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７卷 第１２期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７Ｎｏ．１２
Ｄｅｃ．２０１５

ｄｏｉ：１０．１３５８２／ｊ．ｃｎｋｉ．１６７４－５８８４．２０１５．１２．０４９

怀旧心理探微 ①

吴梦蠧１，吴捷２

（１．南开大学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天津３０００７１；２．天津师范大学 心理与行为研究院，天津 ３０００７４）

摘　要：怀旧（Ｎｏｓｔａｌｇｉａ）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情绪，与其他情绪相比具有特殊性。先前的研究多证明怀旧是一种喜忧
参半的复杂情绪，而近来的一些研究更倾向于怀旧触发幸福感和健康的广泛积极作用。对于怀旧与其他相似情绪的区

分依然不够明确。本文立足于最新的研究进展，简述怀旧的性质、种类、作用、特征和应用。结合中国的独特性，在中国

发展怀旧的系统研究很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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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旧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情感［１］。这种普遍的情感在东西方都可以找到相应的文学作品，《鲁滨逊

漂流记》中的主人公采用这种怀旧情感来应对船难之后独自一人在荒岛上的艰苦生活，在影视中怀旧

也是一个重要的表现主题，如《阿甘正传》［１］等。在中国同样存在这种感怀的情感，文学上的“怀旧系列

丛书”、建筑“老房子”、电影“流金岁月”都代表着中国人也很在意怀旧［２］。国外的学者在怀旧的性质、

功能、触发条件以及应用方面已有了一些探索。

１　怀旧的定义
怀旧，英文写作Ｎｏｓｔａｌｇｉａ，源自古希腊语 Ｎｏｓｔｏｓ（返回家乡）和 Ａｌｇｏｓ（痛苦）的组合［２－３］。新牛津英

语词典将Ｎｏｓｔａｌｇｉａ解释为“对于过去事件的饱含感情的向往或喜爱之情”［４］。
怀旧情绪的科学研究始于瑞士内科医生ＪｏｈａｎｎｅｓＨｏｆｅｒ的一篇医学论文，其中怀旧是一种能够使士

兵的心理状况濒临崩溃的强烈思乡情绪。之后对于怀旧的研究是将其作为在精神病学上独立出来的一

门学科来对待［１］。

现代，怀旧的定义有了本质性的转变［１］。在线词源学词典将“怀旧情绪”定义为“对先前地点或时

间里幸福快乐的包含感情的向往”［１］。近来的量化研究将其确认为一种积极而非病态的体验。对于记

叙文字的系统分析表明，其中的大多数怀旧情绪是积极的［５－６］，并且往往伴随负面的体验最终被积极情

感补偿的过程［６］。值得一提的是，怀旧是一种喜忧参半的复杂情绪，有着相当多的积极情感而绝非单

纯的享乐体验［６］。

在和其他主观情绪的比较方面，Ｊｏｈｎｓｏｎ－Ｌａｉｒｄ和Ｏａｔｌｅｙ（１９８９）将怀旧划归为复杂情绪。不同于基
本情绪，复杂情绪从更高层次的认知加工产生，并且具有命题内容［６］。相似的其他情绪体验有“回忆、

回顾（往事）”（ｒｅｍｉｎｉｓｃｅｎｃｅ）等也包含重建过去的认知加工。“回忆”强调具体事件以及前因后果，而怀
旧是对过去的重新解读，是围绕着个人体验的充满情感的回忆［７］。

一些新的研究着眼于全球视野。Ｈｅｐｐｅｒ等人的研究强调怀旧是一种广泛存在的情绪体验，并且表
明怀旧情绪是一种泛文化的情绪［８］。在１８个国家开展的调查表明，怀旧的一些概念能在跨文化背景下
达成一致。因此怀旧是一种人类普遍存在的体验［６］。

综上所述，怀旧，曾一度被认为是一种心理疾病，现在更多被看作是一种有积极作用而普遍存在的

①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０７０６
基金项目：教育部新世纪人才基金；国家社科基金项目（１１ＢＳＨ０４５）
作者简介：吴梦蠧（１９９３－），女，浙江宁波人，本科生，主要从事应用心理学研究。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２０１５年第７卷

