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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儿童早期与父母形成的依恋关系会影响他们对人生中各类人际关系的处理方式。约翰•鲍尔比的依恋理论

着眼于母婴关怀对儿童心理发展的影响，开创了研究儿童心理发展的新视角。本文首先对该理论进行了

分析介绍；其次基于该理论分析电影《少年时代》的主人公梅森成长过程中的依恋关系，并通过内部工

作模式剖析梅森的人际关系认知模式和内心世界的变化过程；最后结合梅森的成长过程分析早期形成的

母婴依恋对个体认知的影响机制和依恋理论对于个体心理修复心理创伤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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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ttachment relationship built in babyhood between children and their parents has an impact 
on their ways of treating various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John Bowlby’s attachment theory 
focuses on the influences of infant-mother care on children’s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wh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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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itiates a new perspective on the research of children’s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This paper 
mainly includes three parts: the first part is the introduction and analysis of attachment theory; 
the second part reports Mason’s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based on the attachment theory, and 
studies the changing process of his interpersonal cognitive framework and his inner world in the 
light of internal working model; the third part presents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infant-mother 
attachment built in infancy on individual’s cognition,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attachment theory for 
individual’s psychological trauma healing by analyzing Mason's growth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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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电影简介 

《少年时代》是著名美国导演查德·林克莱特的代表作品之一，拍摄工作在 2002 年开始，到 2013
年结束。影片虽然没有惊心动魄的故事情节，但是在十二年的拍摄过程中，导演一直坚持任用同一批演

员，镜头里演员们随着时间流逝而展现出的真实的岁月感使它更像是一部纪录片，朴实无华，波澜不惊。 
电影以主人公梅森的成长为主线，用平凡生活里的细节展现出梅森从一个六岁的天真孩童成长为一

个十八岁忧郁成年人的过程。梅森出生于一个单亲家庭，他的母亲是个事业心较强的独立女性，经历过

三次失败的婚姻。她的两次再婚让梅森被迫经历了家庭环境和学习环境的不断变化，在这个过程中，梅

森的心理空间随着家庭空间的变化而发生了一步步的转变，他越来越沉默、忧郁，甚至对自我价值产生

了怀疑。梅森是一个普通又特殊的少年：单亲家庭在美国社会十分常见，梅森成长过程中所经历的兴趣

爱好的转变、青春期对性的好奇以及成年后的离家是所有美国孩子在成长中的必经之路；但是，在梅森

的生活环境中，还有事业心很强的妈妈，惹人喜爱的姐姐，隔周见面的生父，他的两个继父，一个让他

在童年时期遭遇家庭暴力，一个在他叛逆时期对他喋喋不休，他还经历过一次失败的恋爱……这些看似

正常的因素凑在一起使得梅森在成长过程中逐渐封闭了自己的内心，形成了他特殊的心理空间。在影片

的结尾，梅森在父亲不断的鼓励中重拾了自信，在与新朋友的相处中找到了追求自我价值的道路。 

2. 依恋理论 

【英】约翰·鲍尔比(John Bowlby, 1907~1990)在习性学的基础上整合了精神分析理论、信息加工理

论与控制论，形成了自己的依恋理论(谷传华，王美萍，2000)。他认为儿童的依恋是一种生物的本能系统，

是人类长期进化形成的结果。依恋最初主要指婴儿与父母之间的情感纽带，后来依恋指贯穿一生的亲密

关系现象。依恋不仅仅是爱，还包括奉献、悲痛、嫉妒、焦虑等复杂而动人心魄的情感体验(何守森，2013)。
与弗洛伊德所主张的婴儿对母亲产生依恋是由于性的驱动力不同的是，约翰·鲍尔比提出婴儿对母亲产

生依恋是人类刻画在基因里的本能，是人类寻求安全与爱的需要。 
约翰·鲍尔比认为婴儿依恋发展大致包括四个阶段：1) 前期依恋(0~2 个月)：婴儿无法区分不同个

体，无差别接受任何人的关心。2) 依恋关系建立期(2~7 个月)：儿童已经实现了对照看者的再认，对照

看者会有特殊的反应，但仍然能够无差别的接受陌生人的关注。3) 依恋关系明确期(7~24 个月)：儿童已

经有了自己特定的依恋对象，区别对待依恋对象和他人，出现分离焦虑和陌生人焦虑，这是儿童依恋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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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发展的关键期。4) 目标调节伙伴关系(24 个月以后)：儿童这时已能理解父母的需要并与之建立起双边

