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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学历女性婚恋隐性自恋心理分析 ①

梁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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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于正值婚恋期的高学历女性来说，其自恋的人格特征及其恋爱关系问题已成为这个群体不可忽视的问
题。以隐性自恋为切入点，从女性的角度，依托择偶理论来分析隐性自恋的形成与原因。了解高学历女性婚恋观有助于

减少舆论给予她们的压力，促进高学历女性心理健康成长，帮助她们更好地处理恋爱同伴关系。高学历女性应不断提高

自主意识，摒弃传统的婚恋价值观，注重内在修养的同时，也应注重优化自己外在，培养自己爱与被爱的勇气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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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恋问题在西方心理学界一直颇受关注，精神病理学家艾理士和纳克最先使用 Ｎａｒｃｉｓｓｉｓｍ概括病
理性的自恋，弗洛伊德在《论自恋》中首次系统地论述了自恋这一概念［１］。最早的研究倾向于把自恋看

成一种病态的人格障碍，后来才逐渐关注临床症状不明显的自恋者。反观中国，虽说自恋文化古已有

之，但关于自恋的研究并不多见，涉及隐性自恋的研究更是少有。当今，西方社会的自由主义、崇尚自我

独立的思潮迅速在中国蔓延开来，人们的自我意识有了极大的强化，隐性或显性的自恋心理逐步形成或

强化，有关自恋的研究势在必行［２］。

对于正值婚恋期的高学历女性来说，其自恋的人格特征及其恋爱关系问题已成为这个群体不可忽

视的问题。目前已有的高学历女性的婚恋问题研究，一般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探讨，较少有关高学历女性

婚恋的心理学论文。本研究试图以隐性自恋为切入点，从女性的角度，依托择偶理论来分析隐性自恋的

形成与原因。

１　隐性自恋与高学历女性婚恋观
有关隐性自恋的概念最早由Ｗｉｎｋ提出，他认为自恋包括隐性自恋和显性自恋两种类型，其中显性

自恋者会直接表现出明显的表现欲、自我膨胀，并热衷于获得别人的羡慕，直接表现出夸大感。而隐性

自恋者有可能在体验夸大感的同时体验自卑感，他的夸大感更多体现在潜意识上，外在的表现则是抑

郁、过分敏感和焦虑，并表现出低自尊，也没有显性自恋者的权欲和夸大性的幻想［３］。高学历女性本是

目前中国社会分层中的知识精英层，但由于受中国传统观念的影响，高学历女性一般承受着来自社会和

自身对自己的矛盾看法，一方面，高学历女性有着良好的经济收入、受教育水平高等优势，但另一方面，

社会对其婚恋方面的否定程度较高，因而呈现出一种既自我欣赏，但又过分敏感与焦虑的隐性自恋的特

点。具体说来，导致高学历女性的这种矛盾特征的原因有５个方面。
１．１　在传统婚恋观挤压下，高学历女性处于自卑与自信的矛盾之中

高学历女性是当代社会各行各业的精英，她们有着比其他女性更加丰厚的薪金、更高的生活质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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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理想化的生活追求，不难理解，一直处于优秀之中的女性的自我欣赏甚至自我迷恋。但是受中国传

统观念的影响，中国男性甚至知识青年在择偶上不愿选择比自己强的女性做伴侣。一方面，在他们看

来，这样的女性一般会事业优先，从而照顾不到家庭。另一方面，一直处于“男尊女卑”为思想主流社会

的男性，一旦面对比自己学历高的女友时，难免会滋生自卑的情绪，从而压力重重阻碍感情的发展。就

算自己不介意比女友的学历低，旁人眼光也会让原本就不够自信的男生望而却步。华东师范大学研究

所对上海几所高校的６６２名在校女研究生进行了有关女研究生情感问题的随机调查，研究结果表明，
２９％的人认为女研究生难找对象的原因是男性不喜欢比自己强的女生。这样一来，高学历女性找不
到”如意郎君”，在幸福感与自信上便又大打折扣。

１．２　高学历女性因忙于学业而错过了最佳婚配年龄
高学历女性毕业年龄一般不低于２３岁，工作两年未婚就成为很多人眼中的剩斗士了，如果感情上

稍稍有些不顺心，便成为人们口中的“必剩客”，若失恋后疗伤一两年就被称为“斗战剩佛”了。再加上

媒体的烘染，用“白天愁论文，晚上愁嫁人”描述女研究生生活，用“大专生是赵敏，本科生是黄蓉，研究

生是李莫愁，博士生是灭绝师太”传达他们对于女性学历的看法。这些话虽然有所不妥，但也传达了社

会对于女性学历的一个看法。这样一来，高学历女性的压力和负担不断增加，自然也就对自己的学历问

题更加敏感。

１．３　高学历女性自身也倾向于找一个学历高于她们的人
从高学历女性自己的态度来说，她们也更加倾向于将自己定位于男性之下，她们更希望能够找一个

比自己学历高的人。调查表明，近一半的高学历女性认为最适合自己的文凭是本科学历，最适合男性的

学历是研究生学历，这充分反映了知识女性受自身也受传统观念的影响［４］。但是，对于学历已然很高

的女性，找一个比自己学历更高的男性，其难度可想而知。国外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美国

