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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疫情带来的存在性危机，存在主义心理学家重提自我超越的重要性。中国哲学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

不同于西方的自我超越思想，可以为个体重塑生命意义提供思路。本研究的目的在于探究象征性不朽在

自我超越与生命意义关系中的中介作用，采用横断研究与日记研究的方法，无论是在个体内还是个体间，

象征性不朽的中介作用都成立。讨论部分探讨了自我超越概念内涵的文化差异以及未来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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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sponse to the pandemic’s existential crisis, existential psychologists are revisiting the impor-
tance of self-transcendence. Chinese philosophy contains rich ideas of self-transcendence, which 
are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the west and can provide ideas for individuals to reshape the meaning 
in life. This study aimed to explore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symbolic immortality on the relation-
ship between self-transcendence and meaning in life. Through cross-sectional study and diary 
stud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mediating effect of symbolic immortality is valid both within and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p
https://doi.org/10.12677/ap.2023.134175
https://doi.org/10.12677/ap.2023.134175
https://www.hanspub.org/


牛笑笛 
 

 

DOI: 10.12677/ap.2023.134175 1471 心理学进展 
 

between individuals. The discussion section explored the cultural differences and prospects of the 
concept of self-transcen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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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生命意义与自我超越 

生命意义指的是个体可以理解生活，被有价值的目标激励与驱动，以及认为个人在世是重要的

(Martela & Steger, 2016)，包含目的，理解与重要性三个成分。 
以往大量研究探索了生命意义的影响因素，企图提供多样的获取意义的路径(King & Hicks, 2021)。

本研究也本着进一步探索影响生命意义关键路径的目的，探究自我超越对于生命意义的影响及机制。生

命意义来源众多，根据 Reker 和 Wong (1988)提出的意义层次模型，影响意义的来源可以分为四种不同的

层次；第一层是享乐主义，第二层是个人成长，第三层是自我超越，最高层是宇宙意义。其中第四层实

际上是自我超越的扩展(Cloninger et al., 1993)。目前已有研究更多聚焦于前两层，围绕自我中心的意义展

开(李虹，2006)，本研究针对高层次意义来源进行自我超越与生命意义之间的机制探究。 
Wong 等人(2021)提出自我超越的概念，是相对比较全面的。从弗兰克尔的理论出发，梳理整合其他

概念，形成四个自我超越特征与内涵：自我关注转向关注他人，指的是从自我中心的关注转化为对一些

更伟大的事情或者更有价值的人的关注，这是一种无私的感觉，与更宏伟的事物或者更重要的人联系起

来；外部动机转向内部动机；道德关注以及敬畏、无私等超越性情绪体验。疫情背景下存在主义心理学

家重提自我超越的重要性(Wong et al., 2021)，刷新自我超越概念，构建自我超越模型(Worth & Smith, 2021)，
指出自我超越是苦难中个体重塑幸福与意义感的重要机制(Wong et al., 2021)。本文在此背景下结合中国

本土哲学补充自我超越与生命意义机制探究。 

1.2. 象征性不朽与意义 

象征性不朽是一种个体拥有本能欲望去保存以及发展个人连续性与持续性的感觉(Lifton, 1973)，是对

于死亡焦虑的应对。象征性不朽的核心是价值感、意义感、安全感以及超越(Kesebir, 2014)。死亡恐惧理

论认为象征性不朽是文化价值观提供给个体的一种死亡超越(Greenberg et al., 1992)，对于死亡恐惧的防御

主要围绕文化价值观展开。文化价值观提供个体行为规范与标准，自尊源于个体对于文化价值观的遵循，

当个体依照文化价值观要求行事时，感受到自我的价值感(Pyszczynski et al., 2004)。这种价值附属于文化

实体之上，文化不会消亡，个人价值即不会消失，个人因此获得随文化一同不灭的永生感(Lifshin et al., 
2021)。 

意义维持模型从意义角度思考死亡焦虑和象征性不朽(Proulx & Heine, 2006)。认为必死性摧毁了个体

的意义，个体主要从四个领域获得流动性意义补偿，其一就是象征性不朽。当个体面对死亡焦虑，对于

生命本体必将消亡的意识，损害个体意义建构，进而产生寻找意义补偿的动机，将意义赋予到自身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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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体或者精神、灵魂领域，肉体消亡，精神永存，以此赋予个体象征性质上的不朽与永生，至此，意

