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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早期环境对个体生命史策略的影响 
及其对父母养育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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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生命史策略是指物种在生存和繁衍方面的权衡，这种策略既有遗传性，又受环境的影响。本文从进化心理学

的视角探讨了早期环境对个体生命史策略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以依恋为切入点，为父母如何降低早期不良

环境对孩子的负面影响提出了养育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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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过往有关早期环境对个体发展的研究多以布朗芬布伦纳的生态系统理论为基础，着重考察父母教养、

亲子依恋、童年经历等因素与诸多发展后果（如认知、情绪、社会适应、人际关系等）的关系。近年来，

进化心理学的发展为个体发展的研究提供了新颖的视角。生命史理论（Life History Theory）便是进化心

理学的代表性理论之一，该理论被广泛应用于决策、情绪、人格等领域的心理学研究中，并取得了大量

研究成果。其独特的进化适应观点为心理学家探究心理障碍、人格倾向等广泛发展后果的成因提供了不

同的视角。此外，生命史理论与依恋理论的结合为发展心理学家们提供了崭新的研究思路，越来越多的

研究者开始以生命史理论为基础，发掘早期成长环境中的不可预测性因素以及严酷性因素对儿童发展后

果造成的独特影响，并考察亲子依恋在其间扮演的角色。

2  生命史理论

生命史理论通过进化的视角来解释个体差异［1］。它认为个体在将资源和能量分配给繁衍生存等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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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重要的生命任务时，会进行一系列权衡。如，当个体将有限的资源和精力投资于自身的发展时，往往要

以延迟繁殖时间作为代价；而当个体将资源和精力投入于养育已有后代时，往往意味着其他潜在的交配机

会或自我发展机会的舍弃。生命史理论认为这种权衡可能存在于所有物种中，其目的是最大化物种的进化

适应性，这类权衡被称为生命史策略。生命史策略无好坏、对错之分，它是适应性的。对于具体的个体而

言，最佳的生命史策略取决于其生命早期以及当前所处的环境，如环境的严酷性（特定时期的死亡率）和

不可预测性（环境条件的随机变化程度）。在安全、稳定的环境下，个体在繁殖前死亡的可能性较低，也

会对未来更加乐观。此时，个体更可能设置长远的发展目标，并为之积累资源。同时个体倾向于形成缓慢

的生命史策略，其最显著的生理特征是性成熟期的延迟（如月经初潮、青春期的延迟），此外个体会更多

地将有限的资源、精力投入到养育后代上，倾向于回避冒险以及具有更高的延迟满足感等。反之，生存威

胁高、变幻莫测的环境会迫使个体设置短期目标，此类环境中的个体随时都有死亡的可能，为了延续物种、

保存基因，个体会发展出快速的生命史策略，其特征便是性成熟期的提前、交配频率的增加，以及更高的

冒险倾向等。尽管环境因素与个体的生命史策略关系密切，但并不意味着不利的早期环境因素必然导致快

生命史策略的发展。敏感化模型（Sensitization Model）认为，个体的生命史策略只有在压力环境下才会被

激发出来［2］，如若当下的环境安全可预测，那么个体表现出来的应对方式可能并不会有显著差异。一些

的实证研究支持了上述观点，这表明早期环境对个体生命史策略的影响是十分复杂的，其间存在着诸多调

节因素，一些危险性因素（如低领悟社会支持）发挥了雪上加霜的负面作用［3］，而另一些保护性因素（如

高生命意义感）则削弱了早期不良环境对个体生命史策略的影响［4］。

3  依恋视角下的生命史理论

个体生命史策略是具有适应性的，并非一成不变。它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个体生命早期环境中不可预

