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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情感淡漠症在天生情感比正常人少了情感感知能力而且不会与人产生共情，笔者认为情感淡漠症很可能

是初老症或老人痴呆脑神经退化的早期表现，其中好发区域在前额叶前运动皮层、运动辅助区、第一躯

体感觉皮层、顶叶下皮层等均有此类神经元存在。其中，镜像神经元和语言能力有关，笔者课题组发现

镜像神经元系统出现萎缩、退化，会导致自闭等认知障碍，而自闭症正是对周遭环境与人事物出现情感

淡漠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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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eople with apathy may appear normal on the outside, but they do not have deep emotions inside. 
They feel that being friends with them can only reach the surface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but they cannot reach the inner level at all. My lover said he loves me, but I can’t feel his love. This 
is a common problem with partners with emotional apathy. Clinical evidence-based research con-
ducted on patients has found that they have experienced emotional neglect in childhood during 
their growth process. Our research group attempts to prioritize the elaboration of the behavioral 
screening scale for emotional apathy and the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of those who have expe-
rienced emotional neglect in early childh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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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回避型依恋 

发展心理学家鲍尔比把婴儿依恋的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1) 第一阶段：无差别的社会反应(0~6个月)；
2) 第二阶段：有差别的社会反应(6~12 个月)；3) 第三阶段：特殊的情感联络(1~3 岁)；4) 第四阶段：互

惠关系的形成(3 岁以后)。 
依恋是婴儿与主要抚养者(通常是母亲)之间最初的社会性联结，也是婴儿情感社会化的重要标志。安

斯沃斯通过陌生情境研究法，把婴儿分为安全型依恋、回避型依恋和反抗型依恋。安全型依恋的婴儿将

母亲视为安全的基地，母亲在场使儿童有足够的安全感；反抗型婴儿缺乏安全感，时刻警惕母亲离开，

对母亲离开极度反抗。安全型依恋是积极依恋，回避型和反抗型依恋均属于消极依恋，是不安全型依恋。

躲避依恋又称回避型依恋，是婴儿依恋类型之一，母亲在场或者离开都无所谓，自己玩自己的，实际上

这类婴儿与母亲之间并未形成特别亲密的情感联结，被称为无依恋婴儿。 
回避型依恋是四种依恋模式中的一种，回避型依恋通常是因为患者在婴幼儿时期没有得到父母足够

的关注和足够的爱。父母对婴儿的诉求总是表现得忽冷忽热，有时满足有时忽视，使婴儿始终无法获得

稳定的安全感，发展到后来婴儿可能对父母的离开表现得很冷漠和无所谓的样子，这种亲密关系之间的

依恋模式会延续到成年，特别是当患者进入恋爱关系的时候，他们和对方恋爱那么对方可能会觉得这个

人怎么如此冷漠，好像没有太多感情需要，其实他们内心非常渴望被关心和疼爱，只是掩藏起来了，因

为婴儿时期的经历通常会告诉患者不能在某段关系中陷得太深，患者不需要别人爱自己，自己爱自己就

可以了，这样才是最安全的，这种对亲密关系既渴求又害怕的矛盾状态为回避型依恋(见表 1)。笔者综合

心理咨询来访者的反馈，汇总出回避型依恋患者有以下几种相处模式，可供心理师进行初步诊断和判定： 
 

Table 1. Several encounter patterns of patients with avoidant attachment 
表 1. 回避型依恋患者的几种处遇模式 

回避型依恋患者处遇模式 

1. 和对方在一起时，几乎感受不到“恋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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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2. 可以感受到对方的在意和爱，同时也对逃避行为感受到困扰。 