义缺口得到补偿，意义之源继续充盈，危机度过(Van Tongeren & Green, 2010)。 
无论是恐惧管理理论还是意义维持模型，表达个体对于必死性的防御与应对核心都在于对个体价值

与意义的赋予。因此，象征性不朽提供给个体的意义感与价值感本身具有超越意味，即超越物质与肉体

我，追求精神我的表征。超越是应对死亡的核心，也是象征性不朽的内核。 

1.3. 象征性不朽的中介作用 

“人类所有高级的思想，正是起源于对死亡所做的沉思、冥索，每一种宗教、每一种哲学与每一种

科学，都是从此处出发的(冷成金，2012)。”中西方哲学中存在大量有关死亡超越的智慧。 
首先是儒家。《论语–先进篇》中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

子曰：“未知生，焉知死”(郑晓江，2008)。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关于死亡的问题看似是将死亡问题

悬置，存而不问，实际提供了大量的超越思想去面对死亡，以生观死(高建，2008)。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

首先死亡作为终点价值评判存在，死的意义是由生前所作所为决定的；同时强调生前的意义和价值在于

追求“仁”道，进而超越生死，其中“仁”即“爱人”“爱所有人”；《列子–天瑞》中，子贡倦于学

告仲尼愿有所息，仲尼曰：生无所息，子贡悟：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伏焉；仁者息焉，不仁者伏

焉。意思就是死亡对于君子意味着休息、安息，而对于小人、不仁之人就是灭亡(翟奎凤，2012)。儒家死

亡超越哲学在于用道德伦理，核心是“仁”的追求践行来赋予自身价值，达到不朽。肉体生命消失，而

精神生命、道德生命得到了保存。这种以道德精神超越死亡，是中国文化下的特色，首先对于死亡通透

的智慧态度处处可见：“人胥知生之乐，未知生之苦；知老之惫，未知老之佚；知死之恶，未知死之息

也。意思是人人都只看到活着的快乐，觉得年老是疲惫的，死亡是让人厌恶的，却悟不透生有生的苦，

老有老的好处，而死亡意味着可以安息了，以及“存顺殁宁”指的是平静面对死亡(翟奎凤，2012)。其次，

“仁义”等道德精神置于超越死亡的最高位置：《论语》中“朝闻道，夕可死矣”、“仁以为己任”、

“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生亦我所欲，义亦我所欲，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

者也”等等无一不表明对“仁”的道德追求超越死亡，在二者冲突的时候甚至可以舍生取义。儒家思想

中处处可见对于死亡的超越与对道德、精神的追求，从根本上降低肉体生命的重要性：肉体生命服从于

道德生命(朱承，2014)。道德生命至于最高层，而它是不朽的。事实上，儒家存在独特的象征性不朽，称

为“三不朽”(张英，2007)：立功、立德、立言：“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

此之谓不朽”。立德就是一生践行仁义道德，立功指的是为国家与社会事务做出突出贡献；立言就是个

人思想以及智慧的遗产，以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利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身殁

矣，此言利于后世，此之谓死而不朽”(张英，2007)，无不体现儒家哲学的智慧：以精神不朽超越肉体生

命必死的悲怆。 
然而儒家对于死亡的态度并不说明其对于生命的轻视。相反，儒家强调对于肉身的敬畏与珍惜：“身

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损伤”。尽管如此，当肉身与仁、义发生冲突时，有必要牺牲生命选择精神价

值，更凸显了儒家对于道德理想、精神境界的追求(朱承，2018)。 
总结来说儒家哲学关于死亡的智慧集中体现在以道德精神，特别是以“仁”为核心超越死亡，建立

不朽与意义，本质上赋予死亡以德性(颜青山，2006)，具有超越性追求。儒家一以贯之的追求“仁”，本

质上就是一种自我超越的实践，仁爱是自我超越的核心(Wong et al., 2021)。儒家哲学是自我超越提供象

征性不朽最好的证明。 
道家对于死亡的认识具有审美色彩(冷成金，2012)，且超越性体现在：打破自我界限，把自我融合于

宇宙层面，作为生灵、自然的一部分去理解。其自我超越涉及的是意义层次模型的最高层即宇宙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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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自我超越更深一步的境界，自我和宇宙万物的和谐与联结感。道家认为一切遵循道的法则，即万物阴

