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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raditional viewpoint that low self-esteem leads to high aggression is subject to a myriad of ques-
tions, a plenty of literature demonstrates that high self-esteem and narcissism are the root causes of high ag-
gression.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consistency and equivalence of structure between high self-esteem and 
narcissism. The relation of aggression and personality variables which include low self-esteem, heterogene-
ous high self-esteem and narcissism will be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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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传统的低自尊引发攻击性的观点一直以来都受到多方面的质疑，众多研究者发现异质性高自

尊和高自尊的极端形式——自恋才是高攻击性的根源。但是多角度出发探讨的异质性高自尊是否具有

等同性，异质性高自尊和自恋在结构上是否存在重叠仍然值得商榷。文章对低自尊、异质性高自尊、

自恋三者与攻击性的关系进行了梳理。 

 

关键词：自尊；异质性高自尊；自恋；攻击性 

1. 引言 

在自尊研究领域，自尊与攻击性的关系成为一个

兴趣热点。自尊指个体对自身进行的整体性评价，包

含认知和评价两个成分，也有研究者认为自尊同时还

包含在对自我价值评价过程中产生的积极或消极情

感体验。攻击行为是指意图伤害另一个意欲躲避这种

伤害的生命体的行为或者语言，是一种破坏社会规范 

以及个体社会功能的不良行为表现。不同自尊水平或

自尊类型与攻击性的关系之间仍然存在争论，低自尊

个体具有高攻击性的观点逐渐被自尊异质性和被威

胁的自我理论取代，Baumeister 等人认为高攻击性来

源于积极的自我观念遭到消极的自我威胁，深入研究

发现，高自尊内部的某一种亚型具有最强的攻击性，

随后 Baumeister 引入自恋概念，指出威胁情境中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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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恋者更易于攻击别人。那么低自尊，异质性高自尊

以及自恋三种人格变量之间在广泛的结构上是否具

有内在的关联性，三者与高攻击性的关系是否具有矛

盾等等均是当前关注的热点。本文在综合国内外研究

成果基础上对上述问题进行梳理和综述，以期深入探

明问题实质，并为今后研究提供参考。 

2. 研究回顾 

2.1. 低自尊与攻击性之间关系的争论与矛盾 

一直以来，攻击性被认为与低自尊密切相关，由

于与个体的直觉经验相契合，因此即使缺乏可信的实

证研究，这一观点依然得到了广泛的认可。支持这一

结论的大量相关证据均来自早期的有关特殊群体的

临床研究，例如参与暴力犯罪，家庭暴力，吸毒的个

体以及街头混混，恐怖分子等特殊群体均显示了更低

的自尊水平(Baumeister, 1996)。但是由于样本偏差很

难将这一结论扩展。国内学者谷传华、张文新(2003)
在有关人格倾向与欺负行为的研究中发现，自尊同时

与欺负和被欺负存在负相关，即低自尊儿童同时扮演

了欺负和被欺负的角色。谷传华等人认为，原因在于

与西方儿童更多主动性欺负相比，中国儿童更多反应

性欺负，即在遭到他人的欺负行为之后表现的报复性

欺负行为。Donnellan(2005)以 11~14 岁青少年和大学

生为被试，采用 3 个实验考察低自尊与攻击性的关系。

结果均表明自尊水平越低的个体，攻击性越强。但是

考虑到该研究因变量指标中，攻击性分量表仅仅包含

2 个条目，并且对自尊水平与攻击性的测量均依赖于

自我报告，结论的有效性有待进一步商榷。其他支持

低自尊的实验室证据也不足。 

2.2. 异质性高自尊 

众多学者发现，仅仅在一个连续性的维度划分高

低水平自尊难以获得精确结果，而且这种单一的划分

模式形成的对高自尊优点的夸大和对低自尊的贬低

也受到各方质疑，大量实证研究均对低自尊导致高攻

击行为的观点提出质疑或者反驳。随着对自尊与攻击

性关系研究的深入，高自尊异质性学说(heterogeneity 
of high self-esteem)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该学说认为 
与低自尊相比，外显高自尊个体在行为表现上存在更

多变异(倪凤馄，2005)，高自尊的性质不是单一的,而

是存在多种类型，高自尊者的行为比低自尊者的行为

更复杂(张向葵，田录梅，2006)。事实上，低自尊与

攻击性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对应关系，即使处于高攻

击性情境中，部分低自尊者往往选择做出退缩性反应

而不是破坏性较大的攻击行为。反之，有研究发现历

来备受推崇的高自尊则可能是高攻击性的罪魁祸首，

具体而言，高自尊内部存在某一类自尊可以显著地预

测个体的攻击行为(Salmivalli, 2001)。异质性高自尊指

内部具有更多分化的高自尊，众多研究者从不同角度

出发，将单纯的高自尊划分为脆弱的高自尊和安全的

高自尊(Kernis & Paradise, 2002)，防御的高自尊和真

诚的高自尊(Schneider & Turkat, 1975; Baumeister, 
2003)，不健康的高自尊和健康的高自尊(Salmivalli, 
2001)，相倚的高自尊和真正的高自尊(Deci & Ryan, 
1995)，不稳定的高自尊和稳定的高自尊(Kernis, 1993)，
高外显高内隐自尊和高外显低内隐自尊。虽然各种

