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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全球经济下行及不稳定的社会环境加剧了年轻人的就业压力和健康问题，导致他们普遍面临焦虑感

上升和控制感下降的问题。在此背景下，占卜、风水和塔罗牌等玄学活动作为一种心理安慰和精神寄托

工具逐渐成为年轻人的关注焦点。本研究以补偿性控制理论为视角，探讨年轻人热衷玄学的心理机制。

补偿性控制理论认为，控制感是人类基本的心理需求之一，当个体控制感遭受剥夺时，他们会采取一系

列补偿性措施以维持对秩序的需求。具体的补偿性策略体现在认知模式、超自然信仰、经济消费以及政

治行为等多个领域。“玄学潮”反映了在不确定的社会环境中，青年群体试图通过玄学活动寻求心理支

持和秩序感的倾向。本研究分析了当前经济环境与社会变迁如何影响青年心理以及行为选择，并提出通

过增强社会支持和心理干预来改善年轻人控制感的建议。这不仅为该领域研究提供了理论框架，也给政

策制定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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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cquisition of a sense of control is considered one of the most basic psychological needs of in-
dividuals. According to compensatory control theory, when an individual’s sense of control is de-
prived, they will adopt a series of compensatory measures to maintain their need for order. This 
involves actively seeking order in the objective world and displaying preferences and needs for 
physical or abstract entities that are orderly, certain, and predictable, in order to satisfy their need 
for control and order. Specific compensatory strategies can be reflected in various domains, includ-
ing cognition, supernatural beliefs, economic consumption, and political behavior. Given the cur-
rent economic downturn and severe employment situation, which have led to increased anxiety and 
a decrease in the sense of control among young people, this study aims to explain a series of typical 
psychological responses individuals exhibit in a tumultuous social environment from the perspec-
tive of compensatory control theory, while also providing theoretical basis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research in this area. 

 
Keywords 
Sense of Control, Compensatory Control, Metaphysics Trend 

 
 

Copyright © 2025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疫情过后，全球经济迎来新一周期的衰落，在全球经济下行的背景下，对年轻人的就业带来了显著

的挑战和不利影响，首当其冲的就是当前的高失业率和就业市场不稳定：近期，2024 年度高校毕业生的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毕业生数量高达 1179 万(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24)。毕业人数打破历史性记录，

就业率却前所未有地低迷，智联招聘最新发布的《2024 年大学生就业状况分析报告》，普通本科院校的

硕士及博士毕业生就业率仅为 33%，比去年下降了 17%。经济增速放缓和行业饱和使年轻人就业竞争加

剧，大学扩招更使求职难度大大增加。社会快速发展和变革以及经济衰退致使青年群体面临着经济压力、

职业前景不明确等多重挑战，导致他们的不确定性和焦虑感加剧，这不仅影响年轻人的职业发展，也对

他们的心理健康带来负面影响。研究表明，当个体的控制感减弱时，会表现出焦虑、恐惧等消极情绪，

易引发抑郁症与焦虑症，继而可能会引发他人或所属群体相同或类似的情绪反应(张伯明等 2023；刘春晓

等，2022)。 
不稳定的社会环境中容易引发个体的负面情绪，如不安和焦虑，这会促进个体开始关注算命和占卜

等有仪式感的行为(冉雅璇等，2018)。“在上班与上进之间选择上香，在求人与求己之间选择求佛”是近

几年在玄学圈中流行的口号，无论是在互联网上还是在实际生活中，年轻人都正在掀起一股“科学的尽

头是玄学”的热潮。“玄学潮”指的是一种在年轻人中兴起的对神秘、超自然和玄奥知识的兴趣和追求。

这种现象通常涉及各种迷信、占卜、算命、风水、塔罗牌等活动及相关的文化和社群。在互联网和社交

媒体的推动下，玄学潮逐渐成为一种时尚，这种潮流的出现反映了年轻人对传统科学解释的不满或困惑，

以及对控制感和秩序感的渴望。玄学也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成了现代的“心理辅导”工具。当今年轻人对

玄学的信仰和兴趣日益增加，这一现象背后反映了多方面的社会、心理和文化因素。研究表明，当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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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到控制感降低或消失时，迷信或宗教信仰作为一种补偿性控制策略，提供了对不确定性的解释和应对