复杂情绪，是对过去事件饱含向往和喜爱。

２　怀旧的种类：特质怀旧与状态怀旧
怀旧可分为特质怀旧（ＴｒａｉｔＮｏｓｔａｌｇｉａ）和状态怀旧（ＳｔａｔｅＮｏｓｔａｌｇｉａ）［９］。前者是个人的一种怀旧倾

向，而后者更多是由实验中的刺激引发。鉴于这种分类更加便于操作和研究，因此基于这一假设的实验

研究较多［６，１０－１１］。

触发怀旧体验的因素包括个人层次和环境层次［１０］。个人层次中包括人格特质、怀旧倾向以及情绪

状态，环境层次包括情感与记忆体验和怀旧体验［１０］。我们认为，此处的个人层次更多的指向特质怀旧，

而环境层次指向状态怀旧。

２．１　特质怀旧（ＴｒａｉｔＮｏｓｔａｌｇｉａ）
Ｈｏｌｂｒｏｏｋ（１９９３）提及了怀旧倾向。通过对消费者进行研究发现，即便是年龄相同的情况下，不同的

消费者也会感受到不同程度的怀旧，一些个体可能会比其他个体表现出更高的怀旧倾向［１２］。然而他并

未提出特质怀旧一词。Ｓｅｅｈｕｓｅｎ等人将特质怀旧等同于怀旧倾向，同时指出这种怀旧也是有触发条件
的，怀旧是作为归属需要缺失的补偿而存在的，归属需要表现不同的个体会表现出不同程度的特质

怀旧［１２］。

２．２　状态怀旧（ＳｔａｔｅＮｏｓｔａｌｇｉａ）
状态怀旧主要是较特质怀旧更为短暂的怀旧情绪［１２］。通过实证研究发现，触发（状态）怀旧最重

要的三个因素是消极情绪、社会互动以及感觉输入［６］。

消极体验。对生活具有破坏性的事件，比如离婚、身体健康问题，还有居住环境的改变都与怀旧感

有正相关［１３］；不安全感也被认为可以激发高水平的怀旧情绪［１］；负面影响尤其是孤独感，是人们旧情绪

开始的主要原因［１，６］。一系列实验证明，怀旧情绪是由个人消极体验引发的。处于负面情绪中的被试

倾向于报告更高水平的怀旧情绪［６］。触发怀旧的情绪还包括孤独感［１］、价值和目标受到的威胁［１，１４］、

对自身终有一死的意识［１，１５］以及厌倦［１，１６］。

社会互动（Ｓｏ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怀旧通常可以由“曾经见过的人、一起讨论的事、一起共情的经历”
引发［６］。分享怀旧情景也许可以帮助人们增加亲近性。

感觉输入（ＳｅｎｓｏｒｙＩｎｐｕｔ）。包括音乐、气味以及其他的环境因素（如温度）。当一段歌曲具备较明
显的自传性质，有唤醒性的、较为熟悉的、能够引发忧乐兼备复杂交错的情感时，被试会感受到较强的怀

旧情绪［１０］；特定的气味可以唤起被试个人童年的记忆以及青年时期的幸福情景。气味导致或正面或负

面的效果，导致人们对不同商品的选择产生差异［１７］；在较为寒冷的天气和温度低的房间中，怀旧情绪会

表现得更为强烈［１８］。

３　怀旧的特征
３．１　文化原型分析

原型分析表明，怀旧的第一特征包括：美好回忆，个人意义，社会关系，有纪念价值的纪念品，幸福感

以及童年。第二特征包括：安慰性与安全感，渴望，梦想和目标［７］。

在跨文化研究的基础上，对每个国家怀旧原型的等级进行排列，怀旧的３５原型因素进一步可分为
两个核心因素和两个边缘因素［７］。核心因素１包括：记忆、过往、美好回忆、怀念、回顾、情绪、个人意义、
向往、社会关系。核心因素２包括：有纪念价值的纪念品、乐观的回忆、幸福、童年或青年时代、感官触
发、思考、再体验、失落、想要回到过去［７］。边缘因素１包括：安慰感或温暖、渴望、梦想或白日梦、混合情
感、变故、感到放松、遗憾、思乡、功成名就。边缘因素２包括：老年人、孤独感、悲伤、负面的过去、幻想扭
曲或虚幻、与世隔绝、痛苦或焦虑、无精打采等［７］。

３．２　生理学依据
怀旧可以由一系列与退缩相关动机的情绪引发（如悲伤、孤独感和无意义感），已有证据显示高水

平的右额叶不对称可能是退缩动机的生理基础，则假设倾向于感受到退缩相关动机的个体更加容易怀

旧［１９］。Ｔｕｌｌｅｔｔ等人使用了脑电图描记器（ＥＥＧ）研究了怀旧倾向，结果表明，高于基准水平的右额叶不
对称（ｒｉｇｈｔ－ｆｒｏｎｔａｌ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ｙ）被试在增加怀旧情绪上表现显著［１９］。实验结果证明了假设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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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怀旧的作用
４．１　作为威胁的缓冲