划分之间依据的标准不一致，但是存在明显的对应

关系。实证研究表明，防御性是脆弱高自尊的显著特

征，Kernis 认为外显与内隐自尊的偏离是脆弱高自尊

的表现形式，脆弱高自尊同时也表现为自尊的不稳

定。 
Kernis(1989)等人调查分析了自尊水平和稳定性

与敌意和愤怒之间的关系，后者分别是攻击性的认知

和情感成分，自尊的稳定性指个体的自尊水平随着时

间和情境波动的幅度。结果显示，自尊的稳定性与特

质愤怒和敌意均呈负相关，稳定性的主效应显著，自

尊稳定性和水平的交互作用显著，对于不稳定自尊

者，自尊水平越高，愤怒与敌意感越强。而对于稳

定自尊者，自尊水平越低，愤怒与敌意感越强，不稳

定高自尊者显示出最高愤怒和敌意。Kernis 发现，相

比稳定的高自尊，不稳定高自尊者经验愤怒的倾向性

更强，对于低自尊者，稳定性的预测作用不大，间接

验证了低自尊在情绪和行为表现上变异小的论断，同

时也从稳定性角度验证了高自尊异质性假说。鉴于

Kernis 的实验被试较少，结论可能存在误差，Webster
及其同事 2007 年在此基础上增加被试量，以进一步

考察自尊稳定性在自尊和攻击性关系中的影响作用，

结果显示，自尊稳定性与攻击性行为负相关，与 Kernis
结论一致。但是与 Kernis 结论不一致的是，Webster
并没有发现自尊水平与稳定性的交互作用，原因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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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选取的因变量指标不同，Kernis 采用的因变量是