的人际关系。此时儿童的活动不再是简单的非条件反射活动，而是带有目的和情感的复杂反应。他们产

生了一定的共情能力，开始与其他人建立人际关系。 
在约翰·鲍尔比的依恋理论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内部工作模式，即儿童对自我、重要他人(比如父母)、

自我和他人的人际关系的稳定认知模式(谷传华，王美萍，2000)，该模式主要包含两各方面，一方面是对

自我的认知，即自己是否值得被爱和是否有价值；另一方面是对依恋对象的认知，即儿童对照看者是否

敏感且及时回应自己的认知。约翰·鲍尔比经过大量研究发现，富有耐心，对于儿童的需求能够敏感察

觉且及时给予正面回应的父母有助于儿童形成“自己是有价值且值得被爱的、他人是值得信任的”这样

的积极的心理特征，并在长大成人之后面对突发情况能保持积极的心态和稳定的情绪；反之，如果父母

对于儿童的需求无法及时察觉并给予回应，很少与儿童亲近，甚至虐待儿童，那么儿童就会形成自我贬

低的心理特征，长大后也难以信任他人，难以和他人建立亲密关系。约翰·鲍尔比提出这种模式是个体

在无意识中形成的，并以无意识的方式自动进行工作(张玉沛，郭本禹，2012)。在内部工作模式的帮助下，

个体感知和预测事件，预测未来，并构建计划，它在连续不断地监控着内部和外部事件(Bretherton, 1987)，
评估他们、注意潜在的危险和压力、并且判断依恋对象的可得性(Bowlby, 1980)，如果事件被判定为危险

的，那么个体就会激活初级依恋策略，主动寻求依恋对象的保护和安慰；但如果过去的经验是“依恋对

象不可得”，那么次级依恋策略就会被激活，次级依恋策略分为过激依恋方式和不激活的依恋方式，前

者指个体在被依恋对象忽视后，会强化自己寻求依恋对象心的企图，直到受到关注为止；后者指个体放

弃寻求依恋，回避问题，或者是对危险因素进行反抗。 
在个体之后的生活中，他们会以幼儿时期形成的内部工作模式为样板，处理新的人际关系和外界刺

激。但是，内部工作模式也并非一成不变，随着个体的成长，该模式会因为与个体建立亲密关系的对象

的特征而不断扩展和丰富，在此过程中，个体对自我和他人的理解和认识也逐渐成熟和深刻(张玉沛，郭

本禹，2012)。 

3. 梅森人际关系分析 

3.1. 梅森和妈妈 

梅森的妈妈是一个典型的美国新时代女性：她独立自主，敢于追求。即使离异之后带着两个孩子，

她也没有向生活妥协，重回校园。或许她不是一个完美的妈妈，但她尽力承担着作为一个母亲的责任。 
在电影开始时，六岁的梅森有自己的朋友，和其他小孩一样有天马行空的想象力。这个时期妈妈的

生活重心还是自己的孩子，梅森和妈妈的关系也很亲密，他主动和妈妈说自己新奇的想法，主动要求妈

妈讲睡前故事，主动和妈妈表露自己内心对爸爸的想念和不舍。但他完成作业后不会主动交给老师，这

体现了梅森和其他孩子的区别——他只会对自己熟悉信任的人主动。他目睹了妈妈因为他和姐姐与自己

的男友吵架，尽管妈妈没有责怪他们的意思，但争吵中沉重的气氛和妈妈表露出的伤心给了他一种“自

己是妈妈的累赘”的心理暗示，他在充满压力的生活环境中对自己的存在产生内疚和自责的心理并对自

我价值产生怀疑，这是他逐渐产生自我贬低心理特征的主要原因。 
因为妈妈要完成学业，所以他们得搬家，离开自己熟悉的环境和朋友。在此之后，妈妈的生活重心

就不再是孩子们了，梅森和妈妈之间的鸿沟也越来越大。在面对和朋友分离时，他没有和姐姐一样把自

己的不舍与难过宣之于口，选择了沉默。在离开的时候，他看到了小伙伴骑着自行车追赶的身影，这个

时候他是比较失落的，但是他选择了自己承受坏情绪。没有主动向妈妈寻求安慰，一个原因是他不想给

本就手忙脚乱的妈妈制造多余的麻烦，小小年纪的梅森能够有这样成熟的思想，是因为他从小形成的对

于母亲的愧疚和觉得自己是不值得被爱的心理。另一原因是因为他的内部工作模式在无意识中做出了“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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恋者不可得”的预判，所以梅森激活了次级依恋策略——回避和沉默：在朋友想要和他告别时回避朋友

