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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早期生活环境的质量影响个体心理健康状况，意义危机是其中一个重要的且有意义的指示。研究发现，

早期逆境对意义危机和存在孤独预测都显著，存在孤独的中介作用显著。也就是说，早期逆境不仅能直

接预测意义危机，还能通过存在孤独间接对意义危机产生影响。具体来说，不可预测维度对意义危机的

预测能力非常突出，这可能是因为环境的不可预测性打破了个体的认知的连贯性和连续性，从而导致了

个体形成生活是空虚的、无意义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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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quality of the early life environment affects the mental health status of individuals, and crisis 
of meaning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and meaningful indicators. It was found that early adversity 
significantly predicted both crisis of meaning and existential isolation, and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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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istential isolation was significant. In other words, early adversity can not only directly predict 
the crisis of meaning, but also indirectly influence the crisis of meaning through existential isola-
tion. Specifically, the unpredictable dimension has a very prominent ability to predict the crisis of 
meaning, which is probably because the unpredictability of the environment breaks the coherence 
and continuity of the individual’s cognition, thus leading to the evaluation that the individual’s life 
is empty and meaningl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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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生命过程中的压力会对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产生影响，而早期生活逆境是成年期身心健康的主要风

险因素之一(Saxton & Chyu, 2020)。在 Ellis 等人(2009)所提出的进化生命史发展模型中(Evolutionary Life 
History Model of Development)，早期逆境包含关于环境压力的两个基本维度：艰辛和不可预测。 

艰辛(harshness)指的是指个体所处环境中不同年龄的发病率和死亡率(Ellis et al., 2009)。经历艰辛的

早期逆境的个体往往要面对更高的发病率与死亡率，这可能是由于外部因素(如疾病、饥荒、战争、自然

灾害等)的影响导致的(管健，周一骑，2016)。知觉到环境是艰辛的个体，可能更倾向于采取满足短期利

益和即时满足的目标，其主要生活目的是应对当下环境的挑战。不可预测性(unpredictability)指的是随时

间推移环境条件的恶劣程度所发生的随机变化(波动) (Ellis et al., 2009)。不可预测性可以通过直接影响父

母和/或子女的家庭生态的重要变化来体现，如父母工作状态的频繁变化、居住环境的变化和父母关系的

转变(例如离婚和再婚) (Mittal et al., 2015)。已有研究发现，早期逆境影响着个体认知和行为特征等方面

的发展(李月，陆杰华，2020)，个体在之后的发展进程中面临可能更多的危机和挑战(Ellis et al., 2012)。
由于在不稳定的环境中生活，个体面临更多的环境适应相关的威胁，这可能有进一步增加个体对环境艰

辛的感知，从而获得未来不可预知的感受，进而影响其心理健康水平。 
生命意义感是影响个体心理健康的关键因素(Van Tongeren & Green, 2010)。生命意义感被定义为一种基

本的意义感，基于对一个人的生活是不是连贯、重要、有方向和有归属感的评价(Schnell, 2010)。元分析发

现，生命意义感与心理健康负性指标(如孤独感、焦虑和抑郁等)存在显著负相关(张潮等，2021)。并且，对

生命意义的评价能有效预测主观幸福感(靳宇倡等，2016)。另有研究发现，早期环境中的不可预测性与生

命意义感存在显著负相关(赛雪莹等，2020)。这表明，早期逆境也对个体的个人意义评价存在负向影响。 
而意义危机则是个人意义评价可能的结果之一。根据意义层次模型，生命意义包含三种形态：生命

意义感(meaningfulness)、意义危机(crisis of meaning)和存在冷漠(existential indifference) (Schnell & Becker, 
2006)。意义危机指的个体认为生活缺乏意义，甚至根本没有意义的心理状态。如果一个人判断自己的生

活空虚、没有目标和缺乏意义，那么他就处在意义危机之中(Schnell, 2010)。Schnell 指出，意义危机通常

是有意识地经历的。当连续性和连贯性被违反时就会触发意义危机，违反的情境可发生于个体的内外部，

比如关键生活事件和与个人相关的失败、其他生物对个体的威胁、自我威胁或心理行动混乱等。由于意

义危机产生时是高度凸显的，这就使得个体很明显地察觉危机产生时心理的不一致状态，是比低生命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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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体验状态更使个体感到冲突的形式，因此也是个体心理健康的重要指标之一。但目前尚未有研究调查

早期逆境对意义危机的影响。本研究假设早期逆境对意义危机存在正向预测作用。 
存在孤独指的是一种没有人能从我们体验它的角度来理解我们自己的思想、情感和体验的感觉(Park 

