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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通过2项实验，考察了大学生状态怀旧对生命意义感的影响。实验1使用经典事件回忆写作范式，

考察状态怀旧对生命意义感的影响，结果发现，怀旧组被试感知到的生命意义感显著高于非怀旧组。实

验2将状态怀旧在内容上区分为积极怀旧和消极怀旧，使用事件回忆写作范式，考察不同怀旧内容对生

命意义感的影响，结果发现，积极怀旧组和消极怀旧组被试感知到的生命意义感均显著高于非怀旧组，

但积极怀旧组被试的生命意义感显著高于消极怀旧组。本研究结果表明，对于大学生群体，状态怀旧的

唤起有助于其生命意义感的提升，同时，在状态怀旧的内容上，积极怀旧内容和消极怀旧内容都对生命

意义感有促进作用，但积极怀旧内容的影响程度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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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two experiments,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effect of state nostalgia on meaning in life of 
college students. Experiment 1 used the classic event reflection task paradigm to investigate the 
impact of state nostalgia on the meaning in lif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meaning in life perceived 
by the nostalgic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non-nostalgic group. In experiment 
2, the content of state nostalgia was divided into positive nostalgia and negative nostalgia, 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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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different nostalgia contents on meaning in life was investigated by using the event 
reflection task paradigm.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meaning in life perceived by the participants in 
the both positive nostalgia group and the negative nostalgia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non-nostalgic group, but meaning in life of the positive nostalgia group was significant-
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negative nostalgia group.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show that for college 
students, the arousal of state nostalgia contributes to the enhancement of their meaning in life. 
Meanwhile, in terms of the content of state nostalgia,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content promote 
meaning in life, but the positive content has a greater imp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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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怀旧潮”频频兴起，随着现代生活节奏的加快、社会压力的增加，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通过

怀旧的方式获得心理安慰。怀旧是指人们在追忆往昔时，产生的一种复杂的、由积极情绪主导、与自我

相关的一种社会性情绪(Sedikides et al., 2015)。研究表明, 怀旧具有积极自我导向功能，如提升积极自我

评价(Vess et al., 2012)、增强对目标的趋近动机(Van Dijke et al., 2019)、维持自我连续性(Sedikides et al., 
2008; 曹玲珊，2020)、减轻自身疼痛感知(Kersten et al., 2020; Zhang et al., 2022)等，同时具有积极的社会

功能，能够促进社会联结(Wildschut et al., 2010)、促进亲社会行为(方建东，常保瑞，2019)等。怀旧是一

种强大的心理资源，通常涉及个体的亲密关系、重要他人以及有重大意义的生活事件(Sedikides & Wild-
schut, 2018)，这些具有存在性意义的“过去式”能够为人们的“现在时”提供归属感、安全感和认同感，

帮助人们促进自我成长、加强社会联结、维持和提升心理健康水平(Sedikides et al., 2022)。怀旧也并非老

年人独有，怀旧具有跨年龄和跨文化的一致性(Wildschut et al., 2006; Hepper et al., 2021; Turner & Stanley, 
2021)，处于成年初显期的人群(18 至 25 岁的青年人)同样具有较高的怀旧倾向(Wang et al., 2023)。对于大

学生群体而言，大学生活面临诸多挑战，对大学生怀旧问题的研究有助于构建影响大学生心理健康的新

理论模型，并提出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的新思路。 
生命意义感是个体对人生目标、个体使命和价值的理解与认可程度(冯宁，2022)。生命意义感对于个

体的心理健康有着决定性的影响(Van Tongeren & Green, 2010)。具有较高生命意义感的大学生，其生活满

意度、希望感、主观幸福感水平、社会幸福感水平都更高(肖蓉等，2010；江雅琴，刘莎，2023)。而当下

大学生“空心病”现象频出，如何帮助大学生提升和维持生命意义感，是近年来研究的热点。基于自我

决定理论和积极心理学理论，目前对生命意义感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个体层面和社会层面，个体

层面包括个人特质(周芳洁等，2015)，自尊(柳之啸等，2018)、自我同一性(于晓琳，王姝娴，2023)以及

个体行为如亲社会行为(Van Tongeren et al., 2016)等，社会层面包括家庭因素(李露等，2020)、社会支持(李
旭，2015)等都对生命意义感产生影响。为有效提升大学生生命意义感水平，对生命意义感的获取机制进

