更加内向。父母的教育方式、

与孩子的互动模式，甚至家庭的经济状况和文化背景，都可能影响到孩子的外倾性。

再者，早期经验，特别是在关键的成长阶段，对外倾性的形成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婴儿和幼儿时期

的经验，如与父母的亲密接触、与同龄人的早期互动、以及早期受到的关心和支持，都可能影响到外倾性

的发展。

5.2如何与基因-环境交互相互作用

当我们谈到基因-环境交互时，通常是指基因和环境因素在特定的生物学过程中相互作用，共同影响个

体的行为和性格特质。在外倾性的形成中，教育、家庭背景、早期经验这些环境因素，与个体的基因共同

作用，影响外倾性的发展。

例如，一个具有易于外倾的基因变异的孩子，如果生长在一个鼓励表达和沟通的家庭和教育环境中，

他的外倾特质可能会更加明显。但是，同样具有这种基因变异的孩子，如果在一个压抑和封闭的环境中长

大，他的外倾特质可能不会得到充分的展现。

此外，环境因素也可能激活或抑制某些与外倾性相关的基因的表达。这种“基因启动”或“基因关闭”的
机制，进一步增强了基因和环境在外倾性形成中的相互作用。

总之，外倾性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涉及多种因素的相互作用。而基因-环境交互，特别是与教育、

家庭背景、早期经验等环境因素的相互作用，为我们提供了更深入、更全面的理解外倾性形成的视角。

6实践与应用

随着对外倾性背后的基因和环境交互机制的深入了解，我们发现这些知识可以为我们在不同环境中的

生活和工作提供宝贵的指导。特别是在都市和乡村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背景下，理解这些机制将帮助我们为

人们提供更加精确和个性化的支持。

6.1如何利用这些知识为人们在都市和乡村环境中提供更好的支持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人们在都市和乡村环境中面临的挑战。例如，在都市环境中，人们可能会面临来

自工作、人际交往和文化冲击的压力，而在乡村环境中，人们可能更多地面临与自然和社区关系的挑战。

通过理解外倾性与基因和环境的关系，我们可以为人们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支持。

在都市环境中，可以通过组织各种社交活动和团队建设活动，帮助人们更好地适应快节奏的生活和多

样化的人际关系。同时，为那些基因使其倾向于外倾性的人提供更多的社交机会和平台，帮助他们发挥自

己的优势。而对于那些天生倾向于内倾的人，我们可以提供一些静谧的空间和时间，让他们有机会放松和

反思。

在乡村环境中，我们可以利用外倾性的知识来设计更有益的社区活动。例如，组织一些与自然亲近的

活动，如种植、照料动植物等，可以帮助人们建立与自然的联系，发挥外倾性的积极作用。同时，还可以

鼓励人们在社区中分享自己的故事和经验，加强社区之间的联系。

6.2对教育和心理咨询的启示

在教育领域，了解外倾性与基因和环境的关系可以帮助教育者更好地理解学生的需求和特点。例如，

对于那些天生外倾的学生，教育者可以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团队合作和社交互动的机会，帮助他们发挥自己

的长处。而对于那些内倾的学生，教育者可以为他们提供更多的独立学习和深度反思的机会。

在心理咨询领域，了解这些知识可以帮助心理咨询师更好地为客户提供个性化的支持。对于那些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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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都市环境中过于外倾而感到压力的人，心理咨询师可以为他们提供一些放松和自我关爱的方法，帮助他

们找到内心的平衡。而对于那些在乡村环境中因为过于内倾而感到孤独的人，心理咨询师可以鼓励他们参

与社区活动，建立与他人的联系。

总之，通过深入了解外倾性与基因和环境的关系，我们不仅可以更好地理解自己和他人，还可以为人

们提供更加精确和个性化的支持，帮助他们更好地适应和发展。

7结论

本研究详细地分析了都市与乡村环境下基因与环境是如何交互作用的。通过对这两种不同环境的深入

研究，我们可以看到，同样的遗传基因在不同的环境中可能会有完全不同的表达方式。这说明了在研究外

倾性或任何其他人格特质时，环境的作用不容忽视。

都市与乡村，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环境，为外倾性的形成提供了完全不同的背景。都市的多元化、

快节奏和高压环境可能会使具有某些遗传特点的个体更加外倾，同时也可能会使一些人更加内向。而乡村

的与自然的紧密连接、社区凝聚力以及较为稳定的生活节奏可能会促进某些遗传特点的人展现出更加外倾

的性格。这些发现再次证明了人的性格特质并不是单一的、孤立的，而是在遗传和环境的共同作用下形成

的。

然而，我们也必须认识到，都市与乡村并不是唯一决定外倾性的因素。如之前所提，教育、家庭背景、

早期经验等都可能对外倾性的形成有所影响。因此，任何对外倾性的研究都不能忽略这些因素的存在。

对于未来的研究，本研究有以下几点建议与展望：首先，要进一步探讨和细化都市与乡村环境中的具

体因素，以更准确地描述这两种环境如何影响外倾性。例如，都市中的哪些具体因素更可能促进外倾性？

乡村环境中是否有某些特定因素可以显著影响外倾性？其次，建议广大研究者在考察基因与环境交互时，

采用更先进的技术手段，如全基因组关联研究，以找出与外倾性最相关的基因。再者，建议未来的研究中

加入更多的文化和国家背景，以全面了解不同文化和国家环境下，外倾性是如何受到基因和环境的共同影

响的。最后，本研究希望未来的研究可以更加关注实际应用。这些研究结果如何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人

的行为，并在教育、心理咨询等领域得到应用？

总的来说，都市与乡村环境与基因之间如何共同塑造外倾性是一个极其复杂但又十分有趣的领域。我

期待在未来，这个领域能有更多的突破和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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