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嫉妒的心理学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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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来!有关嫉妒的研究比较活跃!嫉妒已经成为人际关系!情侣之爱!人格和临床心理研究中经常涉及的

概念" 本文简要描述和回顾了嫉妒的基本概念!嫉妒的有关理论以及对于嫉妒和嫉妒反应的有关评定方面的研究进

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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嫉妒作为一种消极情绪体验和行为表现!既影响个体感

受!也涉及社会文化!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一直受到文人学者

的关注!也是研究者颇为关注的心理现象" 近二三十年来!有

关嫉妒的研究一直比较活跃!嫉妒已经成为人 际 关 系!情 侣

之爱!人格和临床心理研究中经常涉及的概念 ‘5D6a "

! 基本概念

所谓嫉妒#N%,-()&1$!是指个体和另一个人#指伙伴$之间

已有的某种重要关系面临丧失!而被第三者#通常是人$得到

时!个体所体验到的一种情绪#V,U"%&!5@b<$% 这种关系的丧

失!如果不涉及其伙伴与第三者建立类似关系 时!个 体 就 不

会产生嫉妒"一个人也不会因为他c她的伙伴死亡或搬到他乡

时体验到嫉妒" 最为常见的嫉妒现象 往 往 出 现 在 恋 情 关 系

中!但其它类型的关系中也会有嫉妒发生" 总的说来!嫉妒常

常涉及一种三角关系!三角关系的一边代表着两者之间的关

系!嫉妒者和伙伴&另一边代表着伙伴和竞争者之间的关系!

第三边代表着嫉妒者对第三者的态度 ‘Ga%

心理学对于嫉妒的产生有着不同的解释% d)[e, 对于嫉

妒给以社会文化学的解释!认为处于不同文化氛围的人们会

有不同的嫉妒体验和反应方式!与文化中所包涵的价值观和

社会规范有关&X)&& 等人提出了社会生物学理论! 认为嫉妒

是人类进化过程中的一种保护性本能反应!两性嫉妒表达方

式的不同有其深刻的生物进化根源&V,U"%& 提出了嫉妒的认

知现象学理论和 0DXD? 三角关系现象! 强调了对嫉妒事件

的认知评估!即刺激D评估D反应模式% 还有很多心理学家如

f*%)W= H,-(Z%1!g"#U%!X*#$2-% 等! 对嫉妒持有人格理论观点!

他们认为嫉妒是人格上的一种倾向性!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嫉

妒 表 达 的 差 异 在 于 个 人 的 嫉 妒 人 格 特 质 的 不 同 ‘Ga%

英文中的嫉妒 和 妒 忌E_$Z1h常 常 让 人 混 用!对 于 嫉 妒 的

研究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明确了嫉妒与妒忌的区

别% 嫉妒必须发生在人际关系情境中!嫉妒这个术语涉及到

第三者!即便是这个第三者也许只是存在于嫉妒者的想象之

中% 而妒忌发生在一个人缺乏另一个人所拥有的高人一等的

能力’成就或者某件物品时的情绪体验!妒忌者既羡慕别人!

又希望别人也和自己一样缺乏那些东西" 它发生在这种缺乏

存在于自我定义的范畴之内!它会强化自我不满足感 ‘<a"

有人用嫉妒指代妒忌!是因为妒忌常常带来道德意义上

的不适感" 造成混用的另一个原因 是 它 们 常 频 繁 地 同 时 出

现" 当某人的情侣对另外一个异性表示兴趣的话!这人或许

既要嫉妒与其情侣之间的特殊关系!而且还妒忌第三者是那

么有魅力" 妒忌很容易在没有嫉妒的情境下出现!而嫉妒却

常常伴随着妒忌"

