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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感是人类基本的心理需求之一，它出现于生命早

期，且对个体的生存和发展十分重要[1]。然而现实生活中丧

失控制感的体验常常是难以避免的，小到学业挫折、工作失

利，大到自然灾害或人为事故或战争[2]。大量调查显示丧失

控制感会使人产生心脏代谢风险、焦虑症、抑郁症等身心疾

病[3-5]。Seligman[6]著名的习得性无助实验生动地揭示了动物

和人由丧失控制感到陷入绝望心境的全过程。Langer和Ro⁃
din[7]在养老院开展的研究更是说明了丧失控制感的健康危

害。研究中一组老人被允许可以自由地控制、支配自己的生

活(包括房间的设施布置、平时的休息、娱乐等)，另一组老人

则完全要听从护士的安排。在这项研究结束后 18个月，研

究人员得到了惊人的发现：后一组老人中去世的人数是前一

组的两倍。而与此同时，一些研究者渐渐意识到丧失控制感

的影响远不止引发身心健康问题，它甚至会促使个体寻找各

种补偿控制感的途径，以至于人的知觉、信念、行为均会发生

变化[8]。如Uscinski等[9]分析了《纽约时报》的编辑从 1897年
至2010年的一百多年里所收到的公开来信，发现在选举、战

争期间，丧失控制感的民众在各种说法真假难辨时会倾向于

信奉阴谋论。基于此研究视角，Kay等人[10]提出了补偿性控

制理论(compensatory control theory)，旨在全面探讨人在丧失

控制感后各种心理与行为的变化及其发生机制。

1 补偿性控制的理论观点

控制感固然重要，但人在丧失控制感后可以通过多种途

径进行补偿，包括增加自身的能力、知识、技能等个人控制

(personal control)；借助他人的帮助、支持等外部控制(external
control)[11]。此外，补偿性控制理论[10，12，13]还提出了一种特殊的

控制感补偿途径——泛化结构确认(nonspecific structure af⁃
firmation)，即个体在丧失控制感后会更加强调外部世界的结通讯作者：郭永玉，E-mail：yyguo@nj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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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规律、秩序，而表现出以下一些倾向：偏好结构简单、清晰