行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有研究表明，在死亡提醒条件下，怀旧有助于个体获得对生命意义的感知，进而减少死亡焦虑(Juhl 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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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 2010)。同时，怀旧事件能够给个体灌输强烈的意义感，对怀旧的投入本身能在很大程度上降低对生

命意义的寻求，进而维持生命意义感(Routledge et al., 2012)。当个体面临无聊、孤独、理想幻灭等与缺乏

目标感相关的负面情绪时，怀旧可以缓解由于这些负面情绪而对生命意义感产生的消极影响(Van Tilburg 
et al., 2013; Abeyta & Juhl, 2023; Maher et al., 2021)。生命意义感是怀旧的一个重要结果变量。 

在特质论的层面上，Turner 等人(2013)将怀旧分为特质怀旧(Trait Nostalgia)和状态怀旧(State Nostal-
gia)。以往研究多以特质怀旧为主，尤其是国内对于怀旧的研究起步较晚(王国轩等，2018)，对于状态怀

旧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拓展和丰富。因此，本研究对状态怀旧进行探讨，考察状态怀旧对大学生生命意义

感的影响。同时，在怀旧的内容上，可以将怀旧区分为积极怀旧和消极怀旧(吕少博，2012；许小阁，2013)。
已有研究表明，积极怀旧和消极怀旧对于个体有不同的影响，积极怀旧产生积极影响，但消极怀旧产生

消极影响(Mcadams, 2014; 吕少博，2012；曹玲珊，2020)。但也有研究表明无论怀旧内容是否积极，都

能为个体带来正向影响(Sedikides & Wildschut, 2019)。对生命意义感的研究方面，有学者认为，积极的过

去事件构成了生命意义的来源(King et al., 2006)，负性生活事件会降低生命意义感(李旭，2016)。那么，

不同内容的怀旧是否对生命意义感有不同的影响呢？以往对此鲜有研究。因此，有必要对怀旧内容进行

区分，进一步考察积极怀旧和消极怀旧对大学生生命意义感的影响。 
生命意义是积极心理学的主要研究之一。本研究在验证状态怀旧与生命意义感关系的基础上，进一

步区分了怀旧内容的不同影响，拓展了怀旧的本土化研究，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积极心理学领域的研

究。同时，有助于怀旧疗法在大学生心理咨询和危机干预中的有效性提供依据，并为高校开展大学生生

命教育工作提供建议和理论参考。 

2. 实验 1：状态怀旧对生命意义感的影响 

2.1.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1. 被试 
使用 G∗power 3.1 软件，计算在显著性水平 α = 0.05，且根据以往相关元分析研究(章溢等，2022)中

的效应量(r = 0.32)，预测达到 80%统计力水平的总样本量至少为 80 名。因此，通过网络平台招募在校大

学生共 130 名，随机分为怀旧组、非怀旧组。剔除未按照要求完成事件回忆书写任务以及未通过注意力

筛查的无效数据后，剩余有效数据共 123 名(女性 87 名；平均年龄 M = 21.15，SD = 1.05)，其中怀旧组

64 名、非怀旧组 59 名。 

2.1.2. 实验设计 
采用单因素被试间设计，自变量为状态怀旧(怀旧/非怀旧)，因变量为生命意义感。 

2.1.3. 材料及程序 
首先，所有被试完成怀旧唤起任务。借鉴以往研究(Sedikides et al., 2015; Kelley et al., 2022)，采用经

典的事件回忆写作任务(ERT)，通过指导语对被试进行诱导。怀旧组指导语：“请回忆一下在你过去的人

生中，你认为印象最深刻，或最怀念的事。当思念这类事情时会产生一种复杂的情绪，这种情绪就叫怀

旧。第一个任务：请用至少 3 分钟的时间回想一下，在你个人生活中让你感到最怀旧的一件事或一段经

历，这件事是让你感触深刻的。请仔细回忆那件事情的经过，并将自己沉浸到怀旧体验中。同时，想想

这件事给你带来的感受，写出 4 个关于这个事件的关键词。第二个任务：请用至少 5 分钟的时间，写下

您刚才怀旧的内容，并说明这件事让你感到怀旧的理由。文字描述尽可能详细、具体，写下所有与这件

怀旧事件相关的生动细节。”非怀旧组指导语：“请回忆你生活中的一个日常事件。日常事件通常定义

为每天所做的各种各样的同样的事情，这件事可能每天都会发生，且对你来说没有任何特殊的意义。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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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任务：请用至少 3 分钟的时间仔细回忆这件事的内容，并写出 4 个关于这个事件的关键词。第二个