T*%%2%* 概括了两者之间的不同( 嫉妒存在于三角关系

中!涉及爱的情感和对丧失的恐惧&妒忌包 含 在 两 者 关 系 之

中!代表着一种深陷其中不可自拔的破坏性 冲 动 之 中!其 目

标在于夺走或破坏别人令人羡慕的特质% 嫉妒和妒忌被描述

为人类经验的两种基本情景!嫉妒涉及)拥有*的情 境!妒 忌

涉及)没有*的情景%

M%**(W 0,**(UU 和 ?#/",*W H+#U" 的 两 项 研 究 明 确 区 分 了

妒忌和嫉妒的体验% 在第一个实验中!接受实验者唤起一些

嫉妒的或者是妒忌的个人体验! 同时评定他们的情绪反应%

在第二个实验中!被试阅读了一组在其中分别产生嫉妒和妒

忌情形的故事% 两个实验的研究结果表明在嫉妒和妒忌两种

情绪之间有很大的差别% 嫉妒的特征是担心丧失’不信任’焦

虑以及愤怒!妒忌的情绪体验特征是自卑’渴望’怨恨和情感

的否定‘Aa%

嫉妒现象纷繁复杂!为 了 更 加 清 晰 地 认 识 嫉 妒!在 科 学> 北京回龙观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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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基础上!心理学家对嫉妒进行了分类" &’()*#$+,+$认

为不同的嫉妒体验必然伴随着不同水平的关系威胁情境% 对

关系的威胁分为轻度威胁&中度威胁和高度威 胁!所 对 应 的

嫉妒自然分为轻度嫉妒!中度嫉妒和高度嫉妒"

-*../001$++$2基于嫉妒激发情景的不同把嫉妒分成猜疑

性嫉妒和事实性嫉妒两类" 他认为不同嫉妒最重要的区别

在于对原有关系所造成威胁的本质性情境" 嫉妒可能出现

于威胁处于假设的状态!其威胁性可能不甚清楚!或者出现

于威胁确凿无疑!对关系的影响也显而易见的状态" 当威胁

不甚清楚或仅仅处于猜测阶段!我们可以把这种嫉妒称为

’猜疑性嫉妒()3’4(565/’4 78*9/’4:$% 当威胁确凿无疑!并具

有伤害性!称之为’事实性嫉妒();*50 78*9/’4:$!因为威胁是

一个完成了的现实事件 <=>%

根据激发嫉妒动机的不同!?.5@A981B++BC把嫉妒分为猜疑

性嫉妒和反应性嫉妒两种基本类型% ?.5@A98 的嫉妒交互模

型理论认为!嫉妒反应是内源性变量)如个体$和外源性变量

)如环境!文化$之间交互作用的结果% 然而外源性和内源性

变量并不在决定嫉妒反应中总是起着同等重要的作用!当每

种变量在个体身上表现的不一样时!就可能出现不同的嫉妒

类型% 如果内源性变量在决定嫉妒反应中是特别重要!就属

于猜疑性嫉妒*如果外源性变量是重要决定因素D就属于反应

性嫉妒)E8*605F8 78*9/’4:$<G>%

图 !"嫉妒的认知现象学模型示意图

# 嫉妒的理论模型

H*0I84 以情绪认 知 现 象 学 理 论 为 基 础! 经 过 多 年 的 研

究!提出了嫉妒的认知现象学理论% H*0I84 首先描述了作为

嫉 妒 引 发 的 -J?JE 三 角 关 系 )-!-8.4/@! 即 嫉 妒 者 * ?!
?89/F8K!即 情 侣 !亦 称 伙 伴 *E!E5F*9!即 竞 争 者 !亦 称 第 三