3. 赠与礼物时会惯性拒绝，觉得是一种人际压力。 
4. 很少示爱，即便在亲热时会突然抽身离开或拒绝情感加温。 
5. 压抑情感表露，不会主动表达真实想法，往往需要逼迫之后才会稍微透露。 
6. 因经常获得不到爱的反馈，让身边伴侣感觉两人关系很累。 
7. 情侣不像情侣，夫妻不像夫妻，两人相处模式更像室友。 
8. 表面理性，逃避冲突，问题解决能力不佳。 
9. 态度冷漠，性格懦弱，没有主见，面对问题惯性逃避。 
10. 看不起别人的努力着，安于现状。 
11. 生活中总想安安心心地躲在自己小圈子。 
12. 缺乏自信，生怕犯错，害怕表现，总在寻找避风港并期望别人能发现自我优点。 
13. 常幻想不劳而获，嫌弃对方挣钱不多，甚至流露出渴望吃软饭的想法。 
14. 兴趣多元不学无术，事业没有闯劲。 
15. 自私小气，在利益面前不懂确定，因小失大。 
16. 不肯学习，不肯接触新事物。 
17. 永无休止的抱怨，抱怨生不逢时，抱怨所处环境，抱怨社会不公。 

2. 情感淡漠症的好发人群 

情感淡漠症就像“捂不热”的石头，在情感方面天生比正常人少了情感感知能力，而且不会与人共

情，一般情感淡漠症在日常一些人事物当中会经常遇见这几种类型(蔡政忠，2021a)： 

2.1. 工作狂 

这类人在生活较为常见，事业成功人士的立足根本往往其存在感、价值感、尊严感都源自此，外加

社会生存现实与内卷压力，逼迫工作中经常出现早出晚归、忙于社交应酬，这也造成家庭成员角色的缺

位，缺席丈夫、缺席妈妈、缺席父母、家庭主妇、“家庭煮夫”早已成为当今社会司空见惯一种社会现

象。然而，如果一个家庭成员为了事业已经到了不管不顾的程度，这就说明其内心状态是不健康也有所

缺失，为了获得生命存在的价值感，将自己全部一切都投注在工作上，一旦失去事业上的成功就没有了

家庭与社会地位，甚至也没了生存的价值，这在自我认知的世界里说明此人自尊水平不高，全身心投入

工作代表内心没有自我世界，这样的家庭角色扮演，不仅令家属担心，更让家人倍感寂寞无助，“婚内

单亲”“家族不孝子”成为很多当代家庭成员的现实写照。 

2.2. 游戏成瘾症 

沉迷打游戏的游戏成瘾症患者一般以年轻男性居多，在个案心理咨询或家族关系治疗当中，最令女

性伴侣沮丧的是关系的隔离感，任凭伴侣呼天喊地、哭闹打架，游戏成瘾症患者就是紧盯屏幕，让家中

女性一人苦撑一个家。游戏成瘾症患者习惯透过游戏来获得人生满足，包括：成就感、自我价值感、控

制感、社交需求等，以躲在游戏情境的方式来逃避真实生活的复杂与挫折。游戏成瘾症患者不善于社交，

往往没有社会经验且一般心智年龄比实际年龄还要小，患者善于自我感觉良好和逃避现实，原生家庭往

往有照顾无微不至和保护过度的父母，患者因无法在现实生活当中掌控自己人生，就只能沉溺在虚拟世

界中寻求满足。 

2.3. “直男女” 

“直男”是一个网络流行语，被用来批评那些“对女性品头论足”“大男子主义”以及“性别观念

过于传统”的男性网民，后来衍生成为“穷、丑、矮、胖、屌丝”等等人身攻击。在社会学的视角，直

男一词有两种不同典型定义，二者皆从女性立场出发，实质上代表着两种截然相反意识形态，一种是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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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男女平等意识，另一种表面上追求女性处处特权，而实际遵循着男性中心主义逻辑的意识。在实际行

为模式有自大狂、贬低女性、高人一等，透过这样的认知过程来达到自我满足，一般直男也代表情商低、

无法共情和难以理解他人感受，甚至觉得别人感受都是没有意义、没有价值，为人处世不讲求情面与过

度理性，可能该群体在成长过程从小没有被感性滋养过，也就是从小“缺爱”，与其相处就如同一块“捂

不热的石头”，也像机器人一样让人感觉没有温度且冷酷无情。而“直女”也是对比网络骂战的用语，

是指女性在日常生活中不解风情，或不了解身为女性应该了解的东西，并把自己生活过得很像男性。而

“直女癌”与直男相似，是指“活在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审美观里”并表现为“大女人主义”，都

是以不尊重和压迫对方为主要目的。 

2.4. “情场浪子” 

