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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江苏南京人#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郑爱明!

<G;<

' "#男#江

苏泰兴人#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临床心理咨询与治疗及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通信作者)

长期以来#人们始终认为宽恕是一个有着深刻

宗教渊源的概念# 直到
9:

世纪末积极心理学的兴

起#国外才开始出现了关于人际之间宽恕的心理学

研究#将宽恕从宗教中剥离开) 此后一段时间#学者

对宽恕的研究大部分都是从受害者角度出发#研究

人际宽恕#即狭义的宽恕!又称宽恕他人") 这并没

有把冒犯者这个主体纳入到研究中#这是一种孤立

心灵框架下的理解#忽视了冒犯者的主体性作用*

<

+

)

随着研究者们对主体性的理解和重视#从冒犯者角

度出发的$寻求宽恕%和$自我宽恕%也进入研究范

畴#即广义上的宽恕#同时包括人际宽恕,自我宽恕

与寻求宽恕三个层面)

目前#宽恕的相关研究中#对宽恕他人以及自

我宽恕方面的研究较多#而对寻求宽恕的研究仍处

于起步阶段#国内几乎没有寻求宽恕的实证研究)

一$ 寻求宽恕的概念界定

%p&!"#$1=>

寻求宽恕的概念最早由
*36K3@5

等*

9

+于
9:::

年进

行界定#

*36K3@5

等认为&寻求宽恕包含懊悔,赔偿

以及生活的调整) 同时#寻求宽恕包含人际意识和

行动#但不一定有语言上的请求宽恕)

L5445M

等*

H

+于

9::7

年 定 义 寻 求 宽 恕 !

>0?@2A565BB!B55C26@DB55C26@

>0?@2A565BB

" 为&冒犯者主动寻求受害者宽恕自己的

过程#包括道歉,非言语保证,解释和赔偿)

%q&!"#$YUV#$

在整个寻求宽恕的概念界定过程中#寻求宽恕

总是与人际宽恕!

@?36N26@ >0?@2A565BB

"处于对应的关

系#冒犯事件发生后#从方向上来说&寻求宽恕是冒

犯者向受害者寻求受害者宽恕的过程(而人际宽恕

是受害者对冒犯者进行宽恕的过程) 从时间上来

说&冒犯者首先感到自己在冒犯事件中需要承担责

任#对受害者承受的伤害感到懊悔时#会向受害者

寻求宽恕(而受害者在收到或未收到来自冒犯者的

寻求宽恕后#可以对冒犯者进行宽恕) 即寻求宽恕

在人际宽恕之前)

相对于人际宽恕和自我宽恕#寻求宽恕是冒犯

者进行人际修复#承担道德责任的行为) 寻求宽恕

的动机是修复人际关系#通过主动承担道德责任以

及赔偿实现)

%r&!"#$Yno

在国内外文献中#和寻求宽恕非常接近的概念

和研究领域是道歉!

3O040@M

"#它是关系和解,冲突

解决和危机缓解的有效途径# 是一种相对简单,成

本低的冲突解决策略# 是补救受损关系的第一步#

是一种具有社会互动性的关系补救行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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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过 跨 文 化 言 语 行 为 实 现 项 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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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提出道歉的构成成分包括#语言表达$解

释$承担责任$补偿$承诺这五种成分 %

<:

&

' 而对道歉

构成成分阐述最全面的理论认为道歉应包含八种

成分(即#忏悔$承担责任$承认错误$承认伤害$承

诺$请求宽恕$补偿和解释%

G

&

)

以上关于道歉组成成分的分析中(解释与补偿

都是前文寻求宽恕所包含的部分(其道歉概念的内

涵与寻求宽恕基本重叠) 因此(为更加清楚地表达

和研究(本文在讨论寻求宽恕时(所提到的道歉仅

仅指语言上的道歉(并不包含补偿这种行为) 同样(

道歉与解释也有所区别#前者包含承认错误$承担

责任的内在含义(而后者缺少这层含义)

!" #$%&'()

寻求宽恕具有多个维度(这在很多研究中都得

到了证实)

*36H3I5

等%

9

&的研究认为寻求宽恕是多维

的(包含#

!

对社会视角选取的认知或对受自己行

为影响的人的同情*

"

没有防备的道德情感与自适

应的内疚相一致*

#

修复人际关系的做法包括#道

歉(忏悔以及酌情归还)

J3AA5??

等 %

<<

&研究分析了在真实状况下寻求宽

恕倾向的构成因素( 包括# 铁石心肠 !