的形状；希望了解自然或社会现象的发展规律；向往稳定、有

序的政治体制或商业模式。也就是说，通过强调外部世界结

构、规律、秩序的存在，个体会感知到尽管事物不一定由自我

掌控，但总是在控制之中。

作为一种特殊的补偿控制途径，泛化结构确认具有两方

面的特点：①个体进行结构确认的领域与产生丧失控制感体

验的领域无直接联系；②通过此途径获得的控制感并不是源

于个人或外部控制，而是来自于外部世界的结构、规律、秩

序。如有学生考试失利后(在学业领域丧失控制感)通过相信

占星术对自己命运的预测来获得控制感，这里强调命运的冥

冥可知与自身学业并无直接联系；且控制感的来源并非是增

加努力、知识等个人控制，也非他人的帮助和支持。

2 补偿性控制的实证研究

自补偿性控制理论提出后，大量研究基于此理论框架，

探索了人在丧失控制感后的泛化结构确认倾向，发现其会展

现在个体的知觉、信念、政治行为、经济行为这几个层面。

2.1 知觉层面
研究者最先考察了知觉层面的结构确认倾向，发现人在

丧失控制感后会进行模式识别[8]。模式识别(pattern recogni⁃
tion)最早源于完形心理学派对视觉领域的研究，它是一种将

独立的视觉元素知觉为有意义的整体的现象 [14]。研究中，

Whitson和Galinsky[8]首先要求被试在计算机上进行一项概念

形成任务(concept formation task)，部分被试由于其任务程序

已预先被设定，他们无论怎样努力都无法找到正确答案，由

此不断体验到控制感的丧失。研究者随后向所有被试呈现

散点图，结果发现相比于对照组，丧失控制感组的被试更倾

向于将散点知觉为完整的、有真实意义的图形。Stea[15]采用

此实验范式在赌博者、烟瘾者等不同群体中展开研究，得到

了相似的结论。模式识别展现了个体对视觉空间的结构化，

也是最基础的结构确认过程。

2.2 信念层面
现实生活似乎远比Whitson和Galinsky[8]在实验中呈现

的视觉材料复杂得多。置身于现实情境，人会观察到不同的

自然现象；目睹、听闻种种社会现象的发生。因此，个体的结

构确认倾向还表现在希望了解各种自然或社会现象的发展

规律。而这一倾向会使个体相信那些对不同现象作出（看

似）合理解释的理论、信念。首先是科学理论。Rutjens, van
der Pligt和 van Harreveld[16]发现在回忆丧失控制感的经历后，

个体会非常青睐Conway Morris的进化论观点对人类起源的

解释。且有研究进一步表明，即便是一般的生理或心理现

象，人们也会认为科学的解释是值得信服的，如Erikson的同

一性发展的八阶段论、Kohlberg的道德发展论及揭示老年痴

呆症发展规律的医学理论[17]。

其次是伪科学信念。除科学理论会对宇宙起源、生理、

心理等等现象进行解释之外，一些伪科学信念(pseudoscien⁃
tific beliefs)同样对诸多现象的发展规律作出了看似合理的

解释。如占星术(horoscope)试图利用一个人的出生地、出生

时间和天体位置来解释人的性格和未来。在世界上所有文

化中，人们都曾经或至今仍然相信占星术的观点。如中国传

统文化受到天人感应思想的影响，占星术在中国一直深受重

视[18]。2005年美国盖洛普民意调查也显示，在美国有近四分

之一的民众相信占星术。而民众丧失控制感似乎会加速伪

科学信念的广泛蔓延。一些调查研究为此提供了间接证据，

调查显示在政治或经济起伏期，占星术方面的书籍发行、销

售量大大上升[19]。一些对新加坡籍华人、澳大利亚与美国白

人开展的研究发现，无论东方人、还是西方人，当他们回忆丧

失控制感的经历后，都倾向于对占星术关于性格的描述笃信

不疑，且认为自己的朋友在面临工作等重大人生选择时也应

借助占星术进行预测[20，21]。这些研究从侧面反映了为何在科

技如此发达的现代社会，伪科学信念仍然有广大的市场。这

部分源于伪科学也试图用一些所谓的术语、理论来解释自然

或社会现象。因此，在满足人们了解自然或社会现象发展规

律的需求上，伪科学信念与科学理论有着类似的功效。

最后是阴谋论。个体在丧失控制感后也倾向于信奉阴

谋论。阴谋论(conspiracy theory)是对社会事件作出的未经证

实的、不太合乎情理的说法，该说法宣称事件是权力群体或

组织秘密联合策划的行动 [22，23]。van Prooijen和Acker[22]的研

究招募了100多名荷兰大学生，要求他们回忆生活中不可控

(或可控)的经历，随后调查他们对阿姆斯特丹市铁路建设的

态度，结果发现那些回忆不可控经历的被试更倾向于相信在

铁路建设工程上市议会与建筑公司相互勾结，不惜牺牲工程

的安全谋取私利。Sullivan等[24]在美国2008年大选期间对选

民开展调查，部分被试通过阅读实验材料了解到当前社会存

在大量不可控的威胁因素，如自然灾害、疾病、旅行风险等

等，结果发现这些产生丧失控制感体验的选民更加相信所支

持候选者的竞争对手在参选中实施了阴谋手段。另一项研

究类似地启动了被试的丧失控制感体验，随后要求他们分析

环境污染的原因，结果发现他们更加相信环境污染源于石油

公司的不平衡发展[25]。以上对诸多事件阴谋论说法的笃信

不疑反映出个体在丧失控制感后，想要在蛛丝马迹中洞察事

件背后的真相。阴谋论尽管很可能与真相背道而驰，却在某

种程度上满足了人们了解社会事件发展脉络的渴望。

2.3 政治行为

个体的结构确认倾向还表现在向往稳定、有序的社会体

制。研究发现丧失控制感会加深民众对社会等级的维护。

纵观社会发展，无论社会形式经历怎样的演变，等级似乎都

渗透于各个国家的政治体系中。如在中国春秋时期，当齐景

公问政于孔子时，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

语·颜渊》）这体现了一种通过恢复等级秩序，实现国家治理

的政治愿景。因此尽管很多时候等级被认为阻碍了社会公

平、且不代表社会理想[26]，但它却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社会

的秩序与组织性[27]，因此能够满足丧失控制感的民众对于稳

定、有序的社会体制的向往。

而典型的维护社会等级的倾向包括推崇精英主义(me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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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cracy)和产生系统合理化(system justification)。Goode等[28]在

