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9

Educational Teaching,教育教学,(2)2020,2
ISSN:2705-0912(Print);2705-0866(Online)

引言

人的生命只有一次,然而死亡是每个人都无法逃避的问题,它

始终伴随着人类的存在而存在，有生也就有死。人类学家

Becker(1997)曾指出，相对于其他生物，人类有一种独特的心

理冲突:所有生物都拥有本能的求生欲望，但是，人类拥有高级

认知，我们能够意识到死亡的必然性,以及死亡的不确定性。一

方面是求生的本能，另一方面是对死亡的意识，这就造就了人

类的困境。死亡的不能预测和不可控制，使人类产生潜在的死

亡焦虑。死亡焦虑是人类动机的核心源泉,也是人类问题的主要

根源。

但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大多数健康的人并不会经常、直

接体验到死亡焦虑，也不会时时刻刻思考并担忧这个问题。研

究者Greenberg,Pyszczynski 和 Solomon (1986)指出，人类之

所以能维持一个较好的适应性生存状态，是因为人类发展出各种

防御机制，使死亡的想法和焦虑，不会时刻处于意识当中，而是

无意识的状态。

不少研究者试图探讨死亡焦虑背后的防御机制，并形成各自

的理论。其中，近年来最有影响力的理论之一是恐惧管理理论。该

理论最早来源于 Becker (1973)《拒斥死亡》一书中。Becker 认

为，死亡恐惧是人类动机的核心源泉，是人类问题的主要根源

(Becker,1973)。恐惧管理理论认为，死亡恐惧也人类进化史的一

个适应性问题，在求生意识和死亡意识的矛盾心理下，死亡恐惧

会摧毁个体正常的心理功能，只有那些成功管理恐惧并获得心理

平衡的个体，才能更好的生存下去。

那么，对于死亡焦虑，人类有哪些防御方式呢?

1  防御方式

恐惧管理理论的核心观点是,当个体意识到死亡的必然性以及

不确定性时,为了缓解这种意识带来的死亡焦虑，人们会产生一系

列的防御行为。在实验中，研究者通常通过死亡凸显实验来研究

防御机制问题。死亡凸显，就是一些能够引发被试的死亡意识的

操作比，比如让被试观看含有死亡情节的视频、想象自己年迈时

即将离开的场景，以及完成死亡焦虑量表等。在死亡凸显之后，人

们采取防御行为的现象，就叫做死亡凸显效应（陆可心,沈可汗,

李虹,2017)。

研究者 Pyszczynski, Greenberg和Solomon (1999)在恐惧

管理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死亡凸显效应的认知模型，即二元

过程模型。根据该模型,当死亡思维进入意识层面时，人们首先会

启动近端防御，随后，当死亡思维进入无意识层面时，死亡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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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跃程度(即死亡思维提取度， death thought accessibility,

DTA)上升后，人们会启动远端防御。目前对死亡焦虑防御方式的

研究中，近端防御的研究相对较少,主要研究集中在三种主要的远

端防御机制，分别是:世界观、自尊和亲密关系。

1.1近端防御

近端防御是在意识层面的防御方式,负责将存在于意识层面的

死亡焦虑驱逐出意识，或者将本不可接受的事实慢慢内化，直到

它成为可接受的一部分。根据Pyszcynski 在1999年的研究，近

端防御主要分为三个层次，分别是无认知过程的防御，有认知偏

向的防御和无认知偏向的防御。首先，无认知过程的防御，是指

全盘否认或完全回避死亡有关的想法或事实。有认知偏向的防御,

这种防御经过一些理性的思考，有一定的行为逻辑，但其中包含

着认知偏向。例如:拿到医院的检查单时，否认医生的权威性。无

认知偏向的防御，即已经能够接受死亡也是生命的一部分，心境

开始变得平静。

死亡心理学领域先驱家Kubler-ross,临床研究了大量癌症患

者,于1969年提出了死亡五阶段理论框架：否认、愤怒、讨价还

价、抑郁、接受。结合近端防御理论进行比对，我们发现，死亡

五阶段中，否认、讨价还价、接受这三个阶段，分别对应了近端

防御的发展顺序。

当死亡焦虑长时间过度停留在意识层面，而且产生了弥散性

的焦虑和恐惧，并对生活产生了不良影响,就应该寻求外界的帮

助，必要时进行心理咨询。

1.2远端防御

远端防御是无意识的、内隐的防御机制，产生于个体经验性

的、非理性的模式中，所以大多数人在生活中，根本不能意识到

自己的大多数行为都是在换届死亡焦虑。远端防御被用以防御不

在意识层面的死亡焦虑，它通过一些象征性的、间接的方式来解

决死亡问题，通过使生命显得有意义、有价值和持久性来提供安

全性。

研究者Dechesne和Kruglanski（2014）认为，死亡凸显首先

可以使个体意识到死亡的必然性，这就削弱了人们生存的意义感，

产生生命无意义感。另外，死亡的另一大属性是它的不确定性，它

发生的时间、地点、方式、过程以及影响等，都是不可预测的。因

此，这些问题的思考都会引发生命的不确定感。换句话说，死亡

凸显对人们具有双重影响。那么人们面对死亡威胁，也具有双重

心理防御体系。以往研究关注点多集中在死亡凸显后死亡必然性

对心理的影响，忽略了死亡的不确定性对心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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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对死亡必然性的防御方式