阳平衡，循环往复，生与死也不例外。即使肉体生命消亡，自我作为道与自然规律的一部分永存。个体

把生死都看作是自然的一种方式，万物方生方死，本质上将道视为象征性不朽的理论载体，具有超越意

味，进而给与个体意义与价值的延续感。 
佛家也毫不例外的关注死亡，认为生与死的意义重大，超越的核心在于“无我”(彭彦琴等，2011)。

“同体大悲”精确的说明了超越内涵：不分人与我以及慈悲(彭彦琴，沈建丹，2012)。这种无我脱离自我

中心，放下所有执念，包括摆脱死亡。“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就是一种死亡超越，为了给他人带去福

祉，甚至可以死亡。因此，在佛教看来，“无我”的个体可以通过给他人带去福报达到死亡超越。 
佛家的无我是高层次的自我超越。 
儒道佛三家对比之下，儒家是更为理性实用的，道家是自然超脱的(何丹，2018)，儒家治世，道家治

身，佛家治心(刘立夫，张玉姬，2010)，三家提供不同的自我超越以达象征性不朽的路径。 
海德格尔“向死存在”是著名的死亡哲学论断。死亡作为此在的终结是存在最本己的、无所关联的、

确知的、而作为其本身却是不确定的、不可逾越的可能性。海德格尔要求每一个个体都承担起来死之畏，

去常人化、面对个人生命存在的课题，从此在最本己的能在中筹划、操心，完成此在的澄明(甘祥满，2010)。
海德格尔的死亡哲学教人必须意识到个体对于死亡的承担，将死亡视为存在本体，提供理性、勇气超越

死亡焦虑，获得此在的意义。 
与海德格尔的“向死存在”相比，儒家死亡超越哲学极具理性与实用色彩，面对死亡的实在性，关

注现世的存在，鼓励个体积极地过有道德的自我超越的生活，获得精神生命之不朽，强调人的主体性、

自觉性(徐春林，2006)相比之下海德格尔的向死存在实践功效差，“良知”作为死亡本真性的呼唤是虚无

飘渺，难以把握的(冷成金，2012)。且儒家将死亡焦虑转向对于仁的追求，生与死都是求道工具(贾林祥，

2007)，而海德格尔彷佛企图让人们靠纯粹理性无时无刻地直面死亡焦虑，未提供超越性思路。而儒道佛

三家与之相比，整体都强调对于死亡的“顺”“乐”，不强调“畏”，并都具体提供了获得超越与不朽

的方式。 
其次从心理学的视角来看。自我既是朋友又是敌人(Leary, 2007)，它的“黑暗面”体现在自我保护

(Alicke & Sedikides, 2009)、自我服务偏差(Baumeister et al., 2003)等。个体对于自我小心翼翼地保护与个

体必死性之间产生巨大的冲突，因此产生死亡焦虑，自我有强烈的寻求防御机制的动机，主要是寻求意

义、价值、安全感以及超越。安静自我针对自我的局限性出现，是降低的自我关注和防御心态，被证明

可以缓解死亡焦虑，把自我和死亡渺小化。这种自我超越相对于自我增强或自我中心化对于死亡焦虑的

缓冲作用更有效(Burson et al., 2012; Tangney, 2000)，原因可能就在于自我超越可以提供象征性不朽

(Abdollahi et al., 2021)。 
综上所述，基于哲学以及心理学理论背景，假设如下：自我超越通过象征性不朽的中介作用正向预

测生命意义。 

2. 方法及结果 

2.1. 研究 1 

研究一采用横断研究，探究自我超越与生命意义之间的关系及机制。 

2.1.1. 研究对象 
采取问卷星线上收集数据，最终收集到 423 份样本。其中男性 103 名，女性 320 名，三名女性不愿

透漏年龄，平均年龄为 23.56，标准差为 2.886。高中及以下学历占 1.2%，专科及本科占 50.6%，硕士及

https://doi.org/10.12677/ap.2023.134175


牛笑笛 
 

 