方式，因为迷信通常涉及个体对随机事件的模式识别，在面临不可控的环境时，个体倾向于将无序的事

件解释为有意义的模式，这种模式识别可以帮助个体感知秩序、缓解焦虑和不安，以恢复内心的稳定和

安全感(白洁等，2017)。 
当代年轻人算命占卜的现象背后反映出他们在精神方面出现的普遍性危机。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

这个时代正弥漫着一种内卷化的精神气氛。年轻人被迫卷入时代的漩涡，他们在事业、情感、前途等方

面充满了不确定性，玄学在某种程度上能够为年轻人提供一种意义感和方向感，帮助他们在面对生活困

惑时找到某种解释框架，避免深陷于失控感带来的心理危机，以及为青年提供了一种心理补偿的途径，

使他们通过对命运、运势或等外部信仰体系，获得一种暂时的控制感，起到了对心理压力的缓冲作用，

减轻了人们对未知事物的焦虑(Sandoiu, 2019)。基于此，本文从补偿性控制理论的视角出发，研究“玄学

潮”如何为当代青年在快速变革的社会环境中应对心理压力，探索不确定性与心理健康之间的联系，以

及指出玄学带来的短期心理支持与潜在的长期风险，并为社会和心理干预提供理论依据(图 1)。 
 

 
Figure 1. Flowchart of analyzing the rise of the occult tre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
pensatory control theory 
图 1. 补偿控制理论视角分析玄学潮兴起的流程图 

2. 核心概念概述及理论基础 

2.1. 控制感 

控制感是人类基本的心理需求之一，指的是个体对自己能够有效控制周围环境、应对挑战或实现目

标的信念((Lachman & Weaver, 1998)。这一概念起源于对自我效能感和内部控制点的研究。Rotter (1966)
的控制点理论认为，个体的控制感分为内部控制和外部控制，前者指个体相信事件的结果取决于自身的

努力和能力，后者则指事件的结果由外部力量决定，如命运、运气或他人。它出现于生命早期，且对个

体的生存和发展十分重要。研究表明，较强的控制感与较低的焦虑、抑郁水平密切相关。Lachman和 Weaver 
(1998)的研究发现，拥有高控制感的个体通常具有更高的心理弹性，能够更好地应对生活中的压力和挑

战。相反，控制感的丧失可能导致无助感、抑郁症状甚至精神健康问题。与此同时，研究表明丧失控制

感的影响远不只会引发身心健康问题，它也会促使个体寻找各种补偿控制感的途径，以至于人的知觉、

信念、行为均会发生变化(Kay et al., 2009)。 
基于此研究视角，Kay et al. (2009)等人提出了补偿性控制理论(Compensatory Control Theory)，该理论

认为：当个体感到无法控制自己生活中的事件时，他们会通过信仰社会秩序、制度或宗教等外部系统来

恢复对世界的控制感。这种“补偿”机制帮助个体应对失控感带来的焦虑和不安。本文旨在全面探讨人

在丧失控制感后各种心理与行为的变化及其发生机制并提出建议予以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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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补偿性控制 

补偿性控制理论指出，当面临控制感的缺乏时，个体会表现出一种需求秩序的倾向，即努力寻求客

观世界的秩序，对于具有秩序性、确定性、可预测性的物理或抽象事物表现出偏好与需求，这种表现被

称为补偿性控制。该理论可解释一些由突发公共事件导致的个体控制感下降以及个体在此过程中产生的

典型心理反应，如阴谋论、谣言、道德争论和非理性囤积等，皆可从补偿性控制与秩序需求角度理解(饶
婷婷等，2013)。本补偿性控制理论关注个体控制感缺失时的心理补偿机制。该理论认为：控制感是人类

的基本需求之一，当控制感降低或消失时，人类已经发展出一种补偿性的心理和认知系统，以维持对秩

序感和结构性的体验。尽管控制感至关重要，但在失去控制感后，人们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进行补偿，包

括通过增强个人能力、知识、技能等方式提升个人控制，或者依靠他人的帮助和支持等外部控制(Kay & 
Eibach, 2013)。此外，补偿性控制理论还提出了一种特殊的控制感补偿途径——泛化结构确认，即个体在

丧失控制感后会更加强调外部世界的结构、规律、秩序，而表现出以下一些倾向：偏好结构简单、清晰

的形状；希望了解自然或社会现象的发展规律；向往稳定、有序的政治体制或商业模式(Kay et al., 2008)。
也就是说，通过强调外部世界结构、规律、秩序的存在，人们感知到自己能够掌控外界的事物和自己的

