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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依恋是个体与生俱来的向重要他人寻求亲近以获得保护的倾向。安全依恋启动是通过情境性激活被试的

安全依恋表征，使个体暂时获得与安全依恋风格一致的一系列积极效应。人际信任是个体在人际互动过

程中建立起来的，对交往对象的言辞、承诺，及书面或口头陈述的可靠程度的一种概括化期望。安全依

恋启动对人际信任的影响机制可以通过动力激活模型、动力加工模型、迁移模型、情绪/认知协调作用模

型和多元神经模型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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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tachment is an individual’s innate tendency to seek closeness to someone else for protection. 
Secure attachment initiation is a series of positive effects consistent with secure attachment style 
by activating the subject’s secure attachment representation through situational activation. In-
terpersonal trust is a generalized expectation of the reliability of the person’s words, commit-
ments, and written or oral statements that individuals establish in the course of interpersonal in-
teractions. The mechanism of secure attachment initiation on interpersonal trust can be expla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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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dynamic activation models, dynamic processing models, transfer models, emotional/cognitive 
coordination models, and multivariate neural mod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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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依恋 

英国精神分析师约翰–鲍尔比曾提出，依恋是个体向父母或伴侣等重要他人寻求亲近以获得保护的

倾向[1]。依恋作为一种较为稳定的内部特征，以内部工作模型或图式形式[2]，在人际交往中无意识地作

用于个体的认知、情感和行为，从而对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产生影响[3] [4]。 
Ainsworth 等人[5]最早将依恋风格进行了分类，将其分为安全依恋和不安全依恋[6]。安全依恋个体

拥有积极的自我–他人模型，相信自己有存在的价值，认为自己是值得被关爱的，相信他人是可依靠的，

能够及时提供帮助的，依恋关系是安全的，可依赖的[7]，在与人互动中人际信任水平较高[3]。因此安全

依恋个体在认知、情感和行为方面均表现出更适应、更健康的模式[8]。非安全依恋风格可以区分为两种，

一种是依恋焦虑，害怕他人抛弃或拒绝自己；一种是依恋回避，回避亲密互动，对亲密感到不适。依恋

焦虑个体的自我表征是消极的，他们否认自我的内在价值，怀疑自己，担心自己被抛弃。依恋回避个体

的自我和他人表征都是消极的，他们不相信自己，更不相信他人，不愿意与他人保持亲近的关系[6]。 
Baldwin 等人[9]最早研究发现，不同依恋经验启动对约会对象的选择会产生一定影响[10]。依恋启动

是启动技术在依恋研究中的应用，研究者首先给被试呈现依恋相关刺激，激活依恋系统或依恋图式，通

过考察不同依恋启动条件下个体在后续任务中的表现探究依恋对个体心理和行为的影响。安全依恋启动

是通过情境性激活被试的安全依恋表征，使个体暂时获得与安全依恋风格一致的一系列积极效应，如消

除威胁，缓解痛苦，获得有爱，舒适和安全的感觉等，从而提升个体的依恋安全感[11] [12] [13]，进而影

响个体的认知、情感和行为。 

1.2. 人际信任 

“相信而敢于托付”是现代汉语中对信任一词的解释，即信任是对他人态度或行为持有积极的预期

并敢于承受风险的一种心理状态。信任是一种普遍存在的人类依恋关系[14]，同时也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现

象和社会资源[15]。信任存在于人际与群际之中，概念涉及认知、情感和行为不同层面[16]。从不同学科

的角度来理解，哲学中的信任是一种对某种不确定性事项的大胆确定[17]；社会学认为信任是人际交往中

一种重要的社会关系[18]；心理学认为信任是一种对托付对象的行为或意图的积极预期[19]；经济学认为

信任是一种基于个人功力的理性计算行为[20]。信任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交往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成分[21]，
是在社会之内最重要的综合力量之一[22]，被称为社会的润滑剂[23]，是维系社会和谐和稳定的重要因素

[24]。卢曼从系统理论和功能主义两个不同的角度，将信任区分为人际信任与制度信任。人际信任以情感

联系为主，通过在熟悉个体之间建立起来；制度信任建立在复杂、分化的社会关系中，需依靠法律等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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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加以维系和惩戒。囚徒困境实验是心理学最早对人际信任的研究[25]。基于社会交换理论，Rotter (1967)
提出了目前使用较多的人际信任的定义，即人际信任是个体在人际互动过程中建立起来的，有对象指向