DOI: 10.12677/ap.2023.134175 1474 心理学进展 
 

以上占 48.2%。职业分布中学生群体为 75.7%，工作者占 24.3%。 

2.1.2. 研究工具 
自我超越量表使用 Wong 等人(2021)编制的自我超越量表，共 10 道题目，条目如“我的生活是有意

义的，因为我为比自己更重要的事物而活”以及“我一生致力于追求真善美的理想”等，1~7 计分，从

“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总分越高，自我超越水平越高。研究中量表克隆巴赫系数为 0.86。 
象征性不朽量表使用以往研究中采用的两道题目测量(Horner et al., 2022)，研究中量表克隆巴赫系数

为 0.91。 
生命意义感量表使用生命意义感问卷(MLQ)的意义存现分量表，共 5 道题目，1~7 计分，总分越高，

生命意义感越强。研究中量表克隆巴赫系数为 0.87。 

2.1.3. 数据分析 
使用 SPSS 25.0 进行描述性统计、共同方法偏差检验，项目打包；Mplus 进行潜变量结构方程模型建

模检验中介效应。 

2.1.4.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 Harman 单因子检验法进行检验，结果显示，旋转后共提取 6 个公因子，第一个公因子的解释

率为 32.80%，低于临界值，因此本研究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 

2.1.5. 结果分析 
首先是描述统计与相关分析。如表 1 所示，自我超越与象征性不朽、生命意义感两两正相关，相关

系数在 0.386 到 0.458 之间，符合预期假设。 
 
Table 1. Correlation analysis 
表 1. 相关分析 

 M ± SD 1 3 4 5 6 7 

1) 自我超越 4.42 ± 0.03 1      

2) 生命意义感 4.74 ± 0.05 0.46** 1     

3) 象征性不朽 4.71 ± 1.76 0.35** 0.28** 1    

4) 性别 1.76 ± 0.02 −0.05 −0.009 −0.021 1   

5) 年龄 23.56 ± 0.14 −0.05 0.07 −0.013 −0.07 1  

6) 受教育程度 2.47 ± 0.52 0.16** 0.15** 0.121* −0.05 0.42** 1 

7) 职业 1.24 ± 0.43 −0.18 −0.07 −0.120* 0.03 0.36** −0.28** 

注：*p < 0.05，**p < 0.01。 

 
其次是中介检验。为了优化模型、减少误差，题目打包策略被采用，最终潜变量结构方程模型结果

显示：自我超越对生命意义感的中介模型拟合良好，χ2 = 491.794，df = 147，χ2/df = 3.35，CFI = 0.917，
TLI = 0.903，RMSEA = 0.074，SRMR = 0.060。 

具体结果如表 2 所示，自我超越经象征性不朽预测生命意义感，95%置信区间为[0.09, 0.25]，中介效

应显著。路径系数如图 1 所示。 

2.2. 日记研究 

研究二旨在探究每日自我超越与生命意义水平之间的关系以及每日象征性不朽在其中的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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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二聚焦于个体内和个体间的中介效应是否成立，再次验证研究一的结果。 
 

Table 2. Mediation result 
表 2. 中介结果 

路径 效应值 Boot SE p 效应量(%) 

ST-MIL 0.45 0.11 p < 0.001  

SYM-MIL 0.14 0.06 p = 0.029  

ST-SYM 0.38 0.05 p < 0.001  

间接效应 0.07 0.04 p < 0.001 13.46% 

总效应 0.52 0.07 p < 0.001  

 

