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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的心理控制与认知研究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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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虽然学术界存在着用基本情绪途径还是维度途径去研究情绪的争论 ,但进一步的分析显示两

者的理论本质并不冲突。情绪非线性特性说明 ,在采用简单的模式研究复杂的人类情绪时 ,必须充分考虑情

绪的多成分性、动态性以及心境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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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绪是“瞬变的心理 —生理现象 ,它代表机体

对不断变化的环境所采取的适应模式”[1 ] 。人们常

常用通俗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情绪体验 ,比如“我感

到很高兴”、“这事使我有点伤感”。伴随着情绪体

验的是复杂的生理变化和神经过程 ,研究人员采用

了各种研究工具对此开展了深入的研究 ,尤其最近

十几年 ,随着具有高度时间和空间分辨率的脑成像

技术的兴起 ,情绪的脑机制研究方兴未艾。研究人

员通常在实验室里给予被试一定刺激而试图诱发

出特定情绪 ,但是评价刺激材料和诱发的情绪的标

准是什么 ? 情绪是瞬变的和复杂的 ,研究人员如何

采取最优的研究策略 ,以诱发出特定情绪 ,并分析

其内在的生理过程 ?

　　一、情绪评定的标准

无论对于诱发情绪的刺激材料类型 ,还是被试

实际的情绪体验 ,都涉及到情绪评定的标准。采用

一个全世界通用的评定标准将极大的有利于不同

实验室之间研究结果的可比较性以及研究成果的

推广。目前存在着两种途径的选择 ,这背后其实是

两种不同情绪理论的争论。

(一)基本情绪论

基本情绪论认为情绪在发生上有原型形式 ,即

存在着数种泛人类的基本情绪类型 ,每种类型各有

其独特的体验特性、生理唤醒模式和外显模式 ,其

不同形式的组合形成了所有的人类情绪[2 ] 。从个

体发展角度来看 ,基本情绪的产生是有机体自然成

熟的结果 ,而不是习得的。对于有哪些基本情绪则

有不同看法 ,最常被提到的是厌恶、愤怒、高兴、悲

伤、害怕等。

Ekman[3 ]的许多开创性的研究为基本情绪理

论奠定了基础。Israel 等[4 ] 进一步研究不同情绪

下的自主神经系统活动模式。他们用电影片段诱

发被试快乐、愤怒、恐惧、满足、厌恶、悲伤的情绪 ,

同时记录皮肤导电率、血压和心电图 ,以及被试的

主观报告 ; 模式分类分析 ( Pat tern classification

analyse)显示除了厌恶以外 ,不同情绪类型都显示

了特定的自主神经活动模式。

尽管上述研究支持了基本情绪理论 ,但也显示

了一定程度的跨文化差异 ,并没有足够证据证明各

基本情绪具有各自不同的神经生理机制。对于面

部表情识别来说 ,其识别的基础也许并不是基本情

绪类型 ,而是面部表情在情绪体验的双极维度上的

位置 ,或者是面部表情诱发的行为预备模式等[ 5 ] 。

(二)维度论

维度论认为几个维度组成的空间包括了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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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情绪。维度论把不同情绪看作是逐渐的、平