愤怒和敌意程度，属于攻击性的认知和情绪成分，而

Webster 采用的则是被试自评的攻击性水平。我国学

者张荣娟(2012)同时从外显和内隐层面研究自尊对

攻击性的影响，发现在高外显自尊组，个体的内隐自

尊与愤怒和各种攻击反应均呈现负相关，尤其在愤

怒和敌意两个因子上相关显著，表明外显自尊与内

隐自尊的偏离越大，个体越可能出现愤怒和攻击性反

应。作者进一步从意识程度即内隐外显和自尊水平将

个体分为高外显高内隐﹑高外显低内隐﹑低内隐低

外显﹑低内隐高外显 4 组，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和

LSD 多重比较发现，高外显低内隐自尊组以及低外显

高内隐自尊组在 Novaco 愤怒问卷和攻击问卷(AQ)上
各因子的得分均显著高于其他两组。这一结果再次

证明了异质性自尊观点，即脆弱性高自尊者虽然有

着积极的自我印象，更加自信，但是其自尊构架异

常脆弱，一旦面临危险，潜意识的低自尊会自动地取

代外显的高自尊发挥作用，变得更具防御性，个体会

下意识地采取自我保护策略以保护其高自尊免受外

部反馈的威胁而降低，这里的自我保护策略往往表现

为愤怒情绪和敌意认知以及各种攻击性行为。Bosson 
et al.(2003)从内隐自尊对外显自尊的自我增强倾向的

调节作用出发，使用姓名首字母偏好任务，测量个

体的内隐自尊，发现外显自尊与内隐自尊在自我增

强上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外显自尊高而内隐自尊

低的个体比在两种自尊测量上都高的个体显示了更

加不切实际的乐观，在遭遇消极反馈之后表现出更多

补偿性的自我增强举动。另外前者在现实与理想之间

的自我区分更低，在积极自我形象展现方面过于极

端。 
异质性高自尊之间的差异不仅体现在外在行为

反应，同时表现在认知策略的使用上。Jordan(2005)
研究发现，高外显低内隐自尊个体比外显自尊与内隐

自尊都高的个体表现出更多自我防卫。这种内在的防

御性有利于个体在遭遇自我威胁后，采取包括诸如认

知重评﹑下行社会比较﹑偏见﹑否认等防御策略，使

其自尊免受进一步的伤害，然而也是这种防御性使得

异质性高自尊个体在自我威胁出现之后，常常轻率地

采取外归因，将敌意和愤怒指向自我威胁源，故而表

现出高攻击性等不良行为。 

2.3. 自恋 

Baumeister(1996, 1998)发现具有浮夸的优越感的

个体在遭遇自我威胁之后表现出较大的攻击性，认为

攻击实际上源于个体持有的优越感受到威胁所致。因

此，他引入自恋概念，提出自我威胁理论，Baumeister
将这种夸张的自赏和持续不断的自我关注，以及期望

他人关注自己的人格模式被称为自恋。这一理论与勒

温(K. Lewin, 1936)在社会心理学理论中提出的一个

著名公式 B = f(P, E)相吻合，即个体行为是个体特质

与其所处情境相互作用的结果。 
Bushman & Baumeister(1998)考察了两种情境下，

个体的自尊和自恋水平是如何影响其攻击行为的，两

种情境分别是对被试贬低冒犯的自我威胁组和对被

试称赞表扬的自我增强组。攻击分为三类，分别是反

应性攻击，替代性攻击和主动性攻击(积极评价后作出

的攻击行为),操作指标是被试给对方施加白噪音刺激

的时长及强度水平，结果显示自尊与三种攻击均不存

在显著相关，但是在自我威胁组发现高自恋组表现出

更高的反应性攻击。Twenge(2001)通过实验室研究发

现，遭遇社会拒绝的个体表现更高的攻击性(指标是给

与对方工作方面的评价)，并且同时包含直接攻击和替

代攻击(攻击性指向无关他人)。Twenge(2003)通过引

导被试进行拒绝情境回忆，发现自恋者体验更强的愤

怒。实验室研究发现，被拒绝组自恋者愤怒水平显著

高于接受组自恋者；即使将自尊纳入回归分析，自恋

也显著预测拒绝情境之后的实验室攻击水平。但是

Seah & Ang(2008)选取亚洲 7 至 9 年级的被试，发现

在控制年级，性别和反应性攻击之后，自恋与主动性

攻击呈显著正相关。作者对此解释认为，具有自恋特

质的个体其浮夸的自我观以及胜过他人的欲望可能

转化为主动发起的对他人的攻击行为。即具有高度赞

许性自我的个体在没有自我威胁源的情况下依然可

能有着高攻击性。 
Thomaes & Bushman 在 2008 年研究自恋和自尊

对攻击性的影响，发现在没有外在威胁时，不同自恋

水平的个体在攻击性上没有显著差异，当利用实验引

发被试的羞愧感，即给予自我威胁时，高自恋者攻击

性显著高于低自恋者。他们进一步在自尊和自恋水平

上将被试分组，发现没有外在威胁时，不论是低自尊

组还是高自尊组，不同自恋水平组之间在攻击性上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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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显著差异。在自我威胁条件下，拥有高自尊的高自

