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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ldhood trauma and adult attach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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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考察病理性自恋在童年创伤与成人依恋间的中介作用。方法：

采用简版童年期创伤性经历问卷、病理性自恋量表、亲密关系经历量表对 303

名在校大学生进行自评式问卷调查。结果：童年创伤与病理性自恋显著正相关，

与成人依恋显著正相关；病理性自恋与成人依恋显著正相关。中介效应分析结

果显示直接效应 0.345、间接效应 0.281，总效应 0.626，均显著。结论：病理性

自恋在童年创伤与成人依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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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Hazan 和 Shaver［1］首次提出了成人依恋的概念，认为成人依恋是指“个

体与当前同伴之间所形成的持久的情感联结”，并沿用 Ainsworth 对婴儿依恋的

划分，将成人依恋分为安全型、回避型和焦虑型三种类型。现代理论家更倾向

于使用依恋焦虑、依恋回避这两个维度来反映个体在依恋风格上的差异［2］。

在两个维度上得分越高表示越倾向于不安全型依恋，在这两个维度上得分越低

表示越倾向于安全型依恋。高依恋焦虑的个体的特征是负性的自我评估和害怕

被拒绝和抛弃，他们常常需要通过使用强迫、依附和控制行为来获得他人的支

持；高依恋回避个体的特点是具有负性的他人模型，常常是避免依赖他人，认

为他人不值得信赖，压抑痛苦的思想和记忆、社交退缩、人际敌意，以及渴望

保持独立等［3］。

依恋与心理健康的关系十分密切，安全依恋对个体的身心健康有支持和保

护的作用，而不安全依恋的个体比较脆弱，容易出现各种心理问题，研究发现

依恋焦虑和依恋回避得分越高，心理健康水平越低，主观幸福感越低［4］。对

抑郁症患者的研究表明，不安全型依恋的抑郁症患者无症状时间较低，复发率高，

复发后抑郁严重程度更重［5］。周娜等研究发现不安全型依恋模式的失独个体

更易发生 PTSD［6］。

依恋风格形成于童年早期，且在之后的生命阶段中保持相对稳定。但有研

究似乎表明早期的依恋经验对成人的依恋类型的影响是有限的，成人依恋不是

童年早期亲子依恋的简单延续。研究显示，在婴儿—父母领域的依恋类型和在

成人关系领域的依恋类型最多只有中等的相关［7］。有研究发现父母早期对子

女的教养方式对其成人依恋有一定的影响，但是作用有限［8］。说明除母婴之

间的依恋模式，其他个人经历也会对个体的依恋风格产生影响，同时也说明个

体依恋关系具有改善的可能性。

病理性自恋会对亲密关系产生影响，但这种关系的性质有时并不清楚。

Miller 等人［9］研究发现自恋脆弱性与依恋焦虑和依恋回避显著正相关，而自

恋夸大性与依恋焦虑和依恋回避不相关。Prendergast［10］等研究显示自恋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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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与依恋焦虑及依恋回避正相关，而自恋夸大性与依恋焦虑负相关与依恋回避