的情感，在伤心难过时选择沉默。 
梅森主动和妈妈分享自己的新想法，却不主动交作业，在自己心情不好时也不会主动向妈妈倾诉都

体现梅森和其他孩子的差异：他只会对自己熟悉信任的人主动分享自己觉得好的、不会对他人造成麻烦

的事情。 
梅森内部工作模式中“自己不值得被爱”的心理表征可能来自于他婴儿时期与母亲之间的依恋关系。

鲍尔比认为，婴幼儿时期的儿童处于一个必须依赖母亲的阶段，也只有母亲能够给予其所需要的一切，

因此，与母亲的关系对婴幼儿来说至关重要，对这种关系的破坏则意味着有可能对其后来的心理健康造

成巨大且不可逆的创伤(俞国良，罗晓路，2016)。梅森的妈妈是在和他爸爸感情破裂的时候怀上他的，在

他儿童依恋关系形成的关键期，妈妈可能无法及时察觉到他的情感需求并给予回应。这样的经验让小梅

森形成了“依恋者不可得”的心理表征。另外，面对糟糕的生活，妈妈可能在无意间也会把负面情绪传

递给小梅森。没能和母亲建立足够温暖、稳定的依恋关系，导致他缺乏安全感。 
妈妈带着他去上课，他在教室里画画，他的画有一个特写镜头，画的是两只蜗牛，上面有一句比较

清楚的话“Save The Snails”，“救救蜗牛”，这或许只是他打发时间的方式，但也可能是他潜意识想要

逃离生活现状而发出的呼救。 
母亲后来和教授结婚了。梅森对于教授的态度一直都是害怕并且讨好的。这也是源于他从小形成的

“自己总是给他人(妈妈)带来麻烦”的心理暗示。在教授家里，他一直努力顺从，压抑自己内心真实的想

法。直到他被迫剪头发，他终于主动寻求妈妈的帮助，这是梅森在影片中第一次表现出初级依恋策略被

激活后的依恋行为，不幸的是妈妈错过了他的电话。后来他和妈妈抱怨，妈妈却只是象征性地安慰了他，

甚至还为教授开脱，并不愿意坚定地维护梅森。妈妈的态度让他对妈妈的信任和依恋再次降低。或许，

在这之前梅森对外部世界已经丧失了一个孩子该有的憧憬，这次对母亲的求助，也是梅森内心希望能对

外界重建信任感的挣扎。但他的妈妈并不足够敏感，也不足够重视他，没有及时抓住能够帮助梅森修复

其内部工作模式的机会，所以在这之后，他对外界的人和事逐渐麻木。以至于后来他们遭遇家暴，妈妈

暂时离开的时候，他并没有惊慌失措，甚至于在妈妈想要安慰他时排斥和妈妈的亲密接触。这体现出梅

森的分离焦虑水平低于常态，他在遭遇家暴且母亲离开的情况下依然能正常生活，并在之后排斥和母亲

的亲密接触，在鲍尔比看来，这是一种处于防御状态的伪独立水平，并非真实的成熟状态(俞国良，罗晓

路，2016)。如果你不喜欢别人，那他们就没法伤害到你，梅森对妈妈及其他人的态度转变正是他潜意识

的防御机制。 
在这期间，他见到亲生父亲时也不像之前那么激动了，这是他性格的一个转折点，他对之前信任的

少数几人越来越失望，逐渐变得沉郁了。 
妈妈一直以来的敷衍让梅森慢慢丧失了表达欲，甚至当其别人误会他的时候，他也疲于为自己解释，

只会习惯性地道歉。 
在理论层面，鲍尔比明确地提出了儿童的人际关系经验是他们心理发展的关键这一鲜明观点，而儿

童与母亲的关系，正是这一发展时期中最重要的人际关系经验(俞国良，罗晓路，2016)。在长大之后，人

们对于人际关系的处理都会受到儿童时期与母亲的关系的影响。而梅森与母亲的关系并不是一个好的模

版，所以在梅森长大之后，尽管他的继母一家、他的继父和他的老师都对他十分关心，但是他从小形成

的依恋关系让他面对这些关心时感受到的是压力和不适，甚至想要逃避其他人的关心。 
在他要离开家去上大学的时候，妈妈突然情绪崩溃大哭了起来。面对妈妈突如其来的强烈的感情表