又称“渣男”或“三不男人”这是指在两性关系中，不主动、不拒绝、不负责的情感态度。此类群

体往往外表俊俏、事业有成，但内心冷酷，这样男人有一份体面职业和事业，乍看之下一表人才甚至还

幽默风趣，很能讨女性欢心。但在交往过后，特别是发生性关系之后，表现出来对伴侣的漠不关心，对

情爱需求与婚姻态度永远模棱两可，而且不会为这段感情担负起责任(蔡政忠，刘峯铭，颜英，2020a)。
在婚姻关系中，很多人在情感蜜月期结束之后，冲突开始增多并逐渐暴露出回避型的依恋类型本性，他

们不思索如何共同解决，而是开始采取逃避、畏缩、麻木的态度，甚至最终发展成为冷暴力，回到家不

说话、善待他没反应，想与他沟通解决问题，他永远有各种借口躲开，配偶或伴侣想改善家庭或两人处

遇模式的急迫心情得不到回应与支持，孤单、难过、绝望慢慢升起，断开的情感连接令两人关系降至冰

点(蔡政忠，苏翎清，刘峯铭，2020)。 

3. 情感淡漠症的神经病理学视角 

情感淡漠或与初老、失智(认知功能退化)有关，近年越来越多民众对忧郁症、初老症及失智症有所关

注，根据一篇 2019 年 7 月发表于《神经科学》研究指出(郭起浩，2020)，情感淡漠是失智症最常见的症

状，更甚于记忆流失的影响层面，在临床护理方面却经常被忽略，根据流行病学统计，大约有 45%的失

智症患者出现情感淡漠现象(蔡政忠，2021b) (见表 2)。 

3.1. 情感淡漠症与认知障碍的共病机制 

根据英国艾克斯特大学针对 4320 名阿尔兹海默症患者的跨世代研究流行病学分析，有 45%的失智症

患者呈现情感淡漠，而 20%患者随着时间持续呈现，有些情感淡漠症患者部分出现失智症或抑郁症状。

研究指出，情感淡漠症是常见的失智共病症状，病人出现缺乏兴趣和情绪低落，但不同于忧郁，或情感

淡漠现象对于环境人事物的干扰较少，因此经常被忽略或不被发现。 

3.2. 情感淡漠症与前额叶萎缩 

虽说情感淡漠症患者与抑郁症患者的临床表现相似，但是情感淡漠症患者不会出现悲伤情绪与负面

思考(蔡政忠，靳开鑫，严诗晨，2021)。情感淡漠或与前额叶功能失调有关，常见于大脑退化性疾病为主，

例如：阿尔兹海默症、帕金森氏症或慢性精神病等。情感淡漠症患者虽然对照顾者的冲击性没有比幻觉、

妄想、行为冲动失控严重，但也会造成照顾者困扰，往往被家人或主要照顾者误以为病人是“懒惰”或

故意“装病”。 

3.3. 情感淡漠症或与认知功能衰退有关 

情感淡漠症会加速认知功能退化，提升死亡率，对家庭带来影响。建议亲友避免因对方反应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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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负面联想，并影响自己的情绪，像是误以为对方是不喜欢自己或故意找碴，了解他是因为疾病才

会对人不打招呼、不理不睬，就能以平常心看待并能不厌其烦地给予关怀(蔡政忠，刘峯铭，颜英，

2020b)。 

3.4. 情感淡漠症与镜像神经元 

根据蔡政忠课题组团队的近期研究发现，情感淡漠症与早期老人痴呆有关，而老人失智早期出现的

情感淡漠或许与镜像神经元的凋亡有关。镜像神经元(mirror neuron)是指动物在执行某个行为以及观察其

他个体执行同一行为时都发放冲动的神经元。可以说这一神经元“镜像”了其他个体行为，就如同自己

在进行这一行为一样。这种神经元在灵长类、鸟类等动物身上发现。对于人脑来说，在前运动皮层、运

动辅助区、第一躯体感觉皮层、顶叶下皮层等中都有这类神经元(蔡政忠，严诗晨，曾辉，2021)。著名神

经科学家 Vilayanur S. Ramachandran 认为镜像神经元在模仿及语言习得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并且推测镜