不相关。Cramer［11］研究显示，自恋脆弱性与安全依恋负相关，与不安全依恋

正相关，自恋夸大性与任何依恋类型都不相关。

病理性自恋的形成也与个体早期不良经历有关，当父母对孩子冷漠、疏远

或攻击时，孩子就会形成一种防御反应，进而产生与自恋有关的特征［12］。

Morf 等人［13］认为，儿童早期的消极的养育经历使得他们难以信任他人并对

他人产生蔑视，一方面他们非常需要被人认可和赞美，另一方面他们傲慢的态

度使得他们难以从他人那里获得赞美，这会导致持续增加的自我怀疑和脆弱性，

激励他们以不适应和不适当的方式寻求这些自我提升。Roche 等人［14］指出，

病理性自恋是一种原始的调节机制，这种机制是个体获得自我提升的非适应策

略，以及应对失望和自我提升失败的非适应补偿策略。Maxwell 等人［15］通过

实证的研究也发现，病理性自恋与童年创伤相关显著正相关。

可见，童年创伤、病理性自恋和成人依恋三者两两之间都可能存在相关，

但三者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还不明确。对依恋的形成和发展，以往的研究很少

从人格的角度进行探讨，而早期经历对人格特征以及人格障碍的形成和发展有

重要影响［16］。因此本文假设童年创伤经历和病理性自恋会影响成人依恋，

并且病理性自恋在童年创伤与成人依恋之间起到中介作用。

本研究有助于更加深入地理解成人依恋的内涵以及产生的原因，对指导大

学生建立良好的依恋关系，促进大学生心理健康具有重要意义。 

2  对象和方法

2.1  研究对象

以合肥市某高校在校大学生为研究对象，在征得学校和学生本人知情同意

后以班级为单位进行团体施测，收得问卷 356 份，删除无效问卷 53 份，剩余有

效问卷 303 份，有效率 85%，男生 122 人（45.2%），女生 148 人（54.8%），

大一 151 人（60.6%），大二 91 人（30.0%），大三 61 人（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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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研究工具

2.2.1  简 版 童 年 期 创 伤 性 经 历 问 卷（Childhood Trauma 

Questionnaire-28 Short Form，CTQ-SF）

由美国临床心理学家 Bernstein 于 1996 年编制，是用于评估儿童期被虐待经

历的自陈式问卷，包含 5 个因子：情感虐待、躯体虐待、性虐待、情感忽视和

躯体忽视。问卷采用 Likert 5 级评分，分量表总分在 5 ～ 25 分之间，总量表分

数在 25 ～ 125 分之间，评分越高，表明童年创伤经历越严重。赵幸福［17］等

人对 CTQ-SF 进行汉化并对其信效度进行检验。结果显示儿童期虐待问卷中文

版具有较好的信度、效度。

2.2.2  病理性自恋量表（Pathological Narcissism Inventory，PNI）

该量表是 Pincus 等（2009）编制的，既能用于临床诊断又适用于社会 / 人

格心理的研究，中文版是由李嘉等［18］翻译和修订。该量表共有 52 个条目，

采用 Likert 6 点量表从 0（一点也不像我）到 5（完全像我）进行计分。量表

包括 7 个一阶因子，两个二阶因子。自恋夸大性（夸大幻想、自我牺牲式自我

提高和剥削倾向）和自恋易损性（特权愤怒、自我贬低、隐藏自我和条件自

尊）为两个二阶因子。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各分量表和量表总分的

Cronbach’s α 系数在 0.640 ～ 0.942 之间，重测信度在 0.522 ～ 0.916 之间。

2.2.3  亲密关系经历量表（Experiences in Close Relationships 

Inventory，ECR）中文版

ECR 是 Brennan 等人［19］编制的。问卷包含依恋焦虑和依恋回避两个因子，

共 36 道题，采用 7 级评分。ECR 具有良好的信效度，是测量成人依恋的标准量

表。李同归和加藤和生对该量表修订后的中文版，更适合于对中国人进行成人

依恋的研究［20］。修订以后的 ECR 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焦虑和回避

维度的 Crobach’s α 系数分别为 0.77 和 0.82。重测信度分别为 0.72 和 0.71，修

订后的 ECR 表还具有较高的构想效度和效标效度。

2.2.4  统计处理

采用 SPSS20.0、Amos24.0 数据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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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果

3.1  单因素因子分析结果

采用 Harman 的单因素因子分析法检验共同方法偏差结果表明未旋转时，共

生成个 31 个因子，共解释了 72.45% 的变异，其中第一个因子解释了 17.3% 的

方差变异，远小于 Harrison 等推荐的 40% 的判断标准，表明共同方法偏差不严重。

3.2  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 1 列出了童年创伤经历、病理性自恋、成人依恋及其各维度的相关矩阵及

平均数和标准差。由表 1 可知，童年创伤经历与病理性自恋显著正相关（r=0.254，

p<0.01）与自恋夸大性（r=0.163，p<0.01）及自恋易损性（r=0.273，p<0.01）

显著正相关；童年创伤经历与成人依恋显著正相关（r=0.275，p<0.01），与依

恋焦虑（r=0.215，p<0.01）及依恋回避（r=0.206，p<0.01）显著正相关。病理

性自恋与成人依恋显著正相关（r=0.525，p<0.01），与依恋焦虑（r=0.531，

p<0.01），依恋回避（r=0.255，p<0.01）显著正相关。

表 1  各变量及其维度的相关性分析

Table 1  The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each variable and its dimension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自恋夸大性

