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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空虚感是一种内在主观体验，这种主观体验主要为一种内在缺损或空荡的感受，并伴随

无力感和无助感，它通常会导致人的负面行为，如回避、成瘾，甚至自残、自杀等。现对空虚感对精神疾

病的预测性价值进行综述，重点对 3 种精神疾病：强迫性购买、边缘型人格障碍及自杀行为中空虚感所

起的预测性作用进行了讨论。未来的研究中应进一步澄清空虚感的内涵和外延，厘清空虚感对精神疾

病的预测性价值的高低，拓展空虚感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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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mptiness is an inner-subjective experience. It is primarily an internal defect or an 
empty feeling， associated with weakness and helplessness， which may usually leads to negative behavior like 
avoidance， addiction and even self-mutilation and suicide. The study reviews the predictive value of emptiness 
for mental diseases， focusing on the predictive function of emptiness on three categories of mental diseases： 
compulsive buying， 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 and the emptiness of suicide. Future research should 
further clarify the connotation and denotation of emptiness， clarifying the predictive value of emptiness for 
mental illness， and expanding the depth and breadth of emptiness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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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空虚感（emptiness）在心理学领域受到

了广泛关注。现实生活中与空虚感相关的现象很多，

比如抑郁［1］、社交问题［2］、创伤体验［2］和自杀行为［3］

等。佛教心理学的研究发现空虚感对心理学有重大

启示——心理适应功能不良与心理疾病并不是独立

存在的，心理空虚对精神疾病具有预测性［4］。

一、空虚感的概念

当前的研究中对于空虚感的概念表述不清，很

多学者将空虚感与其他概念混淆。我国有学者把空

虚感用“空心病”形容，认为学生的空虚感是在物

质条件极为丰富，社会支持系统如校园安全保障、

心理咨询机构相对完善的状况下，学生普遍缺少追

求，缺少和谐的亲密关系，成就动机受挫摇摆，最终

导致内心资源耗尽，学业和生活不佳的状态［5］。也

有研究者认为空虚感即无聊感，并编制了无聊感的

测量工具［6］。认知神经学方面的研究发现人们感到

空虚的时候，大脑就如停止信息加工一样。此时大

脑与人睡眠状态时一样，人的脑电生理指标显著降

低［7］，这种观点将空虚感和睡眠状态等同。此外，

也有研究从意义建构的角度来说明，认为我们必须

把空虚感和虚无感区分开，有时候空虚感更像是放

空自己，可以起到催化的作用，加快工作效率；更多

的时候空虚感会变成虚无感，阻碍工作进展。这也

从空虚感的角度解释了工作倦怠［8］。从侧重点来看，

无聊感偏重于表现出人的负性情绪［9］，“空心病”更

侧重于人的焦虑与迷茫［10］。而空虚感，则更像是一

种内在主观体验，这种主观体验主要为一种内在缺

损或空荡的感受，并伴随无力感和无助感，它可能

会导致人的负面行为，如回避、成瘾，甚至自残自杀

等。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此类状态绝大多数情况下

都是负面的，会阻碍人的正常生活，因此必须引起

重视。

二、空虚感的研究方式

空虚感的研究目前主要有量化和质性两种类

型。量化研究数量较少，主要集中在国内，通常为

在自编量表的基础上进行研究。梁丰［11］以大学生

作为被试，重点关注在校学生的适应关系和应对方

式，编制了评估空虚感的量表。研究认为学生空虚

感可划分为价值感、意志自由、消极情绪、消极行

为 4 个维度，经检查内部一致性系数达到 0.919，分

半信度达到 0.885，内容效度、结构效度以及效标关

联效度的结果也证明了此空虚感量表效度良好，是

符合统计学标准的测量工具。在研究中，空虚感常

与孤独感相联，李晓巍等［12］以中学生为被试，在修

订 Asher 等人的儿童孤独感量表的基础上编制了中

学生孤单感量表。他将孤单感分为纯孤独感、社交能

力知觉、同伴地位评价以及社交需要为满足感等4 个

维度。经检验，各项信度系数均在 0.7 以上，效度系

数较为良好。此外，与空虚感相近的主观体验有很

多，如杨慧等［6］编制的大学生社会性无聊感的量

表。他们的研究将社会性无聊感分为 6 个维度：追

求目标、良好人际关系、自我效能感、消极情绪、使

命感和世俗性。经检验，除了世俗性信度系数为0.53

之外，其他的各项系数均在 0.6 以上，总重测信度为

0.67，且结构效度以及效标关联效度也被证明良好。

因此，可以从此类研究中发现对于空虚感或近似体

验的研究量表信效度较为良好，只是需要进一步结

合空虚感的特点进行修订。　　

国外对空虚感的研究多采用质性研究中的访谈

法，研究内容集中于各类精神疾病中的空虚感。如

Zanarini［13］运用访谈法对英美两国的边缘型人格障

碍（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BPD）进行了访谈

研究，包括空虚感的访谈研究，研究发现空虚感性

别差异并不明显。Giuglinano［14］运用动力心理学治

疗法对个案进行研究，对被试BPD进行了深入研究，

对空虚感、情绪不稳定性、社交功能障碍进行了解

读分析并提出了今后动力学干预的方法。

国内外对空虚感的研究方式不同。国内对研究

主题的量化研究十分普遍，但多数研究只能侧重某

一些方面，在全面性上有所欠缺。而国外的质性研

究方式对研究主题能得到更为全面透彻的第一手资

料，但缺点在于生态效度问题很难明确。

三、空虚感与精神疾病

有学者运用半结构化访谈的方法对精神病门诊

患者进行访谈，对各类精神疾病进行研究，结果发

现有且仅有空虚感在精神病态各项指标中的损伤作

用明显［15］，这说明空虚感对精神疾病具有一定的预

测作用。综合前人研究，空虚感对精神疾病的预测

性在 3 种精神疾病中表现最为明显，分别是强迫性

购买、BPD 及自杀行为。

1. 空虚感与强迫性购买：强迫性购买是指专注

于购买行为本身并且不能控制自己购物冲动甚至不

计可能带来的不良后果。曾经有专门编制的量表用

来筛查强迫性购买行为障碍［16］，量表的信效度均较

高。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研究的推进，人们逐渐发

现量表的测量只注重外显的行为而忽视了内在心理

发展机制。因此，这类研究需要结合人的消费行为

和理念进行改进。近年来，关于强迫性购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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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得到精神病学研究和心理健康专家的关注。