稳的转变 ,不同情绪之间的相似性和差异性是根据

彼此在维度空间中的距离来显示的。最近 20 年 ,

维度途径得到了许多研究人员的青睐 ,但是对采用

哪些维度也有许多争论。最广为接受的维度模式

是如下两个维度组成的二维空间 : ( 1) 效价 ( va2
lence)或者愉悦度 (hedonic tone) ,其理论基础是正

负情绪的分离激活 ; (2) 唤醒度 (arousal) 或者激活

度 (activation) ,指与情感状态相联系的机体能量

激活的程度 ,唤醒的作用是调动机体的机能 ,为行

动做准备。国际情绪图片系统 ( IA PS) 很好的体现

了上述二维空间[ 6 ] 。

脑成像研究证实了正性和负性情绪的分离 ,即

两者各自具有特定的大脑加工系统 ,分别与左半球

和右半球活动相联系 ,或者说分别是左半球和右半

球优势。Lee 等[7 ]从 IA PS 中选择正性和负性图片

各 20 张 ,在被试看图片的同时进行 f MRI 扫描 ,分

析发现 ,情绪图片激活了双侧额叶、扣带前回、杏仁

核、前颞叶以及小脑 ;负性情绪图片更显著的激活

了右半球 ,正性图片则左侧优势。

Bradley 等[8 ]给被试观看图片 (选自 IA PS) ,同

时测量生理反应以及在每次图片呈现后用自我评

价方式获得愉悦度、激活度等的等级评定。实验结

果发现 ,情绪的生理反应模式与情绪自我报告的二

维模式基本一致。比如 ,惊反射 ( startle reflex) 与

情绪评价的效价密切相关 :在正性效价 ,惊反射强

度随着快乐程度增加而下降 ,对于负效价 ,惊反射

强度随着负性程度的增加而增加 ;而皮肤电反应与

唤醒度也一致 :随着唤醒度的下降 ,皮肤导电性也

下降。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惊反射是愉悦度的

生理指标 ,皮电反应是唤醒度的生理指标[9 ] 。

对于维度途径的不同意见主要有 : (1) 情绪评

价具有个体差异 ,某些人以维度的方式去感受并报

告情绪 ,而另外有些人体验和报告情绪的方式则更

符合基本情绪理论[10 ] ; (2) 尽管一些研究证实正负

情绪的半球差异 ,但是也有一些研究却并没有得到

类似结果。Phan 等[11 ] 综合分析了在 1992 年到

2002 年 2 月之间进行的 65 项不同脑成像研究结

果 ,得到的结论是 :并没有充分和一致的实验证据支

持正负情绪加工的半球差异 ;分析认为情绪活动半

球差异是很复杂的 ,并且具有很大的区域特殊性。

(三)两者的一致性

我们也许不必争论情绪结构的基础是基本情

绪还是维度。这两个理论的基本观点并不矛盾 ,人

类确实存在着先天的非习得的基本情绪 ,但这不一

定否认正负情绪的分离。两者代表了情绪系统中

的不同层次。而维度位于情绪系统的基层 ,与机体

生存有关的趋避活动密切相关[9 ] 。对于一切生物 ,

情绪的原型形式也许只有两种 ,即快乐和不快乐。

随着不断进化 ,在个体与环境交互作用过程中 ,系

统变得越来越细化。一直到人类 ,情绪高度分化 ,

正情绪分化为快乐 —喜欢 —爱等。负情绪分化为

厌恶 —愤怒/ 恐惧和忧愁 —悲伤 —痛苦等。新生儿

也许只有基本情绪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后天环境

和学习的影响 ,使得情绪变得更为系统化和复杂

化 ,新的情绪类型不断增加 (如羞耻和尴尬等) 。而

这样的生物进化和个体发展过程与神经系统的不

断进化和发育是分不开的。这就说明了既不是先

天基因 ,也不是后天环境决定情绪 ,而是两者的共

同作用。

而维度论实际上也并没有排斥人类基本情绪

的存在。基本情绪在二维空间中具有一定的定位 ,

比如快乐往往属于高唤醒、高正性 ;悲伤属于低唤

醒 ,高负性。黄宇霞等[ 12 ]首先对 IA PS 中的 330 幅

图片在愉悦度、唤醒度、控制度三个维度上进行了

评定 ,并且又综合三个维度的评分将这 330 幅图片

聚为 6 类 ,结果发现这 6 类部分地对应了某些基本

情绪类型。如类 1 和类 6 诱发快乐情绪 ,类 2 较接

近为恐惧 ,类 3 和类 4 为厌恶 ,类 5 引起的主要是

“中性”情绪 ,其中类 6 和类 2 还包含一些惊奇的情

绪成分。然而研究也发现 ,维度与基本情绪类型之

间并不具备一一对应的关系 ,两者无法实现自由的

精确转换。

我们能从人类的颜色视觉理论得到启发。情

绪体验的自我报告与颜色体验报告并没有本质不

同 ,一个简单的内在结构可以说明丰富多彩的情感

世界和颜色世界[13 ] 。经典的三色说认为存在红、

绿、蓝三种基本原色 ,三原色不同比例的混和形成

了所有我们看到的颜色。神经生理学和生物化学

等研究证明 ,对这三原色的视觉加工具有各自不同

的神经化学机制。同时 ,许多研究人员都认为千姿

百态的颜色体验可以用一定的维度空间来表示。

但和情绪一样 ,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维度标准 ,或者

说不同的颜色维度方法具有各自不同的优势。

　　二、非线性动态研究策略

不管是基本情绪论还是维度论 ,都是假设存在

着一个简单的情绪结构 ,并采用一种简单的模式去

研究情绪。但是只凭借这些简单的模式真的能够

说明复杂的人类情绪吗 ? 情绪是一个随时间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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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变的多维度现象 ,用简单的线性模式去表达这样