2．自恋易损性 0.700**

3．PNI 总分 0.860** 0.967**

4．性虐待 0.130* 0.179** 0.175**

5．躯体虐待 0.206** 0.235** 0.242** 0.740**

6．情感虐待 0.197** 0.279** 0.270** 0.572** 0.678**

7．躯体忽视 0.069 0.149** 0.131* 0.435** 0.271** 0.368**

8．情感忽视 0.058 0.202** 0.165** 0.414** 0.387** 0.556** 0.503**

9．CTQ 总分 0.163** 0.273** 0.254** 0.768** 0.750** 0.823** 0.687** 0.802**

10．依恋焦虑 0.354** 0.560** 0.531** 0.120* 0.165** 0.201** 0.122* 0.190** 0.215**

11．依恋回避 0.118* 0.255** 0.255** 0.159** 0.170** 0.239** 0.069 0.155** 0.206** 0.173**

12．ECR 总分 0.325** 0.571** 0.525** 0.180** 0.218** 0.285** 0.126* 0.227** 0.275** 0.802** 0.727**

总样本量　 M 39.84 64.74 104.58 5.72 5.95 7.23 8.37 9.65 36.90 61.99 62.17 126.15

（303）　 SD 14.088 28.013 39.189 2.082 2.346 3.006 2.919 3.865 10.959 17.392 15.128 24.946

注：*p <0.05，**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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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中介效应分析

根据温忠麟和叶宝娟［21］建议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对病理性自恋在童年

创伤与成人依恋中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中介效应路径分析模型图见图 1，中介

效应分析结果见表 2。

图 1  路径分析模型图

Figure 1  Path analysis model diagram

表 2  病理性自恋在童年创伤与成人依恋间的中介效应分析

Table 2  An analysis of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pathological narcissism between 

childhood trauma and adult attachment

因变量 自变量 B t R2 F
路径 c 成人依恋 童年创伤 0.626 4.96*** 0.076 24.59***
路径 a 病理性自恋 童年创伤 0.907 4.55*** 0.064 20.68***
路径 B

成人依恋
病理性自恋 0.310 9.72***

0.297 63.33***
路径 C’ 童年创伤 0.345 3.03**

注：**p<0.01，***p<0.001。

由表 2 可知，童年创伤经历对成人依恋的预测作用显著（B=0.626，t=4.96，

p<0.001），童年创伤经历对病理性自恋的预测作用显著（B=0.907，t=4.55，

p<0.001），当童年创伤和病理性自恋同时进入方程时，童年创伤对成人依恋的

预测作用仍然显著（B=0.345，t=3.03，p<0.01），病理性自恋对成人依恋的预测

作用也显著（B=0.310，t=9.72，p<0.001）。表明病理性自恋在童年创伤与成人

依恋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使用 Amos24.0 软件对病理性自恋在童年创伤和成人依恋之间的中介效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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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检验，采用 Bootstrap 法对各路径系数以及中介变量的总效应、直接效应和间

接效应进行分析，重复取样为 5000 次，中介效应的置信区间设置为 95%。

由表 3 可知，以 Bootstrap 法求得的各路径系数 95% 置信区间上限和下限都

不包含 0（p<0.001），说明病理性自恋在童年创伤和成人依恋之间的中介效应

显著。由表 4 可知总效应、直接效应以及间接效应 Bootstrap 95% 置信区间都不

包括 0（p<0.001），因此总效应、直接效应及间接效应均是显著的。说明病理

性自恋在童年创伤与成人依恋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表 3  中介模型 Bootstrap 路径系数分析

Table 3  Bootstrap path coefficient analysis of the mediation model

路径 路径系数
Bootstrap

p
Lower Upper

病理性自恋 <--- 童年创伤 0.907 0.549 1.272 <0.001
成人依恋 <--- 病理性自恋 0.310 0.238 0.382 <0.001
成人依恋 <--- 童年创伤 0.345 0.168 0.537 <0.001

表 4  Bootstrap 总效应、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分析

Table 4  Analysis of total effect, direct effect and indirect effect of Bootstrap

效应大小
Bootstrap

p
Lower Upper

总效应 0.626 0.413 0.847 <0.001
直接效应 0.345 0.168 0.537 <0.001
间接效应 0.281 0.164 0.430 <0.001