达，他显得不知所措，只是随便说了一句话，这与当时他爸爸面对他指责自己卖掉车时的反应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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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讨厌父母对自己的敷衍，但是他最终还是无法避免地成为了他们。 

3.2. 梅森和姐姐 

梅森的成绩并不优秀，姐姐一直用他成绩差这件事打击他，他虽然感到烦恼，但是从来没有正面反

驳过他姐姐对他的嘲讽。这是因为他的婴儿时期，妈妈对于他的基本需求没有及时察觉，这让他从小就

形成了“自己不值得被爱，自己的需求不会被满足”这样的心理表征，所以在姐姐贬低他的时候，他内

心也觉得自己是个比较糟糕的孩子，没有充分的理由反驳她。最重要的是，在姐姐对他进行言语攻击的

时候妈妈没有及时为他撑腰。在他的生活中，妈妈应该是他最重要的依恋对象，但是连妈妈都没有站在

自己这边，他还有什么勇气反驳伶牙俐齿的且说着“既定事实”的姐姐呢？ 
电影中有一个情节是爸爸带着梅森去打保龄球，已经上小学的梅森由于不能使用幼儿时期的设备而

屡屡失败，遭受了姐姐的嘲笑。这样类似的经历让梅森不敢轻易踏出自己的舒适区，不敢轻易尝试新的

事物，久而久之就成了一个缺少生命力的人。 

3.3. 梅森和爸爸 

爸爸帮助梅森树立了正确的世界观，在一定程度上，爸爸也修复了梅森的内部工作模式。 
电影中梅森虽然和爸爸只是隔一周见一次，但却对梅森性格以及心理品质的塑造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爸爸年轻时是一个热爱音乐的摇滚青年，和梅森在一起的时候经常给他分享自己欣赏的音乐。梅森后来

坚持下来对于摄影的热爱大概也是由于父亲一直以来对他的艺术熏陶。爸爸也是梅森的几个照看者中，

唯一不会只把注意力放在活泼开朗的姐姐身上的人。每次来看他们，都会依次拥抱姐姐和梅森，也会花

时间认真听梅森讲话。对于不擅长为自己发声的梅森来说，爸爸无疑是自己成长过程中举足轻重的人。 
爸爸很少会错过能够启发梅森的机会。在梅森因为无法使用幼儿设备打不好保龄球时，爸爸告诉他

要学会面对生活中新的挑战。在梅森青春懵懂时期，爸爸教给他正确的性观念：并不需要为性感到羞愧，

重要的是学会在性中保护自己和他人，为彼此的人生负责。 
在妈妈的第二次婚姻期间，爸爸也结婚了，并且还生了一个小弟弟。这个时候爸爸也成长为了一个

以家庭为重的中年人。为了买新的车，爸爸卖掉了之前承诺过会送给梅森的车。梅森知道后忍不住流露

出了自己的难过，这是他第二次激活初级依恋策略，他十分罕见地说出了自己的伤心，指责爸爸的不对。

面对梅森的失落，爸爸选择了抵赖和逃避，他没有道歉，也没有安慰梅森。所以梅森好不容易发出的信

号又一次被残忍地忽略掉了。于是，梅森依旧只能强迫自己收起不开心，在爸爸送自己生日礼物的时候

配合爸爸发出惊喜的笑声。 
第二次主动在自己信任的人面前展露出内心的伤口，得到的还是敷衍。这让梅森几乎彻底封闭了自

己的内心。他不再轻易对他人表露自己的情感，也逃避他人对自己的情感表达。梅森逐渐形成了刺猬似

的内心世界，有时为了避免自己受到伤害，他可能会选择刺伤别人。 
在和女朋友分手后，他只是和朋友短暂地聊了一会就回到了家里。而家人们为了庆祝他高中毕业准

备了聚会。于是他再一次隐藏起了自己的坏情绪，配合家人们完成了庆祝活动。一直等到和爸爸独处的

时候，他才和爸爸聊起了他的失落。他说的是“我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在和席娜的恋爱中，他已