测性和严酷性因素的影响。将世界视为安全可预测的能力源于婴儿和儿童期的经验和认知［5］，依恋系

统能够将个体在生命早期同主要照料者间的互动经验内化成一种内部工作模式，这种内部工作模式能够

指导个体后来的认知、情感和行为倾向。依恋分为安全型和不安全型依恋。父母对孩子需求和愿望的高

度敏感，往往能促使孩子安全型依恋的发展，其结果便是增强个体对他人可靠性和支持性的积极预期，

以及在亲密关系中的舒适感。相反地，迟钝的、严厉的父母会促成孩子不安全型依恋的发展，这种依恋

有两类形式，一种是焦虑型，其特点是过度渴望或依赖亲密关系；另一种是回避型，其特点是对情感独

立的渴望和对亲密关系的回避。

尽管学者们多将安全型依恋视为最佳的依恋类型。但生命史理论认为，安全型依恋具有的诸多特征

难以适应严酷或不可预测的环境。相对而言，不安全型依恋可能更能够适应这类不良的生存环境。一些

学者认为，依恋是早期不良环境影响个体生命史策略的关键中介机制［6］。如图 1 所示，个体早期与抚

养者的互动经验会塑造个体对资源可预测性和可获得性以及他人可靠性等方面的预期，进而影响个体在

生存和繁衍上的权衡。相关研究发现，父母在严酷、不可预测的环境中难以提供敏感、稳定的照料，例

如在战乱和饥荒、低社会经济地位的条件下，父母的养育质量会受到影响［7，8］；当微观环境（如家庭内

部环境不稳定）恶劣时，养育质量也会降低［9］。身处其中的孩子，由于同时受到了不可预测或严酷的

内外部环境的影响，往往对未来较为悲观，因而会形成快速生命史策略。具有快速生命史策略的个体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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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具有短期择偶策略，通过尽可能地交配来保证自己后代的延续。一些研究发现证实了上述猜想，早期

的不可预测性经历预测了青少年更多的性伴侣数量和冒险行为［10］，此外早期环境的不可预测性也与不

安全的成人依恋及更不理想的养育行为有关［11］。

环境 照料 依恋 繁殖、认知及情绪表现

安全，可预测
的养育环境

高敏感性、
高回应性的

父母照料

安全型依恋，
对自我和他人

的积极预期

• 对长期关系的偏好，以及擅长处理长期关系
• 积极的认知、情绪和养育行为
• 可预测性信念、相信世界是安全的，他人是可

以信任的、更高的寿命预期
• 良好的情绪调节策略

• 不擅长处理长期关系
• 消极的行为、情绪和育儿行为
• 不可预测性信念、对潜在威胁的警惕性、较低

的寿命预期
• 情绪强烈、情绪调节能力下降

• 短期择偶偏好，不擅长处理长期关系
• 消极的认知、情绪和养育行为
• 不可预测性信念、对威胁的快速反应、较低的

寿命预期
• 情绪抑制，拒绝情绪体验

严酷和不可预
测的养育环境

严厉、拒绝或
不可靠的父母

照料

焦虑型依恋，
对自我的消

极预期

回避型依恋，
对他人的消极

预期

图 1  严酷或不可预测环境对依恋类型以及繁殖、认知和情绪的影响

Figure 1 The effect of harsh and/or unpredictable environments on attachment orientations and 

reproductive, cognitive, and emotional outcomes

如前文所述，安全型依恋个体在他人可靠性等方面存在着积极的心理表征。这种表征会促使个体形

成一种可预测的信念或图式［12］，即相信世界是安全和可预测的，他人是值得信任和可靠的。这种信念

有助于亲密关系的建立以及合作倾向的发展，但在严酷或不可预测的环境下，对风险和威胁的警觉或许

有其独特的适应性意义。例如，焦虑依恋的个体对威胁更具敏感性，而回避型依恋通过拒绝亲密关系以

避免潜在的养育投入，从进化的角度看，这两种不安全型依恋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个体自身的存活

概率。

此外，我国学者陈斌斌通过整合生命史理论和资源控制理论，提出了依恋—资源控制理论［13］，用

以解释个体在资源控制方面表现出的个体差异。该理论认为，环境的不可预测、父母养育策略的不一致

会使孩子发展出具有矛盾特征的焦虑型依恋，这类个体倾向于采取高压型和亲社会性的混合资源控制策

略。而资源高度匮乏、生存威胁严重的环境会促使回避型依恋的形成，而回避型依恋者倾向于采取高压

型的资源控制策略，为了争夺有限的资源而不择手段。对于回避型依恋者而言，将时间“浪费”在长期

关系中对于自己而言是利小于弊的，因为早期被忽视、冷落的经历让他们丧失了对他人的信赖，认为人

际关系不可靠，进而降低或抑制自身情感需求，同时发展出对客观物质资源的极端认同。有趣的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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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在社会支配理论中也窥见了具有类似信念特点的人格类型——社会支配倾向人格［14］。这类个体具有

两种特殊的世界观，其中之一是“危险世界”世界观［15］，它认为这个社会是危险的、不可预测的、时

刻遭受威胁的，他们相信人性本恶，认为通过外部约束来限制人性的恶是十分有必要的，因而他们推崇

已有的秩序和权威，排斥那些挑战权威的个体。达克特（Duckitt）认为社会支配倾向人格的另一面是“丛

林法则”世界观［16］，亦即社会达尔文主义，这种世界观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弱肉强食、胜者为王的丛林，