@3>H65AA 0K

@53>?

"+ 寻求宽恕 !

A55L26I K0>I2M565AA

"$ 叙述事实

!

AC53L26I ?@5 ?>B?@

"三种) 这是对
*36H3I5

等关于寻

求宽恕维度研究的概括与完善)

"@23>3N5440

等 %

<9

&在前两个实证研究的基础上

发现(寻求宽恕与人际宽恕!也称宽恕他人"两者有

类似的基本构成因素(寻求宽恕的构成因素与人际

宽恕的构成因素对应相关(这意味着越宽恕他人的

人越倾向于寻求他人的宽恕) 他将寻求宽恕的维度

运用到寻求宽恕的问卷编制中
E

后续的寻求宽恕研

究在维度以及问卷使用方面(多以
"@23>3N5440

等的

研究为准绳) 具体因素以及对应情况如下#无法寻

求宽恕!

263O242?P 26 A55L26I K0>I2M565AA

"对应持续的

怨恨!

43A?26I >5A56?N56?

"$对!寻求宽恕"环境的敏感

性!

A56A2?2M2?P ?0 1>21BNA?3615A

"对应对!人际宽恕"环

境的敏感性!

A56A2?2M2?P ?0 1>21BNA?3615A

"(以及无条

件寻求宽恕 !

B6106H2?20634 A55L26I 0K K0>I2M565AA

"对

应宽恕意愿!

Q24426I65AA ?0 K0>I2M5

"(其中(寻求宽恕

的三个维度是#无法寻求宽恕$对环境的敏感性以

及无条件寻求宽恕*人际宽恕的三个维度是#持续

的怨恨$对环境的敏感性以及宽恕意愿)

同时(该研究中也证实寻求宽恕的这三个维度

与宽恕均呈正相关 %

<9

&

(这也证实了
*36H3I5

%

9

&的结

论#寻求宽恕与人际宽恕的推理水平正相关) 通俗

地说(就是当自己受到伤害时(所感受到的怨恨持

续时间越长(当自己伤害了他人后(就越不愿意去

寻求宽恕* 当自己宽恕他人时对环境因素比较敏

感( 自己要寻求宽恕时也会对环境因素比较敏感*

当自己受到伤害时愿意无条件地去宽恕对方(则当

自己伤害了他人时(自己也愿意无条件地去寻求宽

恕 %

<9

&

) 用
*36H3I5

的话说(即伤害通常是互相造成

的(需要互相寻求宽恕(同时也需要互相宽恕%

9

&

)

三!寻求宽恕的相关影响因素

寻求宽恕是冒犯事件发生后(做错事的冒犯者

向受到伤害的受害者寻求其宽恕的过程) 负性事件

发生后(冒犯者在什么情况下会寻求宽恕(在什么

情况下不会寻求宽恕(以及冒犯者寻求受害者宽恕

后(对冒犯者$受害者双方产生什么影响(这些都是

需要研究的) 目前关于影响冒犯者向受害者寻求宽

恕的研究并不多(而关于寻求到宽恕后会产生的结

果研究更少(已有的研究成果多见于国外文献) 有

研究表明(寻求宽恕与自恋$自我监督呈负相关 %

9

&

)

寻求宽恕还与虔诚性$道德推理发展阶段$环境敏

感性等有关%

<R

&

) 寻求宽恕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以下

几个方面#外在变量$人格变量$时间视角以及情境

与人格变量的相互作用)

!"#$%&'

在外在变量方面(已有的研究表明(寻求宽恕

水平与宗教%

9

&和性别无关(与受教育程度%

<9

&有关(与

年龄的关系有待进一步研究) 虽然寻求宽恕的水平

与性别无关(但男性道歉比女性道歉更有效(同样

在群体组织中(领导对下属的道歉不仅能获得下属

的宽恕(还能改变下属对其的负面认知%

G

&

)

!()*+&'

有研究者发现寻求宽恕与愤怒$宜人性和开放

性有关%

<<

&

) 无法寻求宽恕倾向与偏执倾向$自我惩

罚$愤世嫉俗正相关(与大五人格中的宜人性与开

放性负相关*其中(愤世嫉俗是怀疑的一种极端表

现) 无条件寻求宽恕倾向与大五人格中的宜人性正

相关)

,-)./01

时间视角不同的人( 寻求宽恕的情况也不一

样(具体表现为#着眼于未来的人更倾向于寻求宽

恕(因为他更关心与受害者未来的关系*而着眼于

过去的人更倾向于不寻求宽恕(因为他们认为侵犯

事件已经发生了(他们,陷入-了已发生的侵犯事件

RG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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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冒犯者自身的愤怒与防御和焦虑都

会导致他无法寻求宽恕'((因为冒犯者本身仍然

痛苦时&他根本不愿意让对方对自己的道歉行为感

到满意 #

<9=<>

$

&其中愤怒是道歉与宽恕之间的中介变

量#

<7

$

&愤怒的减少可以提高寻求宽恕的有效性% 而

同理心)内疚情绪)羞耻感)自尊心或急于恢复自己

尊严的心理促进冒犯者寻求宽恕#

?