怀旧可以作为潜在的威胁缓冲，表现在其提升社会支持和社会联结缓解孤独感［１］以及保护个体免

受社会排斥的负面影响［１］的作用上。怀旧情绪还可以保护人们的自尊，缓解对人生意义的威胁。比那

些没回忆的被试，回忆怀旧情绪的被试负面表现反馈被缓解，并出现补偿性自我提升［１］。在提及人终

有一死的观念时，倾向体验到高水平的怀旧情绪的个体更少表现出与死亡相关的想法［１，１３］。由实验引

发出怀旧情感回忆的读者在阅读批判人生意义重要性的文章时，更少批判作者的观点，并且在观看荒谬

的、能干扰人们对视觉世界的期待的艺术作品之后，仍然存有意义感［１］。另一个对意义感的威胁来自

于厌倦。厌倦指的是由无目标感引发的负面情绪状态，通常表现为有意义活动参与的缺失［１６］。

４．２　促进社会交往
鉴于已有证据表明怀旧是个人的一种积极体验，研究者研究了怀旧在特定心理资源上的作用。研

究表明，怀旧可以促进社会交往。被启动怀旧回忆的个体感到更多被爱和保护的体验，表现出更多的安

全模式，并且认为自己有更高的人际交往能力［６］。

４．３　维持自我概念
一些研究者发现，怀旧可以增进自我报告的自尊［１］。怀旧促进了内隐自尊，被试在自我关联的单

词和正性关联词汇中反应更快［１］。引发怀旧情绪同时会使个体对人生意义有更多体会，并且认为活着

更有价值［１］。怀旧可以反映出个体的内在自我，应对低自我表达水平，提升内在自我表达以及幸福感，

可以增进对内在自我概念的理解，但并不影响日常的自我概念［１］。

４．４　提升创造力
Ｙｅ等人发现状态怀旧而非特质怀旧可以提升创造力。研究者让两组被试进行引起怀旧经历或是

日常生活的书写任务，并填写人格问卷、怀旧倾向问卷以及创造力问卷，结果显示，被启动怀旧情绪的实

验组被试比控制组被试更具有创造力［１１］。

５　怀旧的应用
５．１　市场营销

怀旧在很多领域都有广泛的应用，尤其是在销售领域。比较常见的有广告中的怀旧、包装中的怀旧

等。这些领域往往和怀旧的触发相关，如通过音乐或者气味进行怀旧情绪的引发从而促进产品的销售；

也有使用怀旧概念作为主题进行营销，如“８０怀旧食品包”等［２０］。怀旧广告对不同的消费者效果是不

同的［２１］。因此在对怀旧的应用上应当避免使用单纯怀旧的做法，避免怀旧营销的负面影响［２０］。

５．２　印象调节
怀旧可以促进社会联结，应用于改善对某一群体的刻板印象［９］。怀旧可以帮助减轻对过度肥胖者

的歧视和消极印象。比起平常互动，通过采用怀旧互动让被试回忆与过度肥胖者的相遇，可以改善对该

群体的消极态度［２２］。同样，通过使用材料启动被试的怀旧情绪假想与精神病人进行互动，也可以减少

对精神病人的偏见［９］。

５．３　心理治疗
怀旧在心理治疗方面的应用也有所进展。怀旧疗法（Ｒｅｍｉｎｉｓｃｅｔｈｅｒａｐｙ）在老年护理中得到广泛应

用。该疗法通过引发患者过去生活中的愉快经历来进行治疗。怀旧疗法对老年抑郁症的干预效果已得

到证实［２］。实证研究表明，怀旧疗法还可以显著提高阿尔茨海默病患者认知和自尊水平［２３］。

６　展望与未来
怀旧是一种个人珍重的情绪体验，可以增进一系列的心理资源，并且由负面悲伤的体验触发，对于

负面体验有缓和作用，与其他情绪相比具有特殊性。先前的研究更多侧重于证明它是一种喜忧参半的

复杂情绪，而当下的研究更倾向于怀旧触发幸福感和健康的广泛积极作用。当人们体验悲痛的经历时，

怀旧可以起到缓解作用。

怀旧在我国的研究刚刚起步。作为一个全新的领域，我们认为研究的下一步应是建立起对怀旧情

绪的系统的理论解释，有关怀旧与其他相似情绪的区别仍然有待发掘。如果可以结合中国社会历史的

独特性，建立起适合中国人的怀旧系统研究，怀旧也许可以作为维持社会稳定和构建社会和谐的重要促

９４１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２０１５年第７卷

成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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