4  讨论

童年期是个体心理发展的重要时期，童年创伤对个体心理的健康发展具有

深刻的影响，本研究结果显示童年创伤与病理性自恋正相关，童年创伤与自恋

夸大性及自恋易损性都存在显著正相关，童年创伤正向预测病理性自恋，这一

结果与 Keene 等人［22］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表明童年创伤经历可能会导致

病理性自恋的形成，并且在自恋的不同方面即自恋夸大性和自恋易损性都可能

有影响。自恋夸大性和自恋易损性是病理性自恋的两个不同的方面，二者有很

大的不同，但是不意味着一个人只表现为其中一个方面，自恋夸大性和易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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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同时存在，并且随时间和环境的变化来回波动［12］。童年期经历来自父

母的虐待或者忽视，一些人可能通过外在的或者夸大的自恋表现出来，也可能

通过内在和隐秘的行为，或者脆弱的自恋来表达。Roche 等人［14］认为病理性

自恋涉及一组原始的调节机制，这些机制代表获得自我增强的以及处理失望和

自我增强失败的非适应补偿策略。说明病理性自恋可能是个体发展的一种自我

保护机制，以弥补童年创伤经历造成的心理缺失，或者是将创伤的痛苦用一种

看似强大的外表遮掩起来，减少创伤带来的心理痛苦体验。

童年创伤经历与成人依恋显著正相关，童年创伤可以正向预测成人依恋，

这一结果与谢芳［23］等人的研究结果一致。说明童年创伤经历可能是成人不

安全依恋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根据 Bowlby 的依恋理论［19］，与养育者的早

期经历会产生自我和他人的内在工作模式或心理表征，这些内在的工作模式帮

助个体理解自我和他人以及两者的相互作用，这种模式会持续到成年，从而影

响他们亲密关系。本研究表明个体的依恋模式不仅受婴幼儿期母婴依恋关系的

影响，整个童年期的经历都会可能对成人的依恋关系产生重要影响，如果将这

一理论扩展一下，可以理解为童年期如果经常遭受父母虐待或者忽视会使个体

难以和父母形成让其感到安全的依恋关系，在成年后他们可能会利用童年时期

对虐待和忽视的反应模式来应对成人的人际环境，以避免再次受到伤害，长久

以来这种反应模式就被固定下来，从而形成不安全的依恋关系模式。另一方面

也说明，成人依恋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会受个体的经验的影响而变化，

这也提示我们不安全依恋模式可以在有效的干预下得到改善。

相关分析显示病理性自恋与成人依恋正相关，与 Roche［14］等人的研究结

果一致。路径分析显示病理性自恋对成人依恋有正向的预测作用。中介效应分

析表明，病理性自恋在童年创伤与成人依恋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说明童年创

伤既可以直接影响成人依恋，也可以通过病理性自恋间接影响成人依恋。当个

体童年时期受到虐待或忽视，可能造成他们心理上的脆弱、敏感、多疑、自卑、

缺乏安全感，不能客观正确地看待自我，在成长过程中需要不断地寻求认可和

赞美，以此补偿不完整的自我概念，或者用强大的伪装来掩盖内心的失望或者

恐惧，从而形成病态的自恋。心理动力学理论认为自恋夸大性和易损性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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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自我服务和防御行为的原因，具有自恋人格特征的个体所表达的积极的自我

看法并不完全真实，而是作为一种“面具”来掩盖他们潜在的自卑和不安全感

［24］。不安全依恋与病理性自恋是一脉相承的，也害怕失望，担心被抛弃，

那对自我价值是一种毁灭性的打击，因此自恋成了一剂“良药”，能够带给他

们暂时的安全感。在成人亲密关系中，或者紧紧地依附他人又或者拒绝任何依附，

其根本或许是一致的，他们难以相信他人，害怕被拒绝、贬低、抛弃等，他们

在亲密关系中过度依赖他人，对分离感到痛苦，但是他们缺乏有效的调节和应

对策略，尤其是在自我面对失望时或者自我的积极形象受到威胁时他们会非常

不安［25］。因此要么紧紧地抓住，要么早早地放弃，这样即使失去也不会可惜，

这就形成了依恋焦虑和依恋回避两种不安全依恋模式。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由于采用横断面的设计，难以得出因果结论。另

外本研究所调查的对象仅来自一所高校本科生，结论推广至全国大学生或者更

多群体还需谨慎。再者，病理性自恋在童年创伤和成人依恋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未来还需要探讨其他中介变量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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