& Pinel, 2020)。欧文·亚隆(2015)指出，存在孤独指的是个体和任何其他生命之间存在着的无法跨越的鸿

沟。感到存在孤独的人在经验上感到孤独，好像没有人能真正理解他们的经历。个体实际体验到的与他

人的分离的程度取决于大量的情境、心理和文化因素(Helm et al., 2019)。早期逆境中的环境线索和人际关

系不能很好的满足个体对关联的需求，可能预测着不良心理健康结果。个体在早期环境中遭遇比同龄人

更多的挫折，如面临情感缺乏、人际冷漠、缺乏人际信任和理解，那么这可能使他们持续的体验到与世

界和他人的隔离。因此，我们预测，早期逆境对存在孤独有正向效应。 
存在孤独威胁人们感受与他人联结的需要这一重要的自我动机(Pinel et al., 2006)，可能削弱个体对生

命意义的评价。研究发现，早期逆境与孤独感显著正相关(Wong et al., 2019)。然而，体验到孤独的人往

往期望更亲密的人际关系，以回应自己的期待，而存在孤独与渴望存在性的人际联结是负相关的(Pinel et 
al., 2017)。尽管状态性存在孤独可能驱动个人采取措施以减少存在孤独体验(Helm et al., 2019)，但是早期

逆境使得社会支持的资源不足，个体寻求减少存在孤独的动机可能会逐渐的消退。长此以往，这可能会

转变成一种长期且普遍的感觉，导致个体倾向于认为自己与世界格格不入，并把这种认知融入到自我认

知过程中去，进而导致社交回避、无助和绝望的反应(Helm et al., 2019)。这些都可能威胁了个体与他人关

联的需要，而关联需要正是生命意义重要的来源之一。研究表明，意义来源可以显著预测生命意义和意

义危机(Schnell, 2009)。Schnell 将生命意义来源和生命意义量表(SoMe)包含的 26 个意义来源总结为四个

维度：自我超越、自我实现、秩序、幸福和关联。幸福和关联这一意义来源指的是培养和享受生活中独

处和陪伴的乐趣(Schnell, 2009)。如若存在孤独对关联感这一自我动机产生威胁，而自我威胁会违反个体

的连续性和连贯性，进而可能引发意义危机。因此，研究假设存在孤独对意义危机产生正向效应。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参与者为通过问卷星填写调查问卷的 292 名高校在校学生，根据问卷内筛查认真程度的题目及做题

时间进行数据筛选，得到有效样本为 233 人。样本的平均年龄为 21.52 岁，标准差为 1.827 岁，年龄跨度

从 18 岁到 55 岁。其中，男性 76 人，占 32.6%，平均年龄为 21.68 岁，标准差为 1.968 岁；女性为 157，
占 67.4%，平均年龄为 21.43 岁，标准差为 1.755 岁。 

2.2. 研究工具 

2.2.1. 童年环境量表(The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Scale, ECS)中文版 
Ellis 等人编制了童年环境量表(Ellis et al., 2009)，并在 2016 年陈斌斌修订了该量表的中文版。本研

究即采用其修订的童年环境量表的中文版，量表包括 14 个条目，其中艰辛维度包含了 7 条目，例如，“在

童年时期曾经有多少次，你因为挨打受伤就医”、“有人用刀指着你”等；不可预测也包含了 7 条目，

比如“在你 6 年级之前，你的父母或抚养者是否把你单独留在家”等。量表要求参与者回忆以往经历，

选择条目描述事件与其经历的符合程度，采用李克特 7 级评分，1 代表“完全不符合”，7 代表“完全符

合”。所有条目相加得到总分，分数越高，个体所经历的童年环境越艰辛和不可预测。本研究中，该量

表的 Cronbach’s α为 0.778。 

2.2.2. 意义危机分量表(SoMe-C) 
意义危机分量表来自于 Schnell 编制的意义来源和生命意义问卷(SoMe)，采用李占宏博士翻译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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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版本，包含 5 个条目，如“在我的生活里，我看不到任何意义”、“当我思考自己生命的意义时，我

发现的只有空虚”等。量表要求参与者对题目描述内容的同意程度，采用李克特 7 级评分，1 代表“强

烈不同意”，7 代表“强烈同意”。所有条目相加得到总分，分数越高，个体的意义危机水平就越高。

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为 0.937。 

2.2.3. 存在孤独量表(Existential Isolation Scale, EIS) 
存在孤独量表是由 Pinel 编制的，用于衡量个体的存在孤独水平。该量表首先由三位心理学本科生和

硕士生共同翻译成中文，再由心理学教授进行审校和修改，再由一位外语专业的本科生翻译成英文，确

认无明显的理解偏差后最终确定了存在孤独量表(EIS)的中文版题目。量表共包含 6 个条目，其中 4 道反

向计分题，2 道正向计分题，每一条目按 1~7 进行评分(1 = 完全不符合，7 = 完全符合)。所有条目相加

得到总分，分数越高，个体的存在孤独水平就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为 0.742，该量表