１９９２年的调查资料显示：“受过研究生教育的女性中，有７１％选择了大学或研究生教育的男性为性伴
侣。她们中没有一个人与受过高中以下教育的男性结为伴侣。”［５］

１．４　高学历的女性较少关注外貌，因而获得男性的关注也较少，导致其自卑心理
男女性在择偶上观念上存在差异，男性的择偶标准更多体现在对女性外貌和家务能力的关注度上，

这与他们“男主内，女主外”的家庭分工的概念相关联，也完全符合社会交换理论。他们期望自己能够

在收入上高于女性，给予女性有保障有品质的生活，并能充当婚姻中的主导，同时他们也认为这是婚姻

关系的理想状态，不然就会导致矛盾的产生。美国社会学家 Ｗｉｎｃｈ认为，择偶时考虑各种需求是相辅
相成的。但是高学历女性并未将外貌等因素放入择偶标准里面，虽然很多女性会笑谈这是一个“看脸”

的世界，但是在择偶时，并不会太过关注外貌。甚至如果对方是个帅哥，会降低安全感，并担心其婚后有

出轨的可能性。由于自己对于外貌的不重视甚至不考虑，对于那些关注外貌的男性，高学历女性可能会

表现出反感，并认为那是对方不成熟的表现。另一方面，这一心理导致很多高学历的女性因为对于外貌

的关注度较少，很多时候穿着打扮上并不注意，因而获得男性的关注较少，导致了其自卑心理。

１．５　多元社会身份给予高学历女性更多的自信与独立
在我们身边不难看到这样一个群体，她们不再单纯生儿育女相夫教子，她们还得以一种雌雄同体的

姿态奋斗在岗位上。清早起床便要履行一个妻子一个妈妈的责任，准备好一家大小的早餐，然后像个男

人一样奋斗在自己的岗位上，挣钱养家、缓解家庭压力，晚上回来还得履行一个妻子的责任，洗衣做饭打

扫卫生。比起现代女性，男性的任务就只需要赚一半养家糊口的钱就可以了。当女性的收入能基本满

足自己的需要，在看穿用爱情包装的婚姻的真相后，她可能就会质疑自己是否要为了婚姻放弃已经拥有

的一切。当今社会，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我现在挣的钱完全能够满足我的生活所需，偶尔有了

余钱还能出去玩一两次，开心自在也很轻松，为什么我要弄一个人来搞乱我已有的美好生活？”现代社

会教育普及、工作机会多元让女性获得了教师、医生、工程师、商人等身份，而这些社会身份给予女性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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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自信与独立。

２　建议
本研究从高学历女性自身因素出发，对其择偶观念进行了深入探讨，高学历女性有关婚恋问题的隐

性自恋同时受到传统婚配观与现代社会形势的共同作用。根据研究分析结果，提出以下建议：

２．１　不断提高自主意识，摒弃传统的婚恋价值观
现阶段女性的这种独立是相对的，尤其在择偶和婚恋问题上，这种相对性显得尤为突出，“男下娶，

女上嫁”依旧是很多女性心中的观念。从这个观念背后，我们看到，女性对于男性人身依附的性格惯性

在根本上并没有改变。这就要求女性必须逐渐摒弃传统的婚恋价值观，不断提高自主意识，提高自己的

素质，从根本上改变这种观念，一定可以获得跟男性同等的地位与发展的机会。

２．２　注重内在修养，提高自信心
部分女性不重视自己的穿着打扮，所以愁嫁。其实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爱美是天性，男生喜欢美女

这一点本就无可厚非。如果你想获得爱情获得异性的注意，那么就要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一方面注

重内在修养，另一方面让自己更加自信。

２．３　培养自己爱与被爱的勇气和能力
调整择偶心态，身边很多女性在受过一次感情的伤害后便高高筑起心墙，不再与异性交流，或者等

到了一定年纪而草率结婚。这就要求我们调试心态，正视爱的挫折，学会处理恋爱中可能会出现的矛盾

与分歧，失败以后积极寻找恰当的解决办法，爱与被爱都是一种能力，需要培养与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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