因而这类个体常常会表现出对金钱、权力、地位的渴望。这两类世界观的形成同个体幼年经验、教育，

以及文化环境密切相关。这与依恋—资源控制理论的观点不谋而合，也就是说，早期生活环境会直接或

间接地影响个体同抚养者间形成的依恋关系，进而依恋系统会将个体对环境和他人的感知经验内化，并

泛化成特定的世界观，对个体的身心发展产生广泛且深远的影响。进化心理学的生命史理论以其独特的

视角解释了不同依恋类型在不同生存环境下的适应性意义，发掘了不安全型依恋的独特功能。简言之，

不同的环境线索会促使个体做出不同的生命史策略权衡，这种权衡没有是非对错之分，只关乎适应与否。

因为从进化的视角来看，对于物种而言，将自己的基因延续下去是生命历程中的首要任务。

4  启示及养育建议

当个体对自己的寿命或者未来持悲观的预期时，在死亡来临以前完成生命的延续有其必要性。生命

史理论认为，在高严酷性（表现为普遍的高死亡率）的环境中，物种往往会普遍采取快速生命史策略，

通过牺牲后代质量增加后代数量的策略以对冲死亡率。在死亡率降低到一定的水平后，物种便会转变其

策略，使得高质量繁殖成为主流。此时左右物种生命史策略的便是环境的不可预测性程度。

具体到当前的人类社会，在物质资源丰富、医疗技术的飞速发展的今天，人类的寿命得到了不断延

长，因此从宏观的角度上来看，以长远发展为目标的缓慢生命史策略在现今人类社会中可能更具适应意

义。现如今，由于养育成本高、社会竞争激烈等因素，追求数量、忽视质量的繁殖策略显然不具有适应性，

而少生优生似乎是个体繁殖和生存的最佳策略。尽管当前人类社会的死亡率较低，但环境中的不可预测

性因素仍然会对个体的生殖策略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如何避免不适应当前大环境的快速生命史策略的

发展值得我们探究。而依恋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能的切入点，在无法改变外部环境的情况下，父母

或许是隔绝或缓冲不良环境对孩子造成负面影响的一道屏障。具体而言，想要降低外部环境的不可预测

性对孩子的影响，父母可以从以下几点着手。

首先，避免自己成为不可预测性的来源。对于孩子来说，父母是最亲密，影响最深远的人，父母如

果过度情绪化，喜怒无常，会给孩子带来直接且强烈的不可预测性感受。因此父母首先要学会调节自己

的情绪，保持对孩子需求的敏感性，尽可能满足孩子的情感需要和基本的物质需求，促进亲子依恋的发展。

只有这样，孩子才能形成对自己和他人的积极心理预期，进而影响其后来人格和人际关系的健康发展。

其次，构筑稳定有规律的家庭日常。父母可以通过制定一系列的家庭常规，如合理安排家庭成员作息、

重视节日家庭仪式等来提高家庭生活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父母还应当带头贯彻家庭计划和纪律，重视

自己的承诺，避免出尔反尔。如此，孩子感知到的环境便是连贯的、可预测的，这种有计划、有规律的

生活模式会被他们习得内化，并逐渐转化成一种长计远虑的行为倾向。

最后，营造良好的家庭氛围。稳定的婚姻关系、良好的家庭互动对孩子的发展有着深远的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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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要首先要处理好自己同伴侣间的关系，在教育理念方面尽可能地保持一致，这样孩子才不会混乱，

知道该遵从什么样的标准。在非独生子女家庭中，父母应当平等地重视每一位孩子，避免“一碗水端不平”

现象的出现。此外，父母应当鼓励孩子的合作行为，减少竞争的产生，因为在分工日益细化的大趋势下，

合作或许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最佳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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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ntroduction to the Influence of Early Environment on 
Individual Life History Strategies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Parental Rearing

Zheng Weijian

School of Psychology,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Abstract: Life history strategies refer to species’ trade-offs in survival and reproduction, which are 
both hereditary and influenced by the environment. In this paper, we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early 
environment on individual life history strateg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In 
addition, we use attachment as an entry point to provide parenting suggestions for how parents can 
reduce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early adverse environments on their children.
Key words: Early environment; Life history strategies; Attach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