者$% 面对新的 -J?JE 三角关系!- 首先就会进行初级评估

)-.5L*.: M((.*54*9$!以决定这个情境对于 - 的个人幸福是积

极N有益的D不相关的D或者属于应激性的 <O>%

- 的初级评估涉及以下几个方面+E 成功地从 - 身边夺

走 ? 的可能性!- 对于 ? 的爱恋!- 的价值观!- 的心 理 健 康

水平!- 的嫉妒特质水平% 经过初级评估!如果 - 觉得 -J?JE
三角关系属于应激性事件的!我们就可以推断 - 必然产生嫉

妒体验% 然后就进入次级评估)386/@K*.: M((.*54*9$过程% 在

这 个 过 程 中!- 试 图 确 定 是 否 有 合 适 的 策 略 来 消 除 E 的 存

在!而保留 - 和 ? 的关系!而且要考虑到不能付出太多的代

价% 这些策略包括奖赏&惩罚&道德和法律的力量% 次级评估

之后!将考虑实施应对策略!作出应对行为!此后对于应对行

为给以重新评估以确定其有效性% 如果行动是成功的!便转

而考虑其它事务!如果失败了!则需要调整策略!实施新的策

略!并力求保住面子%

作为对认知现象学理论的完善和有益补充!?*’8.98 等考

虑了个体在什么条件下容易出现嫉妒!应用 P85@8. 的归因理

论!对从应激性事件到嫉妒反应之间的认知过程进行了归因

分析<,>%

?*’8.98 等作了两项研究% 研究一根据 P85@8. 归因理论

的四个维度!通过设置不同的脚本!让 B#G 名 大 学 生 考 虑 嫉

妒情绪在何种条件下会更加强烈!结果显示+嫉 妒 在 伴 侣 的

行为属于个人化&可控性&有意性的结果下!受伤者的嫉妒显

得更为强烈*另一方面!如果伴侣的行为属于外归因)非个人

化$&不可控性&疏忽性和存在相对温和的环 境 条 件 下!嫉 妒

的强度会比较小% 研究二改变归因对嫉妒的联系!让 B!, 名

被试回忆生活中的嫉妒事件!然后根据 P85@8. 的归因维度对

事件进行归因和分类% 研究结果显示+归因的可控制性维度

得到了证实!如果伴侣被认为对于不忠行为具有足够的控制

能力!嫉妒者将体验更加强烈的嫉妒*基于 伴 侣 的 原 因 比 基

于环境的原因出现不忠行为!会使得嫉妒更 加 强 烈*有 意 图

的情境比随意性情境更容易激发嫉妒%

这些研究的结论意味着!归因理论能够成功地应用在嫉

妒的认识上!特别说明了谴责性条件在恋情嫉妒反应强度上

起着中介作用% 这也丰富了嫉妒认知现象学理论中的初级评

估过程的有关细节%

关于嫉妒的性别差异!?’44 提出了生物进化论! 也称之

为 ,性 别 差 异 进 化 论 ( QR3SD 8F/9’05/@J(.8K5608K 48T K5UU8.!
8@68C!这种理论提出了引起嫉妒心态的两种类型!一 是 性 事

不 忠)48T’*9 5@U5K8950:$!一 是 感 情 不 忠)8L/05/@*9 5@U5K8950:$%
?’44 的研究采用迫选回答的方式对大学生进行提问!结果显

示!女性倾向于把感情不忠比性事不忠的存在看得更加让人

悲伤!男性倾向于把性事不忠比感情不忠的存在看得更加让

人悲伤% 后续研究对于各种年龄和各种文化的人群!都显示

出同样一种结果<+> % 这些调查结果以及嫉妒的进化论观点引

发了一场热烈的争论!并使嫉妒的性别差异的研究成为了一

个热门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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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生物学观点 运 用 进 化 论 对 这 种 性 别 差 异 进 行 了 解

释! =)&& 和 >%,*1 认为"嫉妒存在性别差异"是和确保种族优

势遗传的趋势一致的! 对于男性来说"他们只有在确信自己

是其伴侣唯一的性伴侣时" 才能保证种族遗传的优良特点"

也就是说女性性事不忠的威胁会导致优良品种的误传"所以

让男性特别不安! 对于女性来说"由于配偶感情不忠而失去

伴侣的关注"会直接影响后代的抚养条件"这 一 点 比 配 偶 性

事不忠更加危险!

其他学者虽然接受 =)&& 的调查结果"但对其解释却存有

疑问! ?8 @,**#& 和 78 !"*#&A%$.%-B 认为"这一事实可能由于两

性#合理性$解释的差异所致"这种差异表现在男性和女性在

理解配偶不忠的方式不同% 男性认为"女性只是在爱中才会

有性关系"所以他相信"如果伴侣和另一个男 性 发 生 了 性 关

系"那么她一定是爱上了那个男性! 女性却会认为"男性没有

爱也可有性关系"所以"她不一定像男性那样 为 伴 侣 的 性 事

不忠而恼怒"因为它并不就意味着她的伴侣陷入了和别的女

性的爱恋之中!