像神经元与理解他人感觉的共情机制有所关联，也是理解他人意图或感觉的认知基础。镜像神经系统功

能为知觉——行动耦合(perception action coupling)提供了生理学的基础。镜像神经元对理解他人行为十分

重要，从而使人类能够通过模仿学习新的技能。一些学者还推测镜像系统可能能够模拟被观察到的行为，

而与心智理论(theory of mind)有关；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镜像神经元和语言能力相关(见表 3)，而蔡政忠

课题组发现镜像神经元系统出现萎缩、退化，会导致自闭等认知障碍，而自闭症正是对周遭环境与人事

物出现情感淡漠的典型。 
家中主要照顾者一旦感觉到亲人开始出现冷漠，跟他交流对谈明明有听到却没有反应，对本来感兴

趣事物却不再提起兴趣，这些都是判别是否患有情感淡漠症的指标(蔡政忠，刘峯铭，颜英，2020b)，尤

其是高龄者容易被误以为是正常老化现象而被忽略进行早期介入干预治疗，一旦确认家人并非没有听见

而是无法正常反应时，更应该关注留意是否因神经退化疾病所引起。 
 

Table 2. Emotional indifference assessment scale (AES-S) 
表 2. 淡漠评估量表(AES-S) 

《淡漠评估量表》(自我检测)共 18 题， 
答题分为 4 个级距：完全不是，有点同意，基本同意，完全同意。 

1. 我对于各种事情有兴趣 
2. 我能够在计划的时间内做完事情 
3. 我认为自己主动去完成事情是最重要的 
4. 我有兴趣接受新的体验 
5. 我有兴趣学习新的事情 
6. 我对任何事情都很努力 
7. 我对生活充满热情 
8. 我有始有终做一件事情 
9. 对于有兴趣的事情，我愿意花时间去做 
10. 不需要他人每天告诉我应该做哪些事情 
11. 我关心周围各种事情 
12. 我有许多朋友 
13. 与朋友聚会，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14. 发生好事情时我会很高兴 
15. 我能够准确理解自己的问题 
16. 当天的事情当天做完是重要的 
17. 我有积极性和主动性 
18. 我会不断激励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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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Apathy evaluation scale (AES-C & AES-I) 
表 3. 淡漠评估量表(AES-C 或 AES-I) 

《情感淡漠症测评量表》(重要他人观察)共 18 题，答题分为 4 个级距： 
完全不是，有点同意，基本同意，完全同意。 

1. 他对于各种事情有兴趣 
2. 他在计划的时间内做完事情 
3. 他认为自己主动去完成事情是重要的 
4. 他有兴趣接受新的体验 
5. 他有兴趣学习新的事情 
6. 他对任何事情都很努力 
7. 他对生活充满热情 
8. 他有始有终做一件事情 
9. 对于有兴趣的事情，他愿意花时间去做 
10. 不需要每天告诉他应该做哪些事情 
11. 他关心周围各种事情 
12. 他有许多朋友 
13. 与朋友聚会他觉得很重要 
14. 发生好事情时，他显得很高兴 
15. 他能够准确理解他的问题 
16. 对他来说当天的事情当天做完是最重要的 
17. 他有积极性和主动性 
18. 他会不断激励自己 

《淡漠评估量表》(apathy evaluation scale, AES)由 Marin 等编制(1991)，通过对过去 4 周的表现进行评估，判定患

者的淡漠程度。该量表包括临床医师版本(AES-C)、知情者版本(AES-I)和患者版本(AES-S)。每个版本均包含相同

的 18 道题，每一道题均采用 4 级评分，主要评定症状同意的程度，其标准为：“0”表示完全不是；“1”表示

有点同意；“2”表示基本同意；“3”表示完全同意。分析指标：AES 的主要统计指标为总分，得分越高，提示

淡漠症状越严重，目前并未明确规定淡漠症状的分界值。研究显示，这 3 个版本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76~0.94，
3 个版本之间的相关性 r = 0.43~0.72，患者版本淡漠与抑郁的相关性 r = 0.43，知情者版本淡漠与抑郁的相关性 r = 
0.27，临床医师版本淡漠与焦虑的相关性 r = 0.35，患者版本淡漠与焦虑的相关性 r = 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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