与其他效标的相关均显著(与孤独感：r = 0.369，P < 0.01；与生命意义体验：r = −0.286，P < 0.01；与抑

郁：r = 0.416，P < 0.01；与自杀意念：r = 0.322，P < 0.01)，验证了其效度。 

2.3. 数据处理与统计 

通过问卷星网页导出收集到的样本的数据，数据文件的格式为 SPSS 的专用格式。下一步，筛除无

效数据，并利用 SPSS22.0 和 Process 插件对数据进行整理。 

3. 结果与分析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问卷法往往容易出现共同方法偏差问题，因此，采用 SPSS22.0 对数据进行 Harman 单因子检验。结

果显示主成分分析法共提取了 8 个因子，特征根值均大于 1，第一个因子的解释率为 20.29%，小于 40%
的临界值。由此，可以认为本研究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早期逆境、意义危机和存在孤独的描述统计及相关分析 

采用皮尔逊相关分析，对早期逆境、意义危机和存在孤独用 SPSS22.0 进行描述性统计和皮尔逊积差

相关分析(表 1)。除了早期逆境中的艰辛子维度和意义危机的相关没有达到显著水平之外，其他变量之间

的相关均显著。存在孤独与早期逆境呈显著正相关(r = 0.183, P < 0.01)，与艰辛(r = 0.184, P < 0.01)和不可

预测(r = 0.129, P < 0.05)这两个早期逆境子维度都与显著正相关；意义危机与早期逆境(r = 0.202, P < 
0.01)、存在孤独(r = 0.288, P < 0.01)呈显著正相关。 

 
Table 1. Correlation between early adversity, existential isolation and crisis of meaning 
表 1. 早期逆境、存在孤独和意义危机的描述性分析 

 1 2 3 4 5 

1 艰辛 1     

2 不可预测 0.470** 1    

3 早期逆境 0.862** 0.852** 1   

4 存在孤独 0.184** 0.129* 0.183** 1  

5 意义危机 0.111 0.238** 0.202** 0.288** 1 

注：*P < 0.05，**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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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存在孤独在早期逆境和意义危机之间的中介效应 

经过相关分析，发现几个变量符合进一步的中介效应检验所需的条件。在梳理文献的基础上，本研

究推测早期逆境(自变量)除了对意义危机(因变量)存在直接的影响之外，还可能通过存在孤独(中介变量)
来影响意义危机。首先，使用 Hayes 开发的 PROCESS 插件中的模型 4 进行中介效应分析，对存在孤独

在早期逆境和意义危机之间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结果(见表 2)发现，早期逆境对意义危机的直接预测作

用显著(B = 0.11, t = 3.14, P < 0.01)；放入中介变量后，早期逆境对意义危机的预测作用依然显著(B = 
0.088, t = 2.43, P < 0.05)。早期逆境对存在孤独的正向预测作用显著(B = 0.796, t = 2.83, P < 0.01)，存在孤

独对意义危机的正向预测作用显著(B = 0.34, t = 4.10, P < 0.01)。 
 

Table 2. Mediating test with early adversity as independent variable 
表 2. 以早期逆境为自变量中介检验 

回归方程(N = 233) 拟合指标 系数显著性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R R2 F (df) B t 

存在孤独  0.18 0.03 8.02 (1)**   

 早期逆境    0.80 2.83** 

意义危机  0.33 0.11 13.63 (2)**   

 存在孤独    0.34 4.10** 

 早期逆境    0.09 2.43* 

意义危机  0.20 0.04 9.84 (1)**   

 早期逆境    0.11 3.14** 

注：*P < 0.05，**P < 0.01。 
 
此外，早期逆境对意义危机的直接效应及存在孤独的中介效应的 bootstrap95%置信区间的上限和下

限均不包含 0 (见表 3)，表明早期逆境不仅能直接预测意义危机，而且能通过存在孤独的中介作用预测意

义危机。该模型中的直接效应(0.088)和中介效应(0.027)分别占总效应(0.115)的 76.4%和 23.6%。 
 

Table 3. Total effect, direct effect and mediating effect (with early adversity as independent variable) 
表 3. 总效应、直接效应及中介效应分解表(以早期逆境为自变量) 