生活，由此来获得理解世界的规则，以维护自身在社会生活中的安全感与确定感；这心理上的补偿往往

是无意识的，核心在于秩序需求，所谓“秩序”泛指一切能够给个体认知带来秩序性、确定性和可预测

性的社会或物理(Landau et al，2015；白洁等，2017)。具体而言，当面临控制感的缺乏时，个体会表现出

一种秩序需求的倾向，即努力寻求客观世界的秩序性，对于具有秩序性、确定性、可预测性的物理或抽

象事物表现出偏好与需求，这种表现被称为补偿性控制(Compensatory Control)。 
由此可见，补偿性控制理论的核心观点就是当个体的控制感因某种原因出现下降或受到威胁时，他

(她)会表现出多种不同形式的补偿性控制，而这背后的核心逻辑是在环境不确定与控制感缺失的状态下

寻求某种客观上的秩序性作为补偿。 

3. 补偿性控制的研究现状 

自补偿性控制理论提出后，大量研究基于此理论框架，探索了人在丧失控制感后所产生的补偿性认知和

行为，研究发现，这种补偿性反应广泛体现在知觉、超自然信仰、经济消费和政治行为等领域，且对现实生

活具有重要启示(白洁等 2017)。首先，在知觉层面，当个体丧失控制感时更倾向于进行模式识别，将散乱的

信息知觉为有意义的整体，以满足其对秩序的需求(Whitson & Galinsky, 2008)。其次，超自然信仰方面，个

体在丧失控制感后更易相信科学、伪科学及神秘学等能提供解释的理论，以此满足其对自然和社会现象发展

规律的渴求(Wang et al., 2012)。例如，在面临政治或经济不确定性时，人们会倾向于借助占星术等伪科学信

念进行预测，以获得安全感(鲁子健，1998)。在经济消费领域，丧失控制感会导致个体偏好具有明确结构和

功能的商品，倾向于在整洁、秩序化的环境中消费，以借助井然有序的物品设计来缓解失控感(Cutright, 2012)。
在政治领域，控制感的丧失增加了民众对等级制度和稳定体制的支持，个体更倾向于支持精英主义和系统合

理化，认为特定阶级应被赋予更大权力，同时对权威表现出更高的服从度(Friesen et al., 2014)。这些研究表

明，在面对不确定性时，个体会在各个层面寻求秩序和稳定性，以应对控制感的丧失。 

4. 补偿性控制与迷信行为的关系 

在当前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中，年轻群体的情绪以及需求处于被压抑的状态，需要一种途径来宣泄、

化解心中的焦虑与不安。在精神危机中求助神秘主义并非中国独有。它与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在西

方兴起的全球“新时代运动”或“灵性运动”相一致。这一运动反映了人们对传统宗教的失望，强调个人

的、非制度化的信仰。它融合了多种元素，包括占星术、塔罗牌、瑜伽以及风水和冥想等东方传统(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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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2020)。研究表明，个体在失去对环境的直接控制时，往往会通过相信更大的社会结构或秩序来恢复

心理上的控制感。例如，宗教信仰、迷信或对政府和法律制度的依赖可能是恢复控制感的方式(白洁等

2017)。有大量证据表明，压力会破坏个体的控制感，而诉诸迷信是⼈们更加努力地重建或重新获得控制

感的方式之一(Fisher, 2002)。迷信玄学可以从多方面增强个体的控制感。首先，它能帮助个体理解周围发

生的事件，为无法解释或陌生的现象提供了原因和解释，使世界变得更易理解、可预测和可控。其次，

通过迷信、信仰或一些仪式，个体可能会感到能够对威胁产生影响，从而增加控制感(冉雅璇等，2018)。
例如，认为顺利融入新的工作环境将带来职业上的成功，或相信随身携带幸运符会改善健康，都是增强

控制感的方式。最后，在某些情况下，这种神奇的思维还能带来自我实现的预言：相信通过某种仪式情

况会有所改善，可能提升乐观情绪、减轻压力、增强任务表现，从而整体上增强控制感(Landau et al., 2015)。 
超自然信念的心理意义已在多领域得到揭示。恐惧管理理论指出，在面对死亡提醒时，个体倾向于

相信神明的存在，以满足对生命意义的需求，避免意识到生命的虚无(郭永玉，傅晋斌，2011)。此外，控

制感的丧失也会增强人们对超自然力量的信念，如信仰上帝的控制力(Kay et al., 2010)。Kay 等人(2008)的
研究表明，控制感被剥夺的被试更倾向于相信上帝掌控宇宙运行。类似研究还发现，控制感缺失会使个