=))$C 的调查发现" 男性和女性在实际发现其伴侣有不

忠实行为时有不同的反应!男性倾向于发泄他们的愤怒D在一

些极端的情形下会有暴力行为E"出走或断绝关系! 女性则倾

向于沮丧&失望&自我责备&自我怀疑&以及努力使自 己 更 有

吸 引 力 或 通 过 使 男 性 嫉 妒 而 使 男 性 回 心 转 意 ! 在 0#$%& 和

F*#%B+,$ ’9GGH(对嫉妒的性别差异所做的一个调查中发现"

男女在由于认为伴侣#性事不忠$而产生的嫉 妒 反 应 上 没 有

什么性别差异"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对此反 应 强 烈"但 在

由于伴侣#感情不忠$而引发的嫉妒反应上却有性别差别"女

性比男性的反应更为强烈I9;J%

K%&A%$( 等作了两项研究得出结论" 认为过去支持嫉妒

的性别差异的进化论观点的事实"是由于实验模式所诱导出

的决策策略"是人为的评定结果"并不能说明 是 由 于 进 化 造

成的性别特异性% 其研究之一说明了出现在性事不忠和感情

不 忠 的 性 别 差 异" 仅 仅 出 现 在 迫 选 回 答 ’.(*/%BL/"(#/% *%!
&M($&% .(*+,A(中"而在其他的测试中并没有发现显著的性别

差异"男性和女性对于性事不忠比感情不忠表现出更加强烈

的嫉妒% 他们的另一项研究"巧妙地给被试一种认知负荷实

验条件"迫选回答上出现的性别差异并没有出现% 由此"他们

认为性别差异进化论 DNOKE目前还缺乏足够的证据"根本性

的嫉妒男女差异是不存在的"过分强调生物进化在嫉妒反应

的作用是不正确的"还应该考虑环境变量和社会文化因素 IGJ%

! 嫉妒体验和嫉妒反应的评定

嫉妒曾一度被认为是羞耻的情绪反应" 往往和脆弱&狭

隘联系在一起"由此就导致了嫉妒研究的一个 难 处"被 试 因

此对嫉妒存有防御"否认自己存在嫉妒心理"即 使 明 确 感 到

自己确实存在这种心理感受"考虑到社会文化 赞 许 性"也 容

易掩盖其嫉妒感受"所以对于嫉妒的评定存在困难%

早期研究中" 许多心理学家根据其对嫉妒概念的理解"

进行了系列研究"修订了不同的问卷% 比较成熟的量表和问

卷 有)人 际 嫉 妒 量 表 PQ,A"%&":H 个 条 目 RS自 我 报 告 嫉 妒 量 表

’=*#$2-%":; 个 条 目(S投 射 嫉 妒 量 表’=*#$2-% "9H 个 条 目(S恋
情嫉妒量表 ’T)MC,":U 个条目("=))$C 嫉妒 量 表 D=))$CS:;
条目R等% Q,A"%&’9GG:(对这些问卷进行了一些研究和总结"

认为这些问卷都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但是任何问卷都不足

于取代其它问卷的存在IUJ%

近年来"在嫉妒心理的 研 究 中"更 多 地 使 用 了 嫉 妒 感 受

伴随的各种情绪进行主观量化评定% 针对嫉妒伴有三种核心

情绪的假设"O",*M&A%%$ 和 =,)%*-% 测试嫉妒感受时" 对于愤

怒&担心和悲伤情绪进行 U 点评分*针对嫉 妒 伴 有 七 种 关 键

情绪的假设" V*%%$ 等和 W%&A%$( 对于愤怒" 嫉妒" 烦恼&猜

疑"威胁感"满足感’反向记分("哀伤感进行评分*针 对 嫉 妒

伴有 99 种关键情绪的假设"0,**(AA 和 =,)%*-% 采用形容词对

检核表对以下情绪进行 U 点评分"如愤怒"焦虑"受 挫"不 信

任&受伤&嫉妒"拒绝感"悲伤&猜疑"受威胁感"烦恼等十一种

情绪I<SHSGJ %

嫉 妒 反 应 方 式 的 研 究 也 引 起 许 多 心 理 学 家 的 重 视 %

=*1&($’9GG9(曾经根据访谈结果对嫉妒反应进行因素分析"