 
注：ST：自我超越；SYM：象征性不朽；MIL：生

命意义。***p < 0.001。 

Figure 1. Mediation path 
图 1. 中介路径图 

2.2.1. 研究对象 
采用线上被试招募的方法，在收集横断研究数据时留下联系方式以便有意愿被试参与后续的日记研

究，最终有效参与共 50 名被试，其中男性 19 名，女性 31 名，平均年龄 23.55 岁，标准差 1.78。 

2.2.2. 研究程序 
初始被试 54 名收集完毕之后，给与每个人一个不同的编号，提示被试记住并每次填写同样的编号，

说明知情同意权以及研究注意事项和被试费用问题。在明确没有疑问之后，第二天开始发放特质前测问

卷，其中包含性别年龄等人口统计变量。前测后缺失一人因个人原因不再参与后续研究。剩余 53 人继续

参与一周后的日记研究，持续 7 天，每晚 7:30 左右发放日记链接，并于 10 点左右再次提醒被试于当晚

完成。经过数据整理，去除编号 44、54 的数据，原因是填写不认真，以及编号 53 的问卷存在缺失值。

实验结束后，根据数据质量给每位被试 7~10 元不等的费用，最终保留 50 名被试的 400 份数据。 

2.2.3. 研究工具 
自我超越的测量是使用 Wong 等人(2021)编制的自我超越量表，根据载荷共选取 4 道题目，并加上“今

天”做状态限定，具体条目如“今天我认为，个体应该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去造福社会”“我今天致力

于追求真善美的理想”采用七点计分，1 (非常不同意)到 7 (非常同意)，分数相加，总分越高自我超越水

平越高。采用 Mplus 构建无条件三水平模型，计算得到本次重复测量项目的信度为 0.97。 
生命意义的测量使用 Li 等人(2021)编制的四成分生命意义量表，各维度取一道题目，1~7 计分，总

分相加分数越高，生命意义感水平越高。方法同上，信度为 0.80。 
象征性不朽量表在研究一的基础上加上“今天我感觉”限定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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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研究结果 
首先，使用 SPSS 做相关、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如表 3 所示。 
 

Table 3. ICC and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表 3. ICC 和相关系数 

 ICC 1 2 3 

1) ST 0.696 1   

2) SYM 0.707 0.518** 1  

3) MIL 0.583 0.795** 0.606** 1 

4) SEM 0.489 0.651** 0.489** 0.802** 

注同上；SEM：自尊。**p < 0.01。 

 
其次，采用 Mplus 建立零模型检验内部相关性系数(ICC)以及建立多水平结构方程模型(MSEM, mul-

tilevel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进行嵌套数据的中介分析(方杰等，2014)，分别建立 1-1-1 以及 2-1-1
的中介模型。同时，采取贝叶斯中介估计方法进行中介效应显著性检验，文献表明贝叶斯估计更适合小

样本且分层数据的中介分析(Estreder et al., 2019)。中介检验结果如表 4 所示。 
 
Table 4. Mediation effect result 
表 4. 中介效应结果 

1-1-1 中介(预测变量是自我超越) 

 Estimate Posterior S. D. 95% MCCI  Estimate Posterior S.D. 95% MCCI 

个体间    个体内    

ST-MIL 0.60 0.107   0.35 0.051  

ST-SYMB 0.60 0.101   0.30 0.051  

SYMB-MIL 0.15 0.078   0.25 0.051  

SE-MIL 0.64 0.112   0.48 0.05  

间接效应 0.06 0.037 [0.003, 0.129]  0.08 0.024 [0.038, 0.131] 

residual variances        

SYMB 0.637 0.119   0.909 0.03  

MIL 0.076 0.042   0.519 0.038  

indirect effect/total effect effect size: 9.1%  22.86%  

注：ST 自我超越，MIL 生命意义，SYMB 象征性不朽，SE 自尊。 

3. 讨论 

本文采取 Wong 关于自我超越的定义与测量，在疫情背景下，基于中西方死亡哲学的异同进行自我

超越与生命意义之间关系以及机制探究，为自我超越的时代价值增加证据。疫情泛滥是一个机遇，凸显

自我超越的潜能：即提供象征性不朽，缓冲死亡焦虑，成就生命意义。 
首先本文为意义层次模型提供证据，自我超越正向预测生命意义，与以往理论以及实证研究一致。

其次，结果验证了中西方的死亡超越智慧，即自我超越提供象征性不朽，赋予个体生命意义。与以往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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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一致，自我超越可以缓冲死亡焦虑：个体将自我放在群体中存在，内群体认同感为死亡意识提供防御