经尽力珍惜，但出现问题时，他还是下意识觉得是自己的错，尽管是席娜先背叛了他。这也是由于他儿

童时期形成的内部工作模式在影响他，儿童时期母亲对他一次次的忽视让他觉得自己是没有价值、不值

得被爱的，以及从小的成长环境让他对自己的行为产生了过度的内疚感。这是他在影片中第三次激活初

级依恋策略。幸运的是，爸爸这次没有敷衍他。爸爸耐心地开导他，告诉他不是他的错，鼓励他去寻找

自己的人生价值，让他明白好好感受当下的每一天才是最重要的。爸爸及时的鼓励对梅森来说就是溺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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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的一根抛向自己的绳子，把梅森从绝望、自我怀疑中拉了出来。 

3.4. 梅森和他的同龄人 

梅森被迫剪完头发后，同学们都悄悄嘲笑他的发型，尽管也有人安慰他。他似乎已经习惯了被人嘲

笑(之前也被姐姐嘲笑)，但其实这些嘲笑刺伤了他本就脆弱的自尊心，导致他不敢在别人面前表现出自己

的脆弱与无知，特别是在自己的同龄人面前。在后来他和同学出去野营的时候，青春期的孩子们讨论着

关于性的问题，因为害怕被嘲笑，他撒谎说自己有过性经验。 
梅森在学校里遭遇了校园暴力。他一如既往地选择了沉默，没有反抗，没有向任何人寻求帮助。这

也是梅森的缺乏攻击性和生命力的表现。 
梅森第一次见到席娜是在一个派对上，他对席娜敞开了心扉，然后他们自然而然地在一起了。席娜

比他早一步进入大学，他送她去了学校，然后在餐馆打工为自己的大学做准备。在电影中可以看出，梅

森对于和席娜的恋爱是十分重视和认真的，毕竟除了席娜以外，他几乎没有可以谈心的人。在与席娜相

处的过程中，他变得乐观开朗了许多。也开始认真地为他们的未来做打算，重拾对生活的憧憬和希望。

甚至他和家人的关系也缓和了很多。有一个情节是爸爸在他出门送席娜去上大学前给他打了电话，他和

爸爸亲密的交谈过后还与继母和弟弟问好。之后妈妈给了他额外的零花钱并亲吻拥抱了他。这些转变似

乎都是因为与席娜的相遇，席娜给了他足够的关注与耐心，帮助他重新打开了自己的心扉。但是席娜却

背叛了他，并且说出“和他分手是一种解脱”、“这也不是什么超级认真的恋爱”这样的话，这些话刺

痛了他的内心，梅森选择用同样的语言还击，他说“你能这么想真好”，并撒谎自己也背叛了席娜。席

娜走后，他对自己的冲动感到懊恼，但是在自己喜欢的女生面前，过强的自我防御机制让他害怕表现出

自己的软弱与伤心。 
在电影的最后，梅森自己开车去了大学，他听从了爸爸的建议，继续学习摄影，寻找自己与众不同

的价值。他积极加入伙伴们的外出计划，并且认识了一个新的女孩。她活泼开朗，热爱生活，最重要的

是，她坚信自己是有价值的，这些特质都是梅森所缺乏的。或许她会是治愈梅森的药方。梅森儿童时期

形成的内部工作模式会在与她建立亲密关系的过程中得到重构，从而成为更好的自己。 

4. 总结 

梅森从一个活泼开朗的小孩逐渐变得封闭忧郁，对自我价值和外部世界不断产生怀疑。在梅森的整

个成长过程中，这样的性格特征让他在人际交往中屡屡受挫。因此，在婴幼儿时期与照看者形成的依恋

关系对人生具有重要意义。虽然电影的最后梅森逐渐被治愈，但在现实生活中，还有很多“梅森”，他

们或许一直无法修复自己内心因不足够温暖的母婴关系而形成的创伤，甚至还会传递给下一代。对依恋

理论、内部工作模式的研究和推广，可以使更多人在面对自己内心时能够理性的分析自己，找到适合自

己的治愈方式，从而阻断不安全依恋的代际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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