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片来源 视觉中国

24 阅读

人是社会动物，要得到心
理上的安全感，我们需要具备
自我力量，并对自己的人际关
系充满信心。当我们缺乏对亲
人的安全依恋时，我们可能会
为无生命的物品赋予深刻的意
义或人类属性，以填补这一空
白。然而，当我们过度依赖物
品，则可能会发展为囤积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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囤积症：向物品寻求安全感（上） ! 弗朗辛!拉索 文
刘大明 译

恋物癖与安全感
一系列最新研究正在探索人与自身安全

感和个人所有物之间复杂的情感和心理关
系。这些研究大部分建立在心理学家约翰·鲍
尔比、玛丽·安斯沃思和唐纳德·温尼科特于
!"世纪末的研究的基础上。他们提出的理论
认为，婴儿对母亲的依恋以及依恋关系的质量
会对孩子未来的人际关系产生重要影响。温
尼科特还认为，当婴儿开始意识到自己拥有脱
离母亲而存在的独立自我时，会逐渐找到一种
代替母亲的“过渡对象”，让自己感到更安全。
用现在流行的说法，我们称之为“安全毯”。

在那之后，进化心理学、人类学、消费者
研究和神经科学等其他学科，也都证实了这
样一个理论：我们的个人物品可满足许多情
感上的需求。它们会在寂寞中给我们以安慰，
增强我们对自身能力的信心。事实上，我们拥
有的物品不仅仅可以替代我们生活中的重要
人物而让我们感到安全，我们还会将这些物
品视为自己的延伸。我们会认为（或者表现得
像是这样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的本质会
渗透到我们拥有的物品中。如果这些东西损
坏或丢失了，我们自己也会感到受伤或失落。

说白了，我们与自己的物品之间的关系
听起来可能有点疯狂。但这是完全正常的。
“我们都保存着某些东西，可以从中获得极大
的慰藉。”英国诺桑比亚大学的进化心理学家
尼克·尼夫说：“这是我们进化结果的一部
分。”他解释说，保存食物，尤其是保存那些很
难获取的食物，从古至今一直是个关乎生存
的重要任务。对武器和工具的保管也是如此。
“如果让某人一无所有地进入这个世界，他们
会感到脆弱。他们需要拥有一些东西才可能
生存下去。”他说。

毫无疑问，人类是一种社会动物，所以我
们对安全的需求比基本生理需求更加复杂。要
理解这个问题，回忆一下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
斯洛经典的需求层次结构理论可能会有所帮

助。这个理论发表于 #$%&年，把人的需求总结
为一个金字塔式的结构，塔基表示生理需求
（食物、空气和水），上方依次为安全（住所、武
器）、爱和归属感（人际关系和社区）、尊重（自
我力量），而金字塔的塔尖是自我实现（认识
到了自身全部潜力的最佳心理健康状态）。塔
尖的自我实现区可能是个例外，但在其他所有
的需求层次上，我们的所有物都可以提供安全
感，包括自我安全感和对人际关系的自信。

四种依恋类型
你能说出你的依恋类型吗？除非你去做

过精神分析测试，否则很可能说不出。精神分
析学说把依恋类型分为四个主要类别。如果
在孩提时代，你觉得照看你的人常常陪在身
边，并且总是可以满足你的需求，你就会成为
安全依恋型。但是如果照看你的人在需要的
时候离你而去，你可能会发展成为回避依恋
型，你会逐步学着独立，在感情上与他人保持
距离。而如果你感到照看你的人不是总能满
足你的需要，你可能会形成焦虑依恋型，你会
一直缠着或不停监视与自己关系亲密的人，
确保他们不会离你而去。那些在幼儿时期被
看护人以某种方式伤害的人会形成恐惧—回
避依恋型，他们害怕与他人亲近。