得出了嫉妒反应项目的 G 个因素"包括负心应对&情绪破坏&

攻击反应&印象处理&补偿反应&关系促进&监控反应&自怨自

责&寻求支持% =*1&($ 还根据 X)&Y)-A 所提出的人际关系二维

理论 构建了一个嫉妒反应理论模型%把嫉妒反应分成了两个

维度"态度维度’积极Z消极(和关系维度’构建Z破坏("分别包

括终止&发言&忠诚&忽略四种情况% 这种模型在许多研究中

得到了验证 I99S9:J%

图 "#嫉妒反应二维模型示意图

$ 结 语

对于嫉妒的心理学研究"国 外 学 者 认 为"一 方 面 需 要 开

展认知神经科学方面的研究"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对于嫉妒产

生的内在机理进行探讨"需要从行为层面&认知层面"社会文

化层面进行深入探讨"并且开展嫉妒的跨文化研究也是十分

必要的I96L9<J% 嫉妒在某种意义上又是一种社会情感"多种多样

的人际关系都会涉及到嫉妒的问题"因此"关 于 嫉 妒 对 于 人

们心身健康&动机系统的影响"乃至于如何 克 服 嫉 妒 的 负 面

影响"都是十分重要的研究课题%

在国内"关于嫉妒的实证研究还只是刚刚开始"尽管有

一些学者做了不少探索"并引进了一些外国问卷I9[L9HJ% 但是关

于嫉妒的本土化概念的外延和内涵" 嫉 妒 与 妒 忌 之 间 的 差

异"以及嫉妒对于人们社会生活的影响还远远没有得到清的

说明% 并且"还没有真正中国化的嫉妒测试工具%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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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筛选’过滤和加工!把它变成新的形式和范畴( 儿童不断地

分析各种事件或刺激!理解’解释自己的处境!弄清各种刺激

的意义) 社会因素必须通过心理的中介作用后!才能引起儿

童心身的整体反应) 如何认识’评价所遭遇的事件!将决定儿

童对该事件的反应和应对方式) 因此!作者指出&从出生到成

熟这一阶段的个体在身体上’认知’情绪和个 性 等 方 面 所 发

生的变化!要比人生任何一个阶段都要快和大得多) 在评估

儿童的行为时!必须考虑其发展水平*儿童的 各 个 方 面 的 发

展往往是不均衡的!研究者不可以盲目推断!由 一 个 方 面 的

发展水平对儿童的另一个方面的发展 水 平 产 生 不 适 当 的 期

待) 这样!全书对儿童心理病理的解释!完全建立在客观的立

场上!建立在唯物主义反映论的基础上) 在总论和各论中!都

体现出了这样的基本观点)

三是主动适应与调节的观点) 儿童在成长发育过程中!

会逐渐对外界事物形成一种特定的反应模式!构成相对稳定

的人格特征) 这些模式和特征使个体在与周围人和事的交往

中保持相对和谐的主要因素) 本书在各章特别是+儿童精神

疾病的预防,一章中!论述了不同年龄阶段 个 体 的 心 理 保 健

和几种精神疾病的预防要点!其中体现的儿童的主动调控以

及心理治疗的作用!充分反映了儿童所特有的心理及社会学

特征! 是儿童保持心理健康和抵御 心 理 障 碍 发 生 的 重 要 力

量)

本书是+儿童心理与行为研究,系列丛书中的一本!适合

作为高等院校教育学-心理学专业高年级本 科 生’硕 士 研 究

生和教育硕士’研究生课程班的教材!也可 以 作 为 心 理 学 专

业 工 作 者’教 育 学’医 学’社 会 学 等 研 究 工 作 者 的 专 业 参 考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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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成人认知电位的潜伏期长! 因神经传导速度也不

相同d%e) 综上所述!汉字刺激 ,D 及 D%FF 都有助于评

估儿童认知功能的发展! 可能对诊断儿童汉字认知

障碍的程度!提供较为敏感的客观量化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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