复杂的系统 ,就必然会导致某些信息的损失 ,这妨

碍了对于情绪的更全面的理解。在过去的 30 年

中 ,物理学领域的混沌理论 (Chaos t heory) 或者更

准确的说是非线性动态系统理论 ( non2linear dy2
namical systems theory)已经促进了我们对于这个

复杂世界的了解。和复杂的世界一样 ,人类的情绪

也具有非线性特征 ,在情绪研究中引入这样的理论

工具必将推动研究取得进展。Tracy[14 ] 对在情绪

研究中的非线性动态系统途径进行了剖析 ,然而面

临的挑战是需要更高时间和空间分辨率的研究工

具 ,目前的手段还无法动态的和实时的跟踪伴随情

绪体验的神经生理过程。但是非线性动态理论的

思想却可以切实地贯彻到情绪研究实践中。

(一)情绪的多成分性

情绪是一个多成分系统 ,包括许多互相联结的

子系统。情绪是神经生理、外显表情和内在体验的

综合过程 ,情绪的神经基础又包括了中枢神经系

统、外周神经系统和自主神经系统的活动。例如我

们愤怒时 ,伴随着愤怒体验 ,我们同时会表现出愤

怒的表情 ,以及一系列生理反应 ,如肌肉紧张、面色

涨红、呼吸急促、血液更多的流向四肢。这些反应

的发生并不是彼此孤立的 ,各反应之间彼此联

结 ———它们一起发生并互相影响。就像 Marshall

等[15 ]曾经证明的那样 ,生理激活能够导致恐惧体

验 ;情绪的行为表现 (尤其是面部表情)又能导致生

理唤醒和情绪体验[16 ] 。

情绪的多成分性决定了我们不能只从一个侧

面研究情绪过程 ,也无法只凭借一种测量方法就能

揭示情绪的科学规律 ,我们必须把这三个方面结合

起来。情绪的主观报告、传统的自主神经系统测量

指标以及最新的脑成像研究应该进行有机的结合。

C. L . Lim 等[17 ]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ERP

的时间分辨率显著高于皮电反应 ,而在常规的

ERP 实验中常常采用短刺激间隔 ,在这种情况下

同时记录皮电反应会导致不同刺激诱发的皮电反

应的重叠 ,这就阻碍了皮电反应和 ERP 数据的结

合。但 C. L . L IM 等通过采用一种名为皮电反应

评定系统 ( Skin Conductance Response Evaluation

System ,SCORES)的软件 ,对重叠的皮电数据进行

了处理 ,从而把相邻的不同皮电反应分离 ,进而成

功实现了与 ERP 数据进行协同分析。这样结合使

得我们能够对同一个情绪事件下的外周与中枢机

制的进行同步研究 ,进而促进我们更直接的了解情

绪各个子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

情绪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 ,只凭对各成分的了

解无法对整个体系作出解释。在探索研究途径的过

程中 ,我们要明白 ,情绪系统的整体大于部分之和。

在实验中 ,情绪的多成分性还表现在情绪诱发

的非选择性 ,往往在诱发出靶情绪的同时 ,也诱发

出其他情绪。比如 ,血淋淋的图片在诱发害怕时也

可能会诱发厌恶 ,这使得研究结果的信度下降。这

个问题在基本情绪途径中更为显著。所以在进行

情绪实验时 ,需要考虑到这样的非选择性 ,比如经

过事先的主观评定 ,尽量避免那些容易诱发出混合

情绪或者靶情绪不占据绝对优势的刺激材料。

(二)情绪的动态性

情绪不但是各个子系统的综合过程 ,更是各个

子系统的动态变化过程。情绪是过程而不是状态。

Tracy 等[14 ] 对由于看到蛇而诱发的恐惧情绪进行

了血压、面部表情和恐惧体验的同步动态测量。结

果是三者都呈现一定的波形 ,并最终回到稳态。

情绪的动态性还表现在 ,人们对于同一事件的

情绪反应会随着重复而发生着动态变化 ,比如 ,对

于一件新鲜事物 ,我们最初的反应是由于感到新奇

而靠近 ,然而随着了解的深入 ,我们逐渐对其产生

好感、麻木甚至讨厌的情绪。Christop her 等[ 18 ] 研

究证实重复呈现的面部表情图片会导致与情绪相

关的大脑活动习惯化 ,通过对 f MRI 数据的分析发

现在左侧前额叶皮层的背外侧区域和运动前皮层、

右侧杏仁核随着表情刺激的重复而存在信号的衰

减 ,而左侧前额叶对快乐表情的衰减显著大于恐惧

表情 ;对于杏仁核 ,右侧的衰减显著大于左侧。

情绪的动态性要求我们在实验中要充分考虑

到情绪是作为一个过程而存在 ,一些高时间分辨率

的研究工具将有助于我们了解情绪生理机制的动

态过程 ;同时在实验设计中 ,要考虑到反复呈现相

同的情绪刺激甚至情绪类型对于实验结果带来的

影响。

　　三、情绪之间以及情绪与心境之间的相

互作用