'$()年，美国丹佛大学的研究人员辛迪·

哈赞和菲利普·谢弗进行的一项著名研究发
现，*+!的人是安全依恋型，约 !,!的人为焦
虑依恋型，约 !%!的人属于回避依恋型。

最近科学家借鉴这一早期精神分析研究
成果，设计了一些有趣的实验，试图确定各种
依恋类型在我们与自己物品的情感关系中发
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焦虑型和
其他不安全依恋型的比例可能正在上升。
!"'%年，对美国大学生的综合分析显示，安全
依恋型的学生比例从 '$((年的约 %$!下降
到 !"''年的约 %!!。对此，作者推测了一系
列可能的原因或相关因素，例如个人主义、自
恋和物质主义的抬头。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饱受不安全依恋型的
困扰，从物质中寻求情感慰藉的行为也可能
会增加。南密西西比大学心理学家卢卡斯·-·
基弗和同事进行了一项由三个部分组成的有
趣研究，结果发现，当人们对其关心的人缺乏
信心时，他们就会更加依恋自己的所有物。这
项研究于 !"'!年发表在《实验社会心理学杂
志》上。实验中，研究者要求第一组受试者随
机写出与他们关系亲密的人最近让自己失望
的三件事情，而让第二组受试者写出最近陌
生人让他们失望或自己让自己失望的事情。
只有第一组中的人（在研究者的诱使下，产生
了自己的密友或伴侣不够可靠的念头）报告

说，自己难以确定可否依赖他人，并对物品产
生了更强的依恋。

在这项研究的第三部分，研究者让参与
实验的大学生写下几句话，讲述他们对自己的
能力或人际关系的不确定性。然后研究者要求
所有的受试者上交手机，在他们完成一项开放
式的写作任务后再返还手机。基弗发现，那些
对自己人际关系更加不确定的人，在上交手机
后表现出更严重的分离焦虑，以他们完成写作
任务的速度来看，他们更迫切地想要拿回手机。
即使研究人员考虑到了手机的社交功能，并消
除了这个因素的影响，结论依然不变。

当我们关心的人让我们失望的时候，我
们为什么会移情到物品身上？一件破旧的运
动衫不是人类，并不能对我们报以同情，玩具
熊或咖啡杯也一样。但是，心理学家指出，这
些物品是完全可靠的，始终存在并归我们控
制，所以可以依赖它们。
没有生命的物品不具备人的能力。然而，

我们许多人都将它们视为人。你给自己的车
取过名字吧？当它载着你安全到达某个地方
后，你是否拍了拍引擎盖？我们会为自己的物
品、动物、工具和机器赋予人格，已经有大量
的研究探讨此类行为的原因和机制。基本上，
人类需要人际关系，即使周围没有其他人，也
必须找到一种方法来满足这种需求。

大量研究显示，当成年人缺乏自信时，会
像孩子一样用自己的“玩具”来弥补信心。在
!"')年发表于《消费者心理学杂志》的一项研
究中，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市场营销学教授内
奥米·曼德尔和同事发现，我们购买的东西可
以提供一剂“心理良药”，让我们的自我感觉更
好。他们认为，有形物体可以象征性地代表我
们所缺少的自信和安慰。他们引用了心理学
家罗伯特·-·维克隆德和彼得·.·戈尔维策
在 '$(!年发表的研究中的经典例子———该
研究发现，与其他人相比，工作机会更少、成
绩更差的 ./-学生更喜欢展示一些象征事
业成功的标志，如昂贵的西装和高档手表等。

本报零售价

每份 '0""元

!"小时读者服务热线

!"#$$$

"国内邮发代号"#$ % 国外发行代号&'() % 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 %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 %社址：上海市威海路*$$号 % 邮编：+,,,)- %总机：,+-#!!($$$$$转各部

"本报在!&个国家地区发行海外版 % 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俄罗斯、西班牙、泰国、菲律宾、日本、法国、巴拿马、意大利、荷兰、南非、匈牙利、新西兰、罗马尼亚、尼日利亚、印度尼西亚、阿联酋、英国、德国、希腊等
"本 报 印 刷 1 上 海 报 业 集 团 印 务 中 心 等 2 在 国 内 外 ) 个 印 点 同 时 开 印 % 上 海 灵 石 、上 海 龙 吴 、上 海 金 桥 、上 海 界 龙 % 北 京 、香 港 、美 国 洛 杉 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