任务：请用至少 5 分钟的时间，写下您刚才回忆的事件，客观地描述这个事件的事实性细节。” 
然后，进行状态怀旧操纵检验，以确保怀旧唤起成功。所有被试填写怀旧状态量表，参考前人研究

(曹子卿，2018；Kelley et al., 2022)，采用 Wildschut 等(2006)编制的怀旧状态量表，共 3 个项目：“此时

此刻，我感到非常怀旧”“我回忆的这个事件很有怀旧感”“回忆这个事件，此时此刻让我感觉很怀旧”，

采用 6 点计分。得分越高体验到的怀旧的感受程度越高。 
最后，所有被试填写生命意义感量表，参考前人研究(Hepper et al., 2012; Sedikides & Wildschut, 2018; 

Biskas et al., 2022)，采用 Routledge 等人(2011)编制的用于实验条件下对生命意义感的测量，包含 4 项内

容：“想到这个事件让我感觉生命是有意义的”“想到这个事件让我感觉生命是有目的的”“想到这个

事件让我感觉生命有更大的意义”“想到这个事件让我感觉生命是值得的”。该量表采用 6 点记分(1 = 非
常不同意，6 = 非常同意)。得分越高表明被试当下对生命意义的感知越强烈。 

实验结束后，被试填写基本信息，并获得实验报酬。 

2.2. 结果 

2.2.1. 状态怀旧操纵有效性检验 
 
Table 1. Analysis results of t-test of state nostalgia in two groups 
表 1. 两组状态怀旧 t 检验的分析结果 

 组别(平均值 ± 标准差) 
t d 

 怀旧组 非怀旧组 

状态怀旧 6.04 ± 0.47 3.45 ± 1.26 15.23*** 0.94 

注：*p < 0.05，**p < 0.01，***p < 0.001 (下同)。 
 

由表 1 可知，对状态怀旧唤起结果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分析发现，怀旧组(M = 6.04, SD = 0.47)被试在

怀旧状态上的得分显著高于非怀旧组(M = 3.45, SD = 1.26)，t(121) = 15.23，p < 0.001, Cohen’s d = 0.94。
这表明对状态怀旧的操纵有效。 

2.2.2. 状态怀旧对生命意义感的影响 
 
Table 2. Analysis results of t-test of meaning in life in two groups 
表 2. 两组生命意义感 t 检验的分析结果 

 组别(平均值 ± 标准差) 
t d 

 怀旧组 非怀旧组 

生命意义感 5.04 ± 0.51 3.21 ± 0.81 15.15*** 0.67 
 

由表 2 可知，对被试生命意义感的结果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分析发现，怀旧组(M = 5.04, SD = 0.51)
被试在生命意义感上的得分显著高于非怀旧组(M = 3.21, SD = 0.81)，t(121) = 15.15，p < 0.001, Cohen’s d = 
0.67。 

2.2.3. 怀旧内容的积极性、消极性分析 
由表 3 可知，使用“文心(Text Mind)”中文心理分析系统，对怀旧组和非怀旧组被试的叙事文本进

行内容分析，提取出积极词汇数量和消极词汇数量，计算出积极词汇占比，随后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分

析发现，怀旧组(M = 0.67, SD = 0.32)被试的积极词汇占比显著高于非怀旧组(M = 0.36, SD = 0.35)，t(1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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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7，p < 0.001，Cohen’s d = 0.34。同时对消极词汇占比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分析发现，怀旧组(M = 0.31, 
SD = 0.30)被试的消极词汇占比与非怀旧组(M = 0.40, SD = 0.37)没有显著差异，t(121) = −1.51，p > 0.05。 

 
Table 3. Analysis results of positivity and negativity of nostalgic content in two groups 
表 3. 两组怀旧内容的积极性和消极性分析结果 

 组别(平均值 ± 标准差) 
t d 

 怀旧组 非怀旧组 

积极词汇占比 0.67 ± 0.32 0.36 ± 0.35 5.17*** 0.34 

消极词汇占比 0.31 ± 0.30 0.40 ± 0.37 −1.51 0.33 

2.3. 讨论 

实验 1 结果表明大学生状态怀旧对生命意义感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相比于非怀旧组被试，怀旧