性的心理预备状态，是对交往对象的言辞、承诺，及书面或口头陈述的可靠程度的一种概括化期望[26]。 

2. 安全依恋启动对人际信任的影响 

已有研究发现特质依恋风格会对信任产生影响。例如婴儿的依恋类型可以预测一年后他们对母亲和

陌生人的信任程度，安全依恋风格的婴儿对他人的信任度更高[27] [28]。也有研究也发现不安全依恋风格

个体在社交互动过程中会存在一定问题，如依恋回避高的个体在与他人互动中遇到问题时会倾向于采取

回避策略，很少会寻求他人帮助，对他人表现出低人际信任[29] [30]；而安全依恋风格个体的互动经验更

多为积极的，信任相关的自传体记忆偏多且易于提取，因此在与人互动时会采取更多与信任相关的应对

策略[30] [31]，对他人信任程度更高[32] [33]。还有研究发现[34]，安全依恋风格个体除了在亲密关系中

会表现出对伴侣的高人际信任，在普通人际关系中其信任水平也显著高于不安全依恋个体。 
随着近年来研究发展，安全依恋除了作为较为固定的特质风格，渐渐可以作为一种缓解威胁的积极

状态，是可以通过一定技术，在不同情境下暂时激活的。这种暂时的激活状态可以一定程度积极地影响

个体的认知、情感和行为。安全依恋的拓延–建构环理论指出，安全依恋启动与特质安全依恋风格的影

响具有一致性，也能促进个体积极的自我–他人认知及同情、利他等积极品质。拓瑞的研究证明了不管

阈上还是阈下的安全依恋启动均能有效提高个体的人际信任激活水平，并且不会受到依恋风格的影响[35]；
李彩娜等的研究发现：安全依恋启动能够显著提高人际信任，且这种效应独立于积极情绪的作用[3]。 

3. 安全依恋启动对人际信任的影响机制 

安全依恋启动对人际信任的影响机制可以通过如下理论模型进行解释： 

3.1. 动力激活模型 

Baldwin 等人认为依恋安全感的暂时激活，使得个体对威胁刺激的加工减少，对安全信息的注意增加，

因而个体对他人和社会情境有了更多积极的回应[9]。Mikulincer 等人认为安全依恋启动会对个体产生自

下而上的影响，即通过状态激活个体的依恋安全感，进而提高个体的依恋与人际信任水平[11]。因此，安

全依恋启动通过动力激活模型对个体的人际信任等行为产生影响[7]。 

3.2. 动力加工模型 

依恋系统的动力加工模型(A model of attachment system functioning and dynamics)可以用来解释个体

依恋系统激活与运行的过程[11]。该模型由三个功能模块组成：第一个模块是依恋系统的激活模块，属于

依恋的初级策略；该模块包括个体对负性事件的监控与评估，控制和决定是否激活依恋系统。个体对所

有事件进行监控，当环境中的威胁性事件使个体产生不安全感之后，个体会自动激活依恋系统，并主动

向内化或外在的依恋对象寻求亲近和支持。第二个模块主要是对依恋对象可获得性与支持性的监控与评

估。依恋对象具有敏感性、可获得性、可以提供保护与支持性，会使个体从心理上体会到安全感，从而

使个体拥有更多积极的情绪体验，在处理事件时会更多地使用安全基地策略，积极寻求依恋对象的支持

与帮助，并最终促成安全依恋的拓延建构循环。如果依恋对象不具有敏感性、可得性与支持性，那么威

胁事件的发生就会导致个体产生不安全感，以及产生消极的情绪体验。第三个模块是对依恋对象不可得

与无回应的应用，属于依恋的次级策略。该模块主要是监控和评估亲近寻求策略是否可以有效应对依恋

不安全感。当个体由于依恋对象不敏感、不可得或不支持而感到痛苦后，个体会评价和检验亲近寻求策

略的有效性，并在之后决定选择何种策略(过度激活或去激活)去应对威胁事件带来的不安全感。依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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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动力加工模型由于循环使用过度激活策略或去激活策略而建立起了与之特定的兴奋和抑制“神经环路”，