恋者攻击性最高，拥有高自尊的低自恋者攻击性最弱。

有学者提出，高自恋个体在自我上更多浮夸和不切实

际，自我评价过分高估也增加了其遭受其所界定的

“消极评价”的范围和概率，这样高自恋者比其他个

体遭遇更多的自我威胁机会，于是在自我威胁后将消

极情绪外化继而作出攻击性反应。 
我们发现，高自尊与高自恋并存，则个体的自我

印象趋向于不切实际的自大和傲慢，自我威胁的出现

增加了其作出攻击行为的概率。而高自尊与低自恋结

合，其自尊基础相对稳定，架构稳固，更少依赖外界

的认可，理想自我与现实自我的区分最小，故而攻击

性最低。 
Barry(2003)从心理治疗的角度出发，认为具有自

恋人格特质的个体缺乏对他人的共情，对于利用他人

达到自身目的的行为缺乏负罪感，表现出一种迟钝且

狭隘的情感模式。根据攻击的社会信息加工理论，自

恋个体的高反应性攻击可能源于其在社会信息加工

的注意，解释这两个阶段存在损害，即对环境中威胁

性信息的过分关注，更容易将环境信息作出敌意性解

释。 
最后，在异质性自尊与自恋二者之间，Zeigler-hill 

(2006)发现外显与内隐自尊之间的异质与自恋密不可

分，异质性高自尊者拥有最高的自恋水平。Jordan C. H. 
(2005)也发现内隐和外显自尊的结合可以预测自恋水

平，高外显低内隐个体在自恋测量上得分最高。与此

同时，梁宁建等人(2008)也发现，外显自尊与内隐自

尊的分离与隐性自恋存在显著正相关，两者之间分离

越大，隐性自恋以及自我防卫水平越高，高外显低内

隐以及高内隐低外显自尊个体都表现出更高水平的

自我防卫。 

3. 问题分析与讨论 

3.1. 对现有结论差异性的分析 

有关攻击行为的研究结论之所以存在较大分歧，

原因是多方面的：1) 学者从人格的自我方面出发探讨

自尊、自恋和攻击性的关系，然而对于两种人格变量

的定义、结构以及二者之间的联系和差异并没有达成

一致共识，由于定义的不确定性使得相关变量的测定

难以统一，这可能是造成结果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 

2) 攻击性是一种具有情境性的行为变量，众多研究对

它的测量往往分为量表测量和诱发行为的测量，前者

忽略了攻击行为的情境触发的特点，而后者在实验室

中采用诱发攻击行为的方法虽然在生态效度上相比

前者要高，但是与真实情境中的攻击行为还是存在极

大差别的。不仅如此，攻击性测量上，采用自评还是

他评，侧重攻击性的认知还是情感成分，主动性攻击

还是反应性攻击，直接攻击还是替代攻击，上述指标

选取的不同都是导致差异的原因；3) 攻击性是一种与

道德相悖的不良行为，被试可能因为社会期望效应的

存在，作出不实的反应，从而影响实验结果的准确性。 

3.2. 对异质性高自尊和自恋作用机制的讨论 

高自尊和自恋都属于人格的自我面，二者在结构

上存在部分重叠，研究者从理论和实证研究角度对二

者也进行了区分，高自尊是一种对自我的评价系统和

结构，是一种包括自我喜爱感和自我胜任感的感觉良

好。而自恋包括评价和动机两种结构，即自恋者在对

自我作出积极评价的同时也期望获得他人的认同。笔

者认为自我威胁理论在某种程度上与高自尊异质性

理论殊途同归，前者强调内在的人格因素即自恋在外

在威胁刺激下导致攻击行为，后者偏向于异质性高自

尊的脆弱性和防御性等弱点，事实上，自恋容易受到

外在社会反馈而引发攻击行为恰恰验证了自我的脆

弱性和防御性，这也正是脆弱高自尊的最主要特征。

真正安全的高自尊在面对外部消极反馈时，虽然也会

产生消极情绪，但由于个体实际上对自尊有一种内在

的确信，会以相对理性的信念和行为作为反应，不会

引发攻击行为，或者不需要以攻击性和愤怒来予以抵

抗。而脆弱高自尊和自恋则因为自我感的混乱和对自

我潜在的不确信，容易造成外显自尊的波动，为了获

得自尊的平衡往往作出攻击自尊威胁源的行为。高自

恋者内在地渴望他人对自我进行认同，这一动机过于

强烈以致外界无法满足个体这一需要时，高自恋者通

常将攻击行为指向那些没有满足其自我认同感或者

对其自我予以消极反馈的个体。相对而言，脆弱高自

尊和自恋都属于一种构架存在缺陷的自我结构，所不

同的是，在受到负面社会反馈挑战时，脆弱高自尊者

产生即刻的强烈羞愧情绪，进而将这种内向的羞愧转

换为向外的高敌意(潘溢中，许燕，2011)，高自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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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我威胁条件下则更可能是一种权威受到质疑的

愤怒情绪。 

4. 总结与展望 

不论是脆弱高自尊个体还是高自恋个体，二者所

具有的高自我评价在平时生活中虽然可以通过自我

增强自我提升保证个体的自我感觉良好和心理健康，

但是一旦面临难以抵御的威胁，这种虚假的高自尊不

堪一击，与低自尊没有太大差别。 
Kernis(2003)的最佳自尊理论(optimal self-esteem)

认为最佳自尊不等同于高自尊，因为高自尊可能是安

全的或者防御的，高自尊个体存在过度使用自我保护

或自我增强策略，更多自我妨碍以及认知偏向等行为。

而最佳自尊应该是真实、稳定且一致的高自尊。这一

结论启示我们，不能一味地追求所谓的高自尊，而是

要更加关注自尊本身是否构架牢固，最好的自尊状态

应该是个体既认可自身，内在地欣赏自我价值，并且

对自我价值的认可并不依赖外界的评价，在自尊受到

负面反馈时，能灵活地调整心态，应对心理危机，以

一种积极自信的姿态去解决矛盾，进而持续保持一种

高自尊的健康心态。 
回顾现有的研究成果，未来研究应该深入剥离自

尊和自恋的本质区别，以期探明自尊与自恋是自我评

价维度上高低段的关系，还是两种独立的心理成分，

自尊高极端组是否等同于自恋，由自尊内部分化导致

的异质性高自尊和自恋是否等同，各种攻击性量表测

量的攻击性与诱发的攻击行为在心理内容上是否一

致，前者作为一种假想的攻击行为，与真实情境反应

是否一致。 
关于导致高攻击性的人格自我变量，不是一个非

此即彼的关系，同时单纯的自尊或者自恋水平也并不

决定个体的行为模式，攻击作为一种古老的心理和行

为现象，与天性和教养都密不可分，因此需要从家庭

教养，同伴关系，学校教育等各方面入手，尽可能地

提升学生的自尊水平，又要防止其出现自恋或者过高

自我优越感的情况发生，注意在自尊和自恋之间取得

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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