组被试感知到了更强的生命意义感。该结果表明状态怀旧可以作为一种心理资源，对生命意义感产生积

极影响。 
另外，有研究表明，怀旧在内容上可以分为积极怀旧和消极怀旧(吕少博，2012；许小阁，2013)，积

极的过去事件构成了生命意义的来源(King et al., 2006)，负性生活事件会降低生命意义感(李旭，2016)。
考虑到怀旧内容可能会对生命意义感有不同的影响，因此，实验 1 使用近年来研究者进行内容分析时使

用较多的“文心”中文心理分析系统(张洁凡，2022；张梅等，2021)，对所有被试书写的怀旧叙事内容进

行分析，以考察状态怀旧对生命意义感的影响是否可能与内容有关。实验结果表明，首先，怀旧组被试

的积极词汇占比显著高于消极词汇占比，该结果表明大学生状态怀旧的内容大多数是积极的，这与以往

研究的结果是一致的(Sedikides et al., 2015; Sedikides & Wildschut, 2018; 吴丽钊，2023)。其次，怀旧组积

极词汇占比显著高于非怀旧组，同时怀旧组生命意义感显著高于非怀旧组，那么有可能是怀旧内容的积

极性导致了生命意义感的提升。但也有研究表明，怀旧通常遵循救赎故事的轨迹，即消极的经历也会以

积极的结论结束(Wildschut et al., 2006)，怀旧对个体的积极影响与怀旧的积极性无关(Sedikides & Wild-
schut, 2019)。以往对怀旧内容和生命意义感关系的研究较少，因此怀旧内容的积极、消极属性是否对生

命意义感有不同的影响，需要通过实验 2 进一步验证。 

3. 实验 2 

3.1. 研究对象与方法 

3.1.1. 被试 
使用 G∗power 3.1 软件，计算在显著性水平 α = 0.05，且根据以往相关元分析研究(章溢等，2022)中

的效应量(r = 0.32)，预测达到 80%统计力水平的总样本量至少为 99 名。因此，通过网络平台招募在校大

学生共 120 名，随机分为积极怀旧组、消极怀旧组、非怀旧组。剔除未按照要求完成事件回忆书写任务

以及未通过注意力筛查的无效数据后，剩余有效数据共103名(女性71名；平均年龄M = 21.50，SD = 1.63)，
其中积极怀旧组 36 名、消极怀旧组 35 名、非怀旧组 32 名。 

3.1.2. 实验设计 
采用单因素被试间设计，自变量为怀旧内容(积极/消极/非怀旧)，因变量为生命意义感。 

3.1.3. 材料及程序 
首先，所有被试完成怀旧唤起任务。采用事件回忆写作任务(ERT)，通过指导语对被试进行诱导。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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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怀旧组指导语：“请回忆一下在你过去的人生中，你认为印象最深刻，或最怀念的事。当思念这类事