(Sani et al., 2009)；精神超越减缓死亡焦虑(Piotrowski et al., 2020)、自我超越降低疾病患者的死亡焦虑与

知觉压力(Abdollahi et al., 2021)、自主或自由意志作为自我超越的特征之一，在控制自尊之后仍可以发挥

死亡焦虑缓冲作用(Horner et al., 2021)。对于以往研究的补充在于证明了自我超越对于死亡焦虑的缓冲是

通过象征性不朽。 
自我超越是西方心理学首先提出的概念。事实上中国哲学思想从开始就具有超越性意味，不是对于

“小我”“自我中心”的研究，而是“大我”“无我”的追求。个体小我的欲望不被提及甚至被消除，

自我从开始就存在于与他人的关系之中。同时中国哲学强调情感与道德，“仁”是贯穿一生的追求，为

个体提供巨大的意义，包括死亡超越与不朽。中国文化中蕴含着诸多可以超越死亡的情感追求，“舍生

取义”“为国捐躯”“宁死不屈”“死而后已”“为生民立命”等都体现了死亡较之于个体的精神追求

不值一提。现代社会也是如此，疫情以来各界社会人士，面对死亡威胁与挑战齐心协力，相互关爱。疫

情的意义不仅是苦难，更是检验了自我超越精神(Wong et al., 2021)。自我超越是最好的转化苦难达到幸

福与意义的方式，这与佛家思想不谋而合。佛家认为烦恼皆菩提，无我是将苦难修炼为智慧的方式。疫

情的相关文献也证明了自我超越在困境中作为一种优势资源存在(Flotman, 2021; Kim et al., 2021)。 
从这个角度看来，自我超越是中国文化的底色，疫情就是最好的检验。中国人思想中蕴含的“大我”、

“无我”的超越思想，是应对苦难最好的资源，在疫情带来的死亡焦虑中，提供象征性不朽，将死亡渺

小化，追求无私与奉献。不朽似乎是中西方都会使用的对抗死亡焦虑的方式(Routledge & Arndt, 2008; 
Dechesne et al., 2003)，但不同之处在于，中国本土所强调的自我超越带来的不朽是真正意义上的精神永

生，不是自我中心化的被动防御或者将自我价值依托于其余不灭实体，以求“小我”的安宁，而是将精

神价值至于死亡之上，主动创造不朽，将不朽的追求视为精神层面的追求，并不以摆脱死亡焦虑为目的。

对于生的追求不是中国文化思想中的首要追求，精神与道德追求才是首要的，因此超越带来的不朽对于

死亡焦虑的缓解只是精神追求的副产品，最重要的是对于个体生命意义的升华与塑造。 

4. 局限性与未来展望 

文章存在以下几个局限性。第一，使用的自我超越与象征性不朽内涵和量表是从西方文化视角出发

的，中国文化下的超越思想极其丰富与目前使用的内涵有差异，应该针对不同文化中自我超越思想的异

同，补充、整合最本质的自我超越概念，发展相应的量表。 
中国哲学思想中的自我超越从儒家的“大我”、道家的“忘我”到佛家的“无我”逻辑基础不同于

西方的独立我即自我作为独立、永恒的实体，存在清晰界限；而东方特别是中国人的自我边界不封闭，

将他人、环境融合其中。儒家将自我放于家族、社会关系以及国家中，强调“仁爱”的大我；道家将自

我与宇宙融为一体，强调“忘我”；佛家认为自我是由动态情境、经验组成的，非永恒的，不存在实体，

更无界限，不区分自我他人，与他人同苦同乐，“无我”就是不区分自我他人的慈悲心与智慧(彭彦琴，

孙琼，2018)。然而西方的自我超越概念摆脱不了自我本体的局限，存在滑向自我中心的危险(吴先伍，2019)。
中西方对于象征性不朽的理解与追求也不完全一致，中国文化下不朽是精神与道德追求的副产品，精神

生命本就位于物理生命之上。 
第二，被试群体单一性。文章大部分采用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未来应该扩大被试群体与年龄范围。

自我超越作为一种智慧，应该受经历与年龄影响。 
尽管存在局限性，文章为自我超越提供中国文化视角以及补充证明自我超越对于生命意义的作用机

制：即通过象征性不朽，并进一步对比超越与不朽在东西方文化中的差异。 
未来研究的展望：首先，对于意义层次模型的进一步探究，可以通过实验启动不同层次的意义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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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个体是否在自我超越实验条件下拥有最高的生命意义感；并探究生命意义层次模型的常人信念。其

次，挖掘中国哲学宝藏中的自我超越内涵，对比中西文化，总结出最本质的自我超越概念。最后未来研

究应继续着眼于自我超越优势资源的探索，为解决现实社会问题提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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