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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 9 8 2 年，国外学者 K a h n e m a n 在模拟式启发

(Thesimulationheuristic)这一文章中第一次提出反事实思维

(counterfactualthinking)这一名词。前期，研究重点主要是探

究反事实思维理论，最近几年，测量应用反事实思维得到人们的

日益关注，然而从国内、国外的相关研究能够看出，对反事实思

维的概念、类型以及工作机制等方面，现阶段，还有很多不清晰

的问题，本文重点分析反事实思维这一领域的相关内容。

1  反事实思维定义的否退性、民族性

1.1否退性

对于思维来说，这是人类所独有的认识活动之一。对于反

事实思维来说，就是在不真实的情况下，个体进行替换的思维

行为，从本质来看，它就是在个体脑海中形成的已经出现的事

件，对其进行否定，之后再将其退回，之后向思维转换，将

预期会出现然而实际上没有出现的心理活动表述出来。可见反事

实思维属于转化思维，就是敢于“反其道而思之”，让思维向

事实的另一面的方向发展，从事实的相反面深入地进行探索，

把事实倒过来思考，往往会使人的心理得到更好的安慰和解脱。

1.2民族性

思维是以感知为基础的，是人脑借助于语言对事物的概括和

间接的反应过程，反事实思维是高级认知过程，其又超越了感

知的界限。这点印证了黑格尔在反思的认识上的飞跃，即反思

本身也有一个过程，反思具有不同的层次。几千年前，提出的

吾日三省吾身，其中的省就是我们所说的反省的意思，就是对

前期自己的行为进行回忆，对其中的不足进行检查，这和反事

实思维对前期出现的事件进行判定这一心理模拟是十分相近的。

可以看出，对于反事实思维来说，其中有显著的民族性。

2  根据反事实思维的前提结构、结果方向、内容性质进

行精准分类

2.1前提结构分类

个体实施反事实思维的过程中，针对出现事件的基础，就

是结构进行增删，能够把它划分成两类：

第一类就是加法式，以前提条件为依托，将实际上没有出

现的事件加入进来。比如，反事实思维里“如果那时好好学

习，就能够通过英语6 级了”其中的好好学习就是实际上未出

现的，在事后反省过程中加入进来的。

第二类就是减法式。以前提条件为依托，将一些出现的事

件删除，再对其进行再次构建。比如“倘若没有贪玩，那么

就考试就能及格了”。事后反思考试不通过是因贪玩导致，改

正就好了。

这里强调一点：依据前提结构分类，业界还有第三种方法

——替代式。就是用其它的前提将以往的前提取代。例如“如

果平时认真学习而没有贪玩，则此考试就通过了”。这里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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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另一种前提是完全可以归结到加法式或减法式类型里的，

据此，这一例句可归为加法式。替代式原来的前提，在加法式和

减法式里只是隐藏而没有显示出来或语境意已明，不言而喻而已。

2.2结果方向分类

结合已经出现事实结果是不是满意，反思要与其它条件相

符，就会产生相应的结果，也就是思维出现的方向，把反事实

思维划分成两种类型：

第一类是上行反事实思维。就是前期出现了事实结果，联

想倘若与条件相符，就会产生与真实结果相比好一些的结果。

例如“如果赛前能到现场进行热身的话，那么今天的篮球赛就

会 赢 ”。

第二类下行反事实思维。就是对于可取代结果来说，它与

真实结果进行比较，前者要糟一些，存在侥幸心理。如“幸

好赛前到现场进行了热身，不然今天的篮球赛肯定输”。

在生活里出现负面事实，人们会出现上行思维，想象结果

会好一点；正视事实，人们会形成下行思维，总会试想一下，

事情如果做得再差点，就完了，存在一种安慰感。此反思心理

得到相关人员的验证，在竞技赛里，得到第三名的选手，与银

牌的选手相比，前者要开心一些。主要是由于第三名选手以下

行思维为主，也就是幸好能够正常发挥，否则就得不到奖牌

了。第二名选手以上行思维为主，倘若我再发挥好一些，那么

第一名就是我的了。

2.3内容性质分类

结合反事实思维内容，可以划分成两种类型：

第一类是主体聚集，对于主体聚焦反事实思维来说，它与个

体主观意识为主，也就是个体在人格以及能力等方面。例如“如

果我再努力咬牙拼一点，就会赢下那场比赛”。

（2）客体聚焦：客体聚焦的反事实思维将关注的对象指向无

法控制的外在客观因素。例如“要是那天不发生新冠疫情的话，我

就能开车回老家了”。

理论界一些研究人员结合反事实思维内容，把它划分成三种，

一是自我聚焦，就是与个体自我密切相关；二是行为聚集，它重

视的是个体的行为，三是环境聚焦，稍加梳理分析就可以把自我

聚焦和行为聚焦归为主体聚焦，环境聚焦归为客体聚焦。

3   依据记忆理论基础认知反事实思维发生机制

对于反事实思维来说，它是特殊的心理认知过程之一，它

与自发有关，还是与认知因素有关，依据记忆理论基础认知反事

实思维发生机制这个问题既能得到解决，即反事实思维发生机制

可分为无意自动化产生过程和有意自动化产生过程两种类型。

3.1无意自动化

本文自学者们较为认可的反事实思维入手，将其划分成不同

阶段，一是Roese 的激发，二是内容产生 [1]。对于激发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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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程度来看，就是个体由于出现的事实而形成的不良情感，