情时会产生一种复杂的情绪，这种情绪就叫怀旧。第一个任务：请用至少 3 分钟的时间回想一下，在你

个人生活中让你感到最怀旧的一件事或一段经历，这件事需要是积极的、让你感触深刻的。请仔细回忆

那件事情的经过，并将自己沉浸到怀旧体验中。同时，想想这件事给你带来的感受，写出 4 个关于这个

事件的关键词。第二个任务：请用至少 5 分钟的时间，写下您刚才怀旧的内容，并说明这件事让你感到

怀旧的理由。文字描述尽可能详细、具体，写下所有与这件怀旧事件相关的生动细节。”消极怀旧组指

导语：“请回忆一下在你过去的人生中，你认为印象最深刻，或最怀念的事。当思念这类事情时会产生

一种复杂的情绪，这种情绪就叫怀旧。第一个任务：请用至少 3 分钟的时间回想一下，在你个人生活中

让你感到最怀旧的一件事或一段经历，这件事需要是消极的、让你感触深刻的。请仔细回忆那件事情的

经过，并将自己沉浸到怀旧体验中。同时，想想这件事给你带来的感受，写出 4 个关于这个事件的关键

词。第二个任务：请用至少 5 分钟的时间，写下您刚才怀旧的内容，并说明这件事让你感到怀旧的理由。

文字描述尽可能详细、具体，写下所有与这件怀旧事件相关的生动细节。”非怀旧组指导语：“请回忆

你生活中的一个日常事件。日常事件通常定义为每天所做的各种各样的同样的事情，这件事可能每天都

会发生，且对你来说没有任何特殊的意义。第一个任务：请用至少 3 分钟的事件仔细回忆这件事的内容，

并写出 4 个关于这个事件的关键词。第二个任务：请用至少 5 分钟的时间，写下您刚才回忆的事件，客

观地描述这个事件的事实性细节。” 
然后，进行状态怀旧操纵检验，以确保怀旧唤起成功。所有被试填写怀旧状态量表(同实验 1)。 
最后，所有被试填写生命意义感量表(同实验 1)。 
实验结束后，被试填写基本信息，并获得实验报酬。 

3.2. 结果 

3.2.1. 状态怀旧和怀旧内容的操纵有效性检验 
 
Table 4. Analysis results of one-way ANOVA of state nostalgia and nostalgic content in three groups 
表 4. 三组状态怀旧和怀旧内容的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 

 组别(平均值 ± 标准差) 
F LSD 

 积极怀旧组 消极怀旧组 非怀旧组 

状态怀旧 6.21 ± 0.61 5.88 ± 0.59 3.89 ± 1.54 52.66*** 积极 > 非怀旧*** 
消极 > 非怀旧*** 

积极词汇占比 0.80 ± 0.23 0.24 ± 0.19 0.30 ± 0.37 46.87*** 积极 > 消极、非怀旧*** 

消极词汇占比 0.20 ± 0.23 0.76 ± 0.19 0.32 ± 0.38 41.01*** 消极 > 积极、非怀旧*** 
 

由表 4 可知，对状态怀旧唤起结果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发现，怀旧内容的主效应显著，F(2, 100) = 
52.66，p < 0.001， 2ηp  = 0.51。事后多重比较发现，积极怀旧组被试报告的怀旧等级评分(M = 6.21, SD = 
0.61)显著高于非怀旧组(M = 3.89, SD = 1.54)，ps < 0.001；消极怀旧组被试报告的怀旧等级评分(M = 5.88, 
SD = 0.59)显著高于非怀旧组(M = 3.89, SD = 1.54)，ps < 0.001；积极怀旧组被试与消极怀旧组被试报告的

怀旧等级评分没有显著差异，ps > 0.05。该结果表明对状态怀旧的操纵有效。 
同时，使用“文心”中文心理分析系统，对所有被试的叙事文本进行内容分析，提取出积极词汇数

量和消极词汇数量，分别计算出积极词汇占比和消极词汇占比，随后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发现，积极词

汇占比上怀旧内容主效应显著 F(2, 100) = 46.87，p < 0.001， 2ηp  = 0.48；事后多重比较发现，积极怀旧组

被试的积极词汇占比(M = 0.80, SD = 0.23)显著高于消极怀旧组(M = 0.24, SD = 0.19)和非怀旧组(M = 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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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 = 0.37)，ps < 0.001。消极词汇占比上怀旧内容主效应显著 F(2, 100) = 41.01，p < 0.001， 2ηp  = 0.45；
事后多重比较发现，消极怀旧组被试的消极词汇占比(M = 0.76, SD = 0.19)显著高于积极怀旧组(M = 0.20, 
SD = 0.23)和非怀旧组(M = 0.32, SD = 0.38)，ps < 0.001。该结果表明对怀旧内容的操纵有效。 

3.2.2. 不同怀旧内容对生命意义感的影响 
 

 
Figure 1. The results of meaning in life of the three groups were compared 
图 1. 三组的生命意义感比较 

 
对被试生命意义感的结果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发现，怀旧内容的主效应显著，F(2, 100) = 25.52，p < 

0.001， 2ηp  = 0.34。事后多重比较发现，积极怀旧组被试报告的生命意义感评分(M = 5.19, SD = 0.58)显著

高于非怀旧组(M = 3.68, SD = 1.01)，ps < 0.001；消极怀旧组被试报告的生命意义感评分(M = 4.52, SD = 
0.99)显著高于非怀旧组(M = 3.68, SD = 1.01)，ps < 0.001；积极怀旧组被试生命意义感评分(M = 5.19, SD = 
0.58)显著高于消极怀旧组(M = 4.52, SD = 0.99)，ps < 0.01。该结果表明积极怀旧内容和消极怀旧内容都