研究中要求被试回忆丧失控制感的经历，随后考察其对精英

主义价值观的认同，结果发现回忆丧失控制感经历的被试更

倾向于认为一些特定阶级的成员，由于其在心智、社会地位、

或是财政资源上的优势，更应当被视为精英；且认为他们的

观点及行为对社会治理更有建设性作用。另一项研究要求

被试阅读《华尔街日报》中题为《今日经济如越雷区》的文章，

使之感到当前经济局势潜藏大量不可控因素，随后这些被试

也表示为了国家的良好运作，某些人或群体理应被赋予更大

的权力[27]。Sheperd等[29]的研究也揭示了民众在丧失控制感

后对权威人物更加服从。而系统合理化(system justification)
是个体维护、支持现存社会体系，并认为其公平、合理、正当

的一种倾向[30]。大量实验研究直观揭示了丧失控制感的个

体会极力维护现存体制，而反对社会变革[31，32]。Kay等人[33]分

析了从 1994年至 2003年的世界价值观调查 (World Values
Survey)得到的数据，调查样本涵盖了来自67个国家的9万多

名市民，结果也发现民众的控制感越低，越期望当局政府加

强管控力度。

2.4 经济行为

个体在经济领域的结构确认倾向主要表现在特别注重

商品样式与功能上的结构、秩序及不同商品(品牌)间的界

限。Curight[34]的研究向被试提供了不同设计风格的商品供

其选择，结果发现丧失控制感的被试格外喜好有清晰设计轮

廓的壁画、餐盘、鞋柜，并认为这类设计会使生活变得更加简

约、有序。类似地，Sheperd等[29]发现产生丧失控制感体验的

被试尤为赞赏苹果手机中使生活更富有秩序的一些功能。

另一项研究通过巧妙的实验发现丧失控制感也会使消

费者特别在意购买环境的整洁。研究中来自杜克大学的80
多名大学生在实验室完成回忆丧失控制感的经历后，被邀请

进入不同的模拟超市选购商品，商品的种类、价格统一，不同

的是一家超市商品按其类别整齐摆放，另一家超市随意堆放

货物。研究者未告知被试真实的实验目的，而是谎称实验室

主任下学期打算开一家超市，因此先初步了解在学生群体中

不同商品的畅销度。结果发现，回忆丧失控制感经历的被试

在前一家整洁的超市中的消费额远远高于后者[34]。此外，个

体不仅在意不同商品在物理空间的界限，还会特别注重不同

商品品牌间的定位与界限，以至于对品牌延伸格外保守、谨

慎。品牌延伸(brand extension)是很多企业惯用的经营策略，

它是企业将某一知名品牌扩展到与其成名品牌或原产品不

尽相同的产品上，以实现品牌繁殖、推出新产品的过程。市

场上成功的品牌延伸案例不胜枚举，如Marlboro从原有的香

烟推出钢笔，Starbucks旗下的产品包括咖啡、冰淇淋、CD等
[35]。Curight, Bettman和 Fitzsimons[36]的研究要求被试回忆丧

失控制感的经历后，告知其有 12种品牌打算推出新产品或

服务 (如 McDonald's 的照片处理、Haagen-Dazs 的爆米花、

Tropicana的白酒)，接着询问其是否有兴趣尝试，结果发现：

无论是市场营销部的经理还是普通消费者，他们对于一些新

产品，尤其是与原品牌关联度较低的产品无太大兴趣。

3 总结与展望

总结来看，传统控制感研究视角更多关注了丧失控制感

给个体的身心健康带来的危害[3-5]，而补偿性控制理论突破了

这一研究局限，认为人在丧失控制感后会产生泛化的结构确

认倾向[10，12，13]。建立在这一理论基础上的大量研究发现这一

倾向会进一步使个体产生模式识别、信奉阴谋论等在知觉、

信念、行为上的变化。然而，该领域仍需进一步的理论深化、

研究拓展、现实意义的挖掘。

首先是理论的深化。尽管补偿性控制理论将泛化结构

确认视为特殊的补偿控制途径，但是当个体确认了外部世界

的结构、规律、秩序后，其控制感是否真的会增强呢？这方面

补偿性控制领域尚未涉及。尽管Chae和 Zhu[37]发现被试在

整洁有序的环境中会表现出对困难任务更高的坚持水平；另

一项研究也发现，当被试阅读科普文章了解对植物生长规律

的讲解时，他们更愿意为个人的长期目标(如获得学业成就、

寻找婚姻伴侣等等)付诸努力、坚持不懈[38]。然而这些研究仅

能够作为间接证据。因此对于外部世界的结构、规律、秩序

能否促进个体的控制感水平，以及其与真实的个人或控制力

量保障有怎样的区别，这都值得未来研究者深入探索。

其次是相关研究的拓展，尤其是基于中国社会现实开展

本土化研究。目前补偿性控制的研究多是在西方文化背景

下开展的。然而丧失控制感却是不同文化下的群体都可能

遭遇的[39]。且大量控制感的跨文化研究已揭示东方人，尤其

是中国人的控制感长期处在较低的水平[2]。而近年来，自然

灾难或人为事故的频发以及食品安全、环境污染等问题的凸

显更使人感到“丧失控制感”常常不期而至。那么在此种情

形下，中国人如何试图重获控制感，是否也倾向于采用泛化

结构确认进行补偿呢？另一方面由于国内特有的社会现实，

上述研究所揭示的各种泛化秩序确认倾向是否也适用中国

群体？对此问题，不可过早地做出简单的回答，而要深入分

析中国特有的社会背景和文化基因。以美国人丧失控制感

后拥护精英主义为例，由于精英主义是美国社会流行的意识

形态，因此其在丧失控制感后出于维护社会等级的需要，而

推崇这一主流的意识形态也不难理解[40]。然而这种现象却

不一定会发生在中国社会。另一方面在中国历朝历代，各种

迷信邪说、阴谋论异常盛行[41]，而这是否部分根源于丧失控

制感的中国人在茫茫世界中寻找秩序呢？这些问题都有待

于本土化研究的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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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有新的发展契机。如FB01提到“我现在只好自想

自退了，我家的那个是怎么想也想不来了，认命

吧！”。 丧失子女个体只有意识到自己不能一直沉

溺在悲伤的情绪中，而后才开始改变，这对哀伤临床

干预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本研究的不足在于男性被试少，可能因为男性

对“丧子”这个话题敏感，不愿轻易参与，希望日后能

对哀伤调适的性别差异进行相应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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