$

* 内疚倾向的人

比大多数人倾向于无条件寻求宽恕&因为内疚倾向

的人多会为自己做过的事感到悔恨&因此可以通过

寻求宽恕来缓解自己的负面情绪#

<9

$

*

!01234567

有研究表明&寻求宽恕在减少继发性人际冲突

方面的作用是显著的*

@A5B5A21CD06

#

<E

$的研究发现&

道歉可以避免受害者对冒犯者的攻击行为&特别是

伤害越严重& 越需要道歉来降低受害者的愤怒和攻

击性* 最新研究发现&寻求宽恕有利于减少冒犯者与

受害者双方的负面情绪&如悲哀+愤怒)内疚等#

<;

$

,这

些研究说明寻求宽恕对冒犯者以及受害者双方的

心理健康都是有帮助的,

!"#$%&'()*+,-.

广义上的宽恕过程涉及从冒犯者出发&向受害

者进行的寻求宽恕&再由受害者向冒犯者进行反馈

而表现出的人际宽恕 & 以及冒犯者宽恕自己的

-罪.&减少自身负性情绪所需要的自我宽恕, 这三

种不同的宽恕类型&在冒犯者与受害者两者之间传

递&构成了大的宽恕内涵&其中寻求宽恕+人际宽

恕+自我宽恕都是宽恕过程的一部分&这符合一些

学者提出的宽恕的整合概念 #

<8

$

, 而对寻求宽恕+人

际宽恕以及自我宽恕每一部分的独立研究&都有利

于整个宽恕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每一部分研究所发

现的新问题&得到的新结论&都是对大的宽恕概念

的进一步完善,

8912345:;+</

由于目前对寻求宽恕的实证研究依旧处于起

步阶段&因此相关实证研究以寻求宽恕的影响因素

研究为主&但目前研究已经向寻求宽恕的作用以及

寻求宽恕产生的生理变化这类方向进行, 提示寻求

宽恕的研究方向已经从理论往应用方向发展&寻求

宽恕可以向心理健康教育+临床心理学运用方向进

一步开展研究,

!"#$%&'()*+

在寻求宽恕研究的样本方面&实证研究从
9:::

年
*36B3F5

等 #

9

$的研究开始&目前已有的实证研究

对象大部分是平均年龄
99

岁的大学生& 少部分研

究对象是
9:G8:

岁的成年人&这说明在寻求宽恕研

究过程中可以考虑扩充样本的年龄段&研究不同年

龄段在寻求宽恕方面是否存在差异,

研究对象中所有肤色人种均有一定比例的涉

及, 从跨文化研究角度看&寻求宽恕研究主要集中

在法国+美国等西方白种人的国家#

<?H9:

$

&而中国大陆

的寻求宽恕研究相对欠缺&这提示可以在中国大陆

开展寻求宽恕的实证研究, 土耳其的实证研究中使

用
%5I0

等
9::8

年编制使用的寻求宽恕倾向问卷的

土耳其译本#

9:

$

&说明寻求宽恕倾向问卷在跨文化的

研究中表现出较好的适用性, 这提示在中国大陆进

行寻求宽恕研究时&也可以参考该版本&修订适合

我国的译本,

,-.$%&'()/0

在研究方法方面&近期的寻求宽恕研究涉及到

使用心电描记法等生理仪器 #

<;

$

&直观记录寻求宽恕

所产生的心脏+副交感神经+肌肉等部位生理电位

变化&这类实验可以让一些心理过程更直观地通过

仪器数值展现出来, 这提示后期在寻求宽恕研究&

甚至宽恕研究以及其他心理相关研究过程&都可以

考虑借助一些测量脑电波+生理电位的仪器&拓宽

心理研究的工具&将问卷+访谈的数据与仪器设备

数据相结合&让一些心理活动更加可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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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李兆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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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宽恕内涵的反思与重构#

.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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