使得该模型可以反复循环，第三个模块可以反过来对前两个模块进行反馈与调节[36]。 

3.3. 迁移模型 

张鹏等人提出了安全依恋启动影响社会行为的迁移模型，该模型认为个体通过学习启动材料，激活

记忆中与重要依恋对象的支持性行为或结果以及相应地行为反馈，之后，这些行为模式可以迁移到个体

其它的外显行为上。研究发现非安全依恋的个体在多次安全依恋启动条件下可以产生较为持久的积极结

果，这可以理解为启动技术的多次使用使得个体通过学习增强了刺激材料与个体持有的积极经验的联结，

发生了迁移结果。迁移模型认为依恋安全感可以使个体做出更多积极的行为，这是由于启动材料激活了

个体的依恋安全感，进而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迁移到了个体的外显行为。该模型从迁移的角度解释了安全

依恋启动对个体行为的影响，相比以前的理论除了考虑到了安全依恋启动的脑神经基础，还强调了依恋

经验的重要性[37]。 

3.4. 情绪/认知协调作用模型 

唐清婷等人提出了安全依恋启动的情绪/认知协调作用模型。他们认为安全依恋启动存在情绪与认知

两条路径，这两条路径共同作用于个体。安全的线索可以提升个体的状态安全依恋感，进而以自下而上

的方式调节个体对威胁事件的反应机制，降低个体在认知方面的需求；个体的安全依恋表征被激活后，

个体对他人积极预期的认知图式就会引导个体从多角度解释自身经验，摆脱负面情绪，进而以自上而下

的方式调节个体的认知、情绪和行为。虽然该模型目前仍不完善，但其整合了安全依恋启动的主要效应

成分，从情绪与认知协同作用的角度解释了安全依恋启动效应的发生机制，为未来进一步探究安全依恋

启动效应的作用提供了理论基础[38]。 

3.5. 多元神经模型 

安全依恋启动的多元神经模型是由 Canterberry 和 Gillath 提出，他们认为在安全依恋启动过程中，负

责奖赏与积极情绪、认知调控以及行为动机的相关脑区会同时参与活动[39]。在情绪层面，安全依恋启动

会激活多个与积极情绪体验相关的脑区；在认知层面，安全依恋启动会激活与情绪和注意调节、认知重

评功能密切相关的内侧额叶皮层以及前额叶皮层等认知调控相关脑区。这些脑区的活动增强，说明安全

依恋表征的激活会使得个体进行认知重评，从而以一种更符合安全依恋表征的方式来对环境刺激进行解

释，并对情绪状态进行调节，这暗示认知在安全依恋启动效应的重要作用。总之，该模型强调个体心理

资源的增加在安全依恋启动效应中的重要角色，并且对依恋安全感增强时情绪、认知与行为动机的参与

和响应非常关注。 

4. 总结与展望 

由于安全依恋个体在认知加工模式、处理人际关系以及维持自身心理健康水平上，都比依恋焦虑和

依恋回避个体有优势，因此，很多前人研究都是探讨安全依恋对个体认知或行为的影响。近年来随着时

代的发展，安全依恋启动技术的应用逐渐兴起，探讨安全依恋启动对个体的影响及其心理机制成为了很

多研究的目的。安全依恋启动的实质是提高安全依恋表征在个体长时记忆网络中的可及性与通达性，使

之高度活跃并易于提取，引导个体的认知、情绪及行为，使之表现出与安全依恋个体类似的反应。有研

究发现，安全依恋启动不受特质性依恋风格的影响，任何依恋风格的个体都能通过一定方法暂时提升依

恋安全感[7]。依恋安全启动在个体层面和人际层面都有积极的效应。在个体层面，安全依恋启动可以使

个体在信息加工时更加灵活、开放、积极；在人际层面，安全依恋启动可以使个体在与人交流互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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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展现出更高的开放性，更愿意进行个人披露，维持关系的稳定，更能对人际压力进行容忍；也可以使

个体克服以自我为中心，更关注他人需要，更愿意支持和帮助他人；增加更多的亲社会行为，减少攻击、

偏见和歧视等[10]。因此，安全依恋启动给研究者提供了一个科学可行的视角去探究非安全依恋的可塑性。

人际信任作为人际互动中不可或缺的存在，是一种积极的行为反应，安全依恋启动通过暂时提高个体的

依恋安全感，进而提高个体的人际信任水平，其作用的心理机制也是研究的重点。安全依恋启动对人际

信任的影响机制可以用动力激活模型、动力加工模型、迁移模型、情绪/认知协调作用模型和多元神经模

型来解释，但也有其他理论与实证研究可以来证明安全依恋启动对人际信任的积极作用。未来，可以继

续深入探究安全依恋启动对人际信任的影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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