根据恐惧管理理论的观点，死亡凸显后，面对死亡的必然性，

人们会产生无意义感。此时，他们会努力维护自己的文化世界观，

以获得象征性不朽；会通过追求自尊的方式提高自我价值感；个

体还会增加对亲密关系和群体归属感的需求。

(1)世界观防御

世界观是指一种为多数人共享的、关于现实的解释和信念。

人们通过这种信念体系，赋予生命和生活以意义、秩序和永恒性，

并相信只要人遵从这些信念，就能得到安全的保障和对死亡的超

越。世界观的防御作用体现在字面意义上和象征意义上的永生两

个方面。单就字面意义上的永生来说，主要指在传统文化观念，或

者宗教信仰当中，对死亡后的一些想象和描述，比如中国的一些

宗教信仰中的地狱、轮回等，外国宗教信仰中的上帝、天堂等。在

实验操作中，死亡凸显后，这些信念和观点都会得到人们的强化。

世界观的象征意义体现在，世界观中包含的文化、信念和秩序等，

是能够持续存在下去的事物，人们通过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并认

同它来获得安全感和不朽感。比如国家的文化、法律法规，或者

是道德习俗等。

(2)自尊防御

根据恐惧管理理论，死亡凸显实验操作后，个体会做出更多

的能够提高个体自尊的行为，也就是说，个体会采取行动是自己

达到他所在的群体和文化中的价值标准。比如，当个体认为外表

好看的人更加受欢迎，那么，在死亡凸显操作后，这些个体对整

容手术的支持力度就高于其他个体。在实验中，通过某些行为降

低被试的自尊水平后，被试的死亡思维提取度就显著上升。

(3)亲密关系防御

在恐惧管理理论中,亲密关系防御是指通过与他人建立和保持

亲密的关系,寻求与他人在一起、亲密、依恋和联结，从而缓解存

在焦虑的机制。研究者认为,亲密关系防御可以分为两种类型。首

先是一般的社会亲密关系，他是发生在短期内，在一定情境之下

的人们物理距离的亲近，它具有一定的焦虑缓解和情绪释放的作

用。比如，在死亡凸显操作后，原本各不认识的被试，会坐的更

近。另一种是与重要他人建立的亲密关系，包括父母、孩子、爱

人等。这样的关系时间很长，卷入性比较高，联结非常强烈，这

是一种在象征意义上对死亡的超越。这样的亲密关系一方面有利

于个体在不利的环境中更好的生存，他们能够给我们提供物质和

精神方面的支撑和帮助。另一方面增加也了繁衍后代的可能性，

人们普遍认为繁衍是生命的延续。

(4)三种防御方式的关系

陆可心在2019年的研究指出，远端防御中这三种主要防御机

制的地位并不是平等的,而是存在优先级关系。目前的死亡凸显实

验中，研究者会制造两种防御机制冲突的情况,观察人们会如何优

先选择。研究发现,死亡凸显后,当亲密关系与自尊或者世界观发

生冲突时,人们优先选择强化亲密关系，而当世界观与自尊发生冲

突时，人们优先选择维护世界观。这些实证研究证明了防御方式

之间存在优先级关系，优先级关系是:亲密关系优先于世界观防御

和自尊防御,而世界观防御优先于自尊防御。

1.2.2对死亡不确定性的防御方式

死亡凸显后,当个体意识到死亡的不确定性,就会产生生命不

确定感。根据不确定感管理模型，当产生不确定感时，人们会增

强对稳定的秩序感，和对生活的控制感的需求。文化世界观中包

含社会的秩序和规则，还包含历史积累的普世的理念和观念，能

够使个体感到稳定,因而能减弱个体不确定感。例如，Sani (2009)

研究表明，在死亡凸显操作后，被试会增强对内群体的身份认同

程度。另外，个体还会增强对控制感的需求来减少不确定感，例

如，人们会通过获取金钱的途径来缓解死亡焦虑。近年来，有研

究表明，刻板印象也是一种应对死亡凸显的复杂心理机制。首先，

刻板印象使个体能够更快速地理解和预测外界的环境，产生可控

感。另外，刻板印象通过强调他人或者团体的负面特性,可以使个

体获得更好的自我感觉，增强个体的自我价值感。

2  研究展望

(1)探讨死亡焦虑防御方式的文化差异。因为死亡心理各国

文化传统、习俗等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死亡心理也具有很大的文

化差异。比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生命可以轮回，这种观念在

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死亡焦虑。未来的研究应进一步探讨死亡

心理的文化差异。

(2)填补近端防御研究的空白。死亡焦虑现有研究中，多集中

在远端防御方式上，而有研究发现，死亡凸显后，近端防御可能

会与远端防御产生截然相反的结果。比如，在近端防御阶段，人

们为了自己的生命健康，会采取更多健康的生活方式，但是在远

端防御阶段，人们反而会采取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或者做出一些

危险行为，比如吸烟、高危驾驶等。

(3)探索应对死亡焦虑的其他防御方式。远端防御方式中，除

了这主要的三种，是否还有其他方式，能够缓解无意识层面的死

亡焦虑呢？精神分析理论中曾经提及过，性也可能是一种重要的

防御机制。性的活动能够为个体带来一些自尊感,而性的失败，则

可能会导致死亡思维提取度上升。我们论及的三种防御机制，并

不是死亡焦虑防御机制的全部内容，其他防御方思还有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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