此不良情感把人们的思维向怎样使这一消极情绪有效规避方面引

入，从而使得反事实情境形成。倘若激发反事实思维，那么反事

实程序会朝着以无穷尽为依托的成分方向迈进，从而向内容产生

阶段迈入。国外学者Kahneman等（1986）提出，反事实思维内容

形成的主要因素之一就是前提标准性 [2]，标准性就是参照系，

就是前期经验而产生的对一些事件的认识，这些经验知识并不一

定发生在意识层面，是对特定所发事实结果的直接反应，是反事

实思维激发的自动化过程。Kahneman 和 Miller 提出“范例说”

（Norm Theory Perspective），他提出，对于经验意识来说，其

中的每个刺激物，均是既定结果的反应，对其自身范例进行查找，

以此为依托，将其当成是“无意反事实思维”之一。

3.2有意自动化

对于“范例说”来说，它的出现并非对目标-指向说的出现

产生影响。对于范例说来说，其激发过程，主要研究出现这一过

程与很多因素相关，例如动机、目标等，对于反事实思维来说，它

不单单是自动化之一，同时还有相应的主动因素，就是个体在既

定情况下，对前期出现的既定事件进行思考，这一思考存在相应

的目的性，个体能够对其有效控制，同时对反事实思维有效应用，

目标- 指向说是这一观点的典型。对于反事实思维来说，它是

人类意识中的关键，在高级认知中它的作用是十分关键的，是个

体在可能、现实世界之间进行变换的载体，能够将其当成认知策

略的途径，就像国外学者Byrne说的那样：对于反事实思维来说，

它是人们发展的基础，倘若反事实思维缺失，那么人们仅对现实

问题进行考虑，无法自不同视角出发，那么就不会有梦想，必然

没有忧虑和忧愁，无法对内疚以及后悔等进行体验[3]。自这一层

面来看，对于“目标-指向说”来说，就是我们所说的“有意反

事实思维”。

4   依据心理活动和认知理解反事实思维情绪调节和未来

准备功能

4.1情绪调节功能

对于后悔来说，它和庆幸是与反事实思维共同出现的，它

是既定情绪之一，就是我们所说的反事实情绪。个体在受到不满

意事件时，总会产生不良的体验，在心理化发展过程中，人们想

要将这一负面情绪缓解，大多会使自己联想能够令自己舒服一些

的事，此为反事实思维的情绪作用[4]。”这里的情绪功能还不足

以表达和体现调节的重要作用，情绪作为个体对客观事物一系列

主观认知、态度体验以及相应的行为反应的心理活动，是个体动

机的源泉动力,是个体适应生存、发展的一种重要方式，是以个体

愿望和需要为中介的，它能激励个体的活动，能够使个体针对不

同的刺激事件产生灵活自如的适应性反应，即反事实思维的情绪

调节功能。对于同样的事件结果，不同的反事实思维引发不同的

情绪，这是源于情绪具有灵活性的特征，因为情绪的机能不仅可

以来源于个体全部的先天机能，而且还来源于学习及认知活动，

这种情绪调节是通过比较效应来实现的，希望它变得更好，也幸

好没有更坏，所以我们要充分认识反事实思维情绪调节功能，来

实现自己不那么难受，得以安慰。

4.2未来准备功能

“反思过往之事，实为将来之时”,如今人们愈加认识到反

事实思维本质上是人类在漫长进化过程中产生的一种心理纠错机

制。反事实思维可以使个体从发生过往的事实中反思获得教训及

纠错，避免未来重复发生过失，这就是反事实思维的未来准备

功能。这与准备的原义事先打算、安排、筹划、备用相一致，

又和情绪的动机功能（调节功能）紧密相连，对人的活动起发动、

促进和调控的作用——适度的情绪兴奋，可以使人身心处于活动

的最佳状态，进而推动人们有效的完成工作任务。未来准备功能

还与情绪的健康功能即人对社会的适应是通过调节情绪来进行也

是一致的。这点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理解反事实思维的未来准备

功能。某种意义上说反事实思维就是快速觉察上一个事实后自己

的知和行不当之处，然后去反思修正这种不当，修正认知和调整

行为，避免未来的负性情绪形成恶性循环，让行和知始终保持在

一个动态的平衡上，减少迷失在选择的路上。可以说“行为意向

功能”只是未来准备功能的具体深化表现。正如海涅所说“一个

人之所以能够不断地进步，在于他能够不断地自我反思反省，找

到自己的缺点或者做得不好的地方，然后不断改正，以追求完美

的态度去做事，从而取得一个又一个的成功。”

5  反事实思维研究的艰巨性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国外学者Kahneman总结出反事实思维

定义，国内、国外研究人员对其深入探索，对于反事实思维的

发展奠定基础，然而反事实思维，它是高级认知过程中特殊的

一个，现阶段，具有代表性的成果很少，然而它有着一些特

点，需要对其进一步探讨。

5.1个体化研究不足

反事实思维的发生与个体的认知因素有着密切的联系，受个

体因素影响极大。今后的研究以不同文化背景为依托，对种

族、年龄、职业不同的人的反事实思维进行探索，这一内容有

着一定的挑战性。

5.2研究方法有限

现阶段，对于反事实思维来说，它的研究方法有很多，不

单单有故事法，同时还有跟踪调查法，此外还有实验法等，由

于反事实思维自身就属于高级认知活动，它有着自身的复杂性与

特殊性，使得上述研究方法不能很好满足个体情绪、目标、动

机、人格等方面在研究材料、内容、工具、情境等方面标准

化，使得研究结果很难统一，就是研究方法受制约，此为现阶

段反事实思维研究十分复杂的影响因素之一，这一方面需要国

内、国外研究人员们进一步研究，这是未来反事实思维研究的主

要内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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