能提升生命意义感，但积极怀旧内容比消极怀旧内容对生命意义感的提升有更强的作用。结果见图 1。 

3.3. 讨论 

实验 2 对怀旧内容进行了区分，结果表明积极怀旧组和消极怀旧组被试在生命意义感上的得分均显

著高于非怀旧组被试，也就是说相比于非怀旧事件，积极怀旧内容和消极怀旧内容都能够对生命意义感

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进一步验证了状态怀旧作为一种强大的心理资源，无论怀旧内容是否积极，都能对

生命意义感的提升起到积极作用。但是，虽然积极怀旧和消极怀旧都对生命意义感产生正向影响，但是

实验 2 的结果表明，积极怀旧组的生命意义感显著高于消极怀旧组，也就是说，积极怀旧比消极怀旧对

生命意义感的影响程度更大，积极怀旧能引起更强的生命意义感。 

4. 总讨论 

本研究将事件回忆写作任务作为状态怀旧的诱发任务，通过两项实验，分别考察了大学生状态怀旧

对生命意义感的影响，以及不同怀旧内容对生命意义感的影响。 
首先，本研究的实验 1 结果表明，对于大学生群体，状态怀旧对生命意义感有积极影响。怀旧作为

一种强大的心理资源，对生命意义感的产生和维持起着重要的作用(Sedikides & Wildschut, 2018)，怀旧通

常是对自身经历过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他人的回忆，包括文化仪式、家庭、亲密关系等(Wildschut et al., 
2006)，对这些事件的回忆，能够让人们感觉到生活是有意义的(Routledge et al., 2011)。面对死亡威胁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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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怀旧的唤起有助于个体减少死亡焦虑，进而维持生命意义感(Juhl et al., 2010)，状态怀旧对生命意义

感的提升有积极影响，且这种影响与积极情绪无关(Sedikides & Wildschut, 2018)。 
然后，本研究在实验 1 中发现，未对怀旧内容进行控制时，个体怀旧的内容大部分是积极的，该结

果与前人研究一致(Sedikides et al., 2015; Sedikides & Wildschut, 2018; 吴丽钊，2023)，由此也引出了猜测，

即状态怀旧对生命意义感的积极影响，可能与怀旧内容的积极属性有关，积极怀旧和消极怀旧对生命意

义感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异。随后，在实验 2 中，对怀旧内容进行区分，进一步考察积极怀旧和消极怀旧

对生命意义感的影响。结果表明，积极怀旧内容和消极怀旧内容都对生命意义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

积极怀旧内容比消极怀旧内容对生命意义感的影响程度更大，即积极怀旧内容能引起更强的生命意义感。 
有研究表明，怀旧以自我、以个人意义记忆为中心，具有很强的自传体特性，这些故事通常遵循救

赎故事的轨迹(Wildschut et al., 2006)，而记忆基本上是自我的同一性，在同一性形成的过程中，消极因素

具有很强的被封存和被忽略的倾向(张义，孙明贵，2011)，即使是消极的经历也会产生积极的结果。本实

验的研究结果同 Sedikides 和 Wildschut (2019)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即并非只有积极怀旧能产生积极作

用，怀旧对个体的积极影响与怀旧的积极属性无关。但吕少博(2012)、曹玲珊(2020)的研究表明在自尊、

社会联结、未来自我连续性方面，积极怀旧产生正向作用，但消极怀旧有负向作用。本研究结果与他们

不同的原因，应当正如 Steger 等人(2008)认为的，对个体的生命意义感来说，人们总会在当下意识到，

即使是消极状态，也能为个人提供成长的机会，使自已变得更加成熟，这些最终都会被加入生命意义感

的系统。消极怀旧同积极怀旧一样，都能对生命意义感的提升起到积极作用。 
另外，对于积极怀旧能引起更强的生命意义感的结论，也意味着状态怀旧与生命意义感的正向关系

之间，可能存在其他的心理过程对其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深入探讨状态怀旧

与生命意义感之间的心理机制的问题。 

5. 结论 

大学生状态怀旧的唤起，对其生命意义感的提升有显著的积极作用。同时，积极怀旧内容和消极怀

旧内容都对生命意义感有促进作用，但积极怀旧内容的促进作用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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