美国心理学家在大五人格基础上编制了大五人格量

表（NEO），量表将人格分为外倾性、神经质、开放性、

宜人性、尽责性 5 个维度［17］。后人运用“大五”人

格心理学的相关研究［18］与其他研究均证明强迫性

购买与抑郁、焦虑、高压力、主观幸福感、安全感高

度相关［19］。也有研究认为强迫性购买与缺乏有效

的自我管控呈正相关［20］。自我管控不良是一种意

志上的失控，它往往导致行为的不确定性和不计后

果，容易使人陷入社会与经济上的双重危机。

有研究者提出强迫性购买是一种成瘾的行为［21］。

被试明知道这样的行为不可取却无法停下来，购买

过程中极其容易做出轻率的购买行为，并且往往忽

视了过度消费而花光了所有的钱。这种无遏制的购

买行为逐渐消耗心理能量，直至耗尽，可知这类人

可以用购买（哪怕是不需要）的东西的方式去满足他

们内心的空虚感。有学者认为强迫性购买中的空虚

感是因为相对剥夺感［22］，由于错误的思维方式导致

了他们更深层次的内在空虚感，使他们更加沉迷于

不理智的购买行为中。这一观点得到了后继研究［23］

的支持，该研究认为空虚感在病理性自恋易感性和

强迫性购买行为中起到了中介作用，即前者通过空

虚感对后者起作用。也就是说引起强迫性购买的原

因并不是直接的外在因素引起的，而是源于人的内

在因素，即内心空虚感。

综上所述，强迫性购买障碍会给人造成不良后

果，强迫性购买障碍更多地源自于内在空虚感，而

非外部因素，空虚感对于强迫性购买障碍具有部分

预测作用。

2. 空虚感与 BPD：变态心理学将 BPD 概括为［24］

难以建立稳固自我同一性，难以信任他人，具有冲

动性或毁灭性以及难以控制愤怒情绪和其他情绪的

一类人格障碍。有研究者编制了自己国家版本的

BPD 以及长时程 BPD 严重程度量表［25-26］，发现两个

量表的信效度都很高，其中空虚感作为 BPD 的核心

指标，表现显著。

研究者运用项目反应理论观察到，情感不稳定

和长期感到空虚感在严重程度上的性别差异并不明

显［27］。有一项针对老年人的研究表明，BPD 对于生

活压力事件有一定预测作用。老年人的生活越来越

简单，社交范围缩小，活动范围变小，长期以来社会

联系十分消极，情绪上的抑郁和烦躁不安。因此，

空虚感与低积极情感和社会孤立相关反而使他们对

人际关系的压力减小［28］。同时在 BPD 中的冲动性

行为最终也会引起他们内心的低情绪状态，这种低

情绪状态也会引起内心的空虚感［29］。Morgan 等［30］

的研究证实了这一观点，他们得出年龄越大的成年

人相比青年人越容易长时间感到空虚，更容易因为

心理原因生病住院并常伴有高度社交障碍。此外，

根据《DSM- Ⅳ -TR》中对边缘性人格障碍患者的描

述，他们长期处于空虚当中，最终成为成瘾患者。

有研究证明，异常人格甚至比毒品本身对于成瘾行

为的影响更大［31］，其中吸毒人员的 BPD 显著高于普

通人群［32］。吸毒人员的 BPD 典型的表现除冲动性

之外还表现在处于无尽的空虚中，进而导致了他们

反复戒毒和吸毒的行为。

综上所述，目前研究对于 BPD 中的空虚感仅停

留在描述性的阶段。通常是将空虚感和其他典型的

精神病态状态词，比如抑郁、情绪不稳定、社交障碍

联系在一起描述，没有一个确定或者相对成熟的测

量工具来评估当前有无空虚感以及空虚感程度大

小。但这仍然不能否定空虚感作为BPD的症状之一，

对于 BPD，尤其是 BPD 中的成瘾者具有较高的预测

性价值。

3. 空虚感与自杀：自杀是很多国家非正常死亡

的主要因素，因此对自杀的预防是各国卫生组织的

目标之一［33］。影响个体自杀的因素很多，包括心

理、社会、生物、文化、环境等方面，但每一个自杀

的个体都有着不同的情况。有学者着眼于个体的生

活事件和人格特点设计量表来研究企图自杀人的特

点［34］，证实内心感到空虚和成年后有自残行为的人

更容易自杀，内心的空虚感比冲动性行为对自杀甚