　　不同情绪之间彼此易感且相互作用 ,每次情绪

都有可能受到在其前面发生的情绪事件的影响 ,同

样也可能影响着下一次情绪。所以 ,在设计情绪实

验 ,尤其是事件相关实验的时候 ,需要通过适当延

长刺激间隔时间、刺激间隔期间给予一定难度的分

心任务等手段来尽量清空上次情绪事件的影响。

心境与特定事件诱发的情绪反应之间相互作

用 ,心境可以影响情绪 ,而情绪也可以影响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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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心理生理研究中 ,早就引入了初始值原则 ( The

law of initial value ,L IV) 。对于情绪事件来说 ,一

个重要的初始条件便是心境。有些理论学家假设 :

心境的主要功能是影响着特定情绪兴奋的阈

值[19 ] 。一个冷刺激作用于皮肤会有 2 种不同情

况 ,如果皮肤原本过热 ,该冷刺激就诱发快乐情绪 ,

生理反应表现为皮肤毛细血管的收缩程度较大 ;相

反 ,如果原先皮肤就很冷 ,那么该冷刺激就成了负

性刺激 ,而皮肤毛细血管的收缩程度较小 ;如果该

冷刺激的温度高于初始的皮肤温度 ,那么反而会导

致毛细血管舒张。同样 ,一个偶然事件发生于快乐

心境时 ,情绪系统不会被激活 ;然而如果该事件发

生于愤怒心境时 ,则会激活情绪系统。这些都显示

情绪的动态性依赖于系统的初始状态。所以在对

每个被试进行实验前 ,要进行一定心境测量 ,并排

除焦虑和抑郁心境的被试 ;同时也要为所有被试营

造一个宽松的实验环境 ,消除被试在陌生的实验环

境中的紧张感 ,这些对于情绪实验尤为重要。

　　四、小 　结

基本情绪理论和维度理论本身并不矛盾 ,在具

体研究中 ,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或者结合使用。

虽然这些简单的研究模式并不是完美的 ,但在目前

对于人类情绪的内在机制还不甚了解的情况下 ,它

是一种切实可行的研究途径 ,能够推动研究取得进

展 ,帮助我们最终了解复杂的人类情绪。人类情绪

具有非线性的特性 ,我们确实需要去理解情绪的心

理生理演变过程以及各成分动态联结过程 ,情感科

学也确实需要转变传统的研究模式。然而在目前

条件下 ,非线性动态模式只能是一个具有潜在价值

的分析工具或者说是未来的方向。当然 ,在我们应

用简单的线性模式时 ,应该充分考虑到情绪的多成

分性、动态性以及心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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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rategies of Psychophysiological Research on E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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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are two different theoretical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emotion , dimensional and categorical. Further an2
alyses show 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e two approaches. Moreover , the multidimensional and dynamical nature of e2
motion and mood should be considered while using these simple models to describe the complicated human emotions.
Key words :basic emotion ; dimension ; multifactor ; dynamics ; m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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