 效应值 Boot 标准误 Boot CI 下限 Boot CI 上限 相对效应值 

总效应 0.115 0.039 0.048 0.181  

直接效应 0.088 0.040 0.021 0.154 76.4% 

存在孤独的中介效应 0.027 0.012 0.008 0.054 23.6% 

注：Boot 标准误、Boot CI 下限和 Boot CI 上限分别指通过偏差矫正的百分位 Bootstrap 法估计的间接效应的标准误

差、95%置信区间的下限和上限。 

4. 讨论 

4.1. 早期逆境对意义危机的影响 

早期逆境和较高水平的意义危机和存在孤独相关，这验证了早期逆境对个体心理健康具有消极影响

的假设。艰辛和不可预测程度的差异会影响健康相关的结果(Simpson et al., 2012)。早期环境的子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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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预测性可以直接预测个体的心理健康，意义危机即是一个重要的指标。根据 Schnell 的观点，环境

中的事件或线索违反个体的连续性和连贯性时，个体就会感知到意义危机(Schnell, 2010)。结合本研究的

结果可知，伴随着早期环境不可预测性会影响个体对生活意义的评价，进而可能引发了心理威胁和混乱，

所以经历早期逆境的个体更容易将生活评价为空虚的、缺乏意义的。 
值得注意的是，艰辛并不能直接预测意义危机。学者 Simpson 仔细区分了处于艰辛和不可预测环境

下的个体差异(Simpson et al., 2012)，他认为，艰辛的环境虽然困难，但是个体对环境的知觉是连贯的。

个体在认知层面不用面对和不可预测那样多的认知调整和整合，这可能对个体的意义评价威胁较小。换

句话说，艰辛和不可预测性可能是两种早期逆境，艰辛的环境虽然是苛刻的，但不意味着放弃。而不可

预测的早期环境限制了个体投身于有益于长期发展的活动中，如安全的依恋关系、稳定、高质量的人际

交往等，可能其给个体带来的冲突更加突出。直接的证据可能需要采取访谈法对经历早期逆境个体进行

深入访谈来寻找更合理的解释。 

4.2. 存在孤独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发现，早期逆境除了直接影响个体对生活意义感的评价之外，还通过增强个体的存在孤独来

对意义危机产生间接影响。这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第一，早期逆境发生在依恋关系形成的时期，在

这个时期内儿童如果遭遇了诸如家庭经济条件差、躯体或情感虐待、父母关系质量差、忽视等逆境，这

会使得养育者与儿童关系中断或者不稳定，这可能会对一个人在以后的生活中对社会关系的看法产生负

面影响(Wong et al., 2019)。正如 Bowlby 所说，个体表现出的依恋行为模式，部分取决于他们当前的人口

统计和社会环境，部分取决于他们在生命早期与依恋对象的经历。高水平的早期逆境也可能加剧不适应

行为模式，使个体有高度的早期不良社会关系体验，他们更有可能体验存在孤独，进而不容易从关系共

享经历的活动中获得个人意义。第二，在城市化进程或参与者进入城市接受高等教育的过程中，如若产

生家庭经济地位的社会比较，很可能会使个体知觉到与环境及其他个体的差异，威胁其身份一致性，最

终导致不良的承诺心理健康(Wong et al., 2019)。诸多研究表明，早期逆境往往与低家庭经济地位密切相

关，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低是负面影响最大的逆境事件，童年时期社会经济地位低可能通过累积劣势机制

对个体整个生命历程产生影响(李月，陆杰华，2020)。经历早期逆境个体在参照未经历早期逆境个体时，

可能会感知到增加的存在孤独，从而影响了他们对于生活意义的评价。状态特质存在孤独模型认为，参

照群体可能影响存在孤独水平，当个体把自己和他者(个人或群体)进行比较时，如果发现自己拥有非常不

同的经历，这可能会增加存在孤独(Helm et al., 2019)。 

5. 结论与研究展望 

本研究结果发现，早期逆境整体不仅会对意义危机具有直接影响，还能通过存在孤独间接导致意义

危机。意义危机也许不是最积极的结果，但它是一个有意义的指示，根据意义寻求的缺失恢复观，当个

体觉察到自己的生活缺乏意义或空虚时，往往能激发个体寻求意义的努力。早期逆境对意义危机的预测

也许正是有意义的信号，因为意义危机显示了个体适应环境或心理威胁时的一种努力的倾向。但这一点

在本研究中未有探讨，在未来研究中值得关注早期逆境如何影响个体对意义的寻求。 
早期逆境与意义危机之间的问题，或许就是早期逆境如何破坏意义来源或是激发个体更强生命力以

适应发展威胁的问题，其中还有非常多的机制有待思考和探讨。例如，前人研究发现，童年不同时间段(前、

后期)发生的逆境事件对个体性行为和冲动行为的影响是不同的，存在关键期，儿童前期(0~5 岁)的预测

作用最强(Simpson et al., 2012)；不同类型的逆境事件对于个体心理健康的影响也是不同的。那么，早期

逆境对于意义危机的影响，是否存在有一个关键期使得其对意义危机的预测作用最强，什么类型的逆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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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对于生命意义的威胁最大？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有意思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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