至是反复自杀有更好的预测作用。Liu 等［35］的研究

证明了这一观点，研究选取了 3 000 多名有酒精依

赖的患者，对他们自杀和企图自杀的经历进行研究，

发现他们的自杀以及反复自杀的意念正是由于内心

的空虚感造成的。一项利用互联网大数据样本调查

自杀行为研究显示，自杀行为的次数与真正死亡的

数量成正比，虽然说真正想自杀死亡的人与不是真

的想死的人在自杀的方式上没有显著区别，但那些

真正想死的人更多地报告了自己内心的空虚感、分

离感以及对生活的失望［36］。事实上，自杀死亡的人

比自杀未遂的人要少，而那些反复自杀甚至自杀成

瘾的人往往都是由于内心中的空虚感引起的，这种

病态的空虚感对自杀行为具有一定预测作用。

以往的研究中，对杀害自己孩子的母亲往往的

描述是单身、不成熟、不善于表达、缺少交际及自我

效能感低等。有研究［37］驳斥了这一观点：这些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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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并没有任何特殊的社会人口学变量或者精神病理

学上的表现，更没有创伤性体验，而导致她们行为

的重要原因是孤独感和空虚感，这种感觉让她们觉

得自己变得渺小而无助。有自杀和自残行为的人通

常会感到精神痛苦和空虚［38］。他们感受不到自己

存在的价值，找不到未来的目标，这种痛苦和空虚

无法忍受才导致了他们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此外，

有自杀经历的人与抑郁、焦虑、精神空虚以及物质

成瘾也是密切相关的［39］。

由此可知，空虚感对自杀和其他伤害或者成瘾

行为有很强的预测作用，许多自杀或者自残的行为

都源于病理性的空虚感，并且相关的研究比较多。

但目前存在的问题在于空虚感在自杀行为中的预测

作用是怎么样实现的，并没有数据方面的支持。

四、研究展望

首先，未来的研究应进一步澄清空虚感的内涵

和外延。目前的诊断标准无法区分人格障碍中的病

理性的空虚感和部分学生的那种无所事事的状态，

界定非常模糊，容易误诊。虽有研究者开始编制关

于空虚感的量表［11］，但是研究需要进一步澄清空虚

感的内涵与外延，并与可能出现的问题，如各类行

为障碍、自杀等结合起来进行量表编制，进一步量

化空虚感的预测价值。

其次，厘清空虚感对精神疾病的预测性价值的

高低。自杀人群所报告的空虚感对自杀行为以及反

复自杀有很明显的预测作用，但是空虚感不一定导

致自杀，所以未来研究中应重点关注空虚感对自杀

行为的预测性大小，即能在多大程度上预测自杀行

为，与哪些因素可以共同导致自杀行为等。对于强

迫性购买行为的很多相关研究结论是不尽相同甚至

是有争议的，无论量化研究还是质性研究都没有深

入研究强迫性购买行为的内在机制。目前关于其他

疾病或者成瘾行为与空虚感的关系研究尚且不足，

多半是从临床经验所得，没有进行量化的研究，在数

据方面缺乏一定支持。未来可针对此进行深入探讨。

最后，空虚感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需要拓展。有

研究显示，空虚感在创伤后应激障碍中的体现［40］

可以为其研究提供应对和治疗的新思路。而除了

BPD，精神疾病尤其是人格障碍的研究都会体现出

空虚感的影响，这些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需要继续

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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