体更相信占星术、预言能力等其他超自然信念。于中国人而言，超自然观念对个体的思想、行为存在巨

大影响。在归因研究领域，成就归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而中国人对成就进行归因时，往往离不开

超自然观念。我国有句顺口溜来概括影响成功的要素：“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德五读书，六名七相

八敬鬼神，九交贵人十养生”，这些因素多数与超自然观念有关。时至今日，中国人仍然受到这些观念

的影响。(卢云峰等，2023)。过往基于补偿性控制理论的实证研究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当环境对个

体的控制感有所威胁、导致控制感下降时，人们会出现两种看似矛盾的补偿性控制表现：有些研究发现

这时的人们会更加相信科学，而另有一些研究则发现这时人们更加迷信(Greenaway et al., 2013)。这两个

看似矛盾的现象其实在补偿性控制理论的视角下很容易达成统一：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科学还是迷信，

而在于哪种说法能够使缺失控制感的人更多感受到足够的信息的秩序性。换言之，不论是科学结论还是

迷信玄学，其实都可以起到“提供秩序”的作用(Landau et al., 2015)。 
尽管迷信可以在短期内缓解失控感，但过度依赖迷信玄学可能会给个体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导致不

理性的决策和行为，阻碍个体寻求科学的解决方案，比如：过度依赖占卜、算命等玄学活动可能导致年

轻人在生活中逃避现实问题，忽视理性思考和实际行动；对玄学的过度信仰可能使年轻人将自身的情绪

和未来的变化完全寄托于外部因素，导致对他人的情感依赖，影响自我认同感和独立性，加剧焦虑和不

安，增加心理负担；因此在面对不确定性时，要学会提升科学素养和批判性思维，采用更为理性和有效

的应对策略对年轻人来说更为重要。 

5. 补偿性控制视角下“失控”的应对策略 

 
Figure 2. Flowchart of strategies for coping with “loss of control” 
图 2. 补偿性控制视角下“失控”的应对策略的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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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年轻人热衷于玄学既是对个人心理需求的回应，也是社会文化环境变化的产物。在当前全球经

济下行、就业压力以及社会变革等多重社会环境因素影响下，年轻人的不确定感和焦虑感日益上升，玄

学作为一种应对策略，为大量青年群体提供了心理支持和自我探索的工具和一种解释世界和未来的方法，

帮助他们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寻找安慰和意义。从补偿性控制的视角来看，“失控”的应对过程体现了

个体从“失衡–补偿–平衡”的动态转化，本研究将从个体的内部控制视角和社会的外部控制视角两个

方面来为青年群体提供恢复控制感的方法策略。(图 2) 

5.1. 内部控制视角 

1) 寻求新的信仰或价值观。在当今错综复杂的社会背景下，传统科学和理性思维的指导作用在部分

人群中似乎显得不再绝对权威和完全有效。这一现象促使越来越多的人尝试探索新兴的信仰体系或社会

制度，如玄学、心理学或哲学，希望借助这些外部系统恢复对生活的理解和控制。这些信仰或思维框架

不仅能够在情感层面提供支持，还能为个体在面对迷茫和不确定性时提供一定的方向感和心理慰藉。然

而，在过程中个体需要保持理性与清醒。首先，应注重提升科学素养，培养批判性思维，以科学和逻辑

为基础，理性地评估新兴信仰体系的作用和局限性。尤其是对于玄学等内容，辩证看待其带来的影响，

既不盲目排斥，也不过度依赖。学会采用更为理性有效的应对策略，正确理解玄学对情绪调节和意义建

构的积极作用，同时避免因过度迷信而导致非理性的行为或决策(过度迷信)。此外，在信息高度碎片化的

数字时代，个体还需具备筛选和判断信息的能力。面对网络中充斥的大量情绪化或不良信息，要学会保

持独立思考，避免被误导或被卷入虚假传播中。学会慎重选择可靠的信息来源和理性分析，个体才能真

正从新的信仰体系中汲取有效的心理支持，而非陷入盲从或被利用的困境。 
2) 重构思维方式并做好自我提升。首先，在当今不稳定的社会环境中，个体要理解生活中有些事情

是无法控制的，培养对不确定性的接受能力，从而减少对失控的恐惧。通过认知重构，个体可以改变对

失控事件的看法。例如，将失控视为成长和学习的机会，而非仅仅是消极的经历。发展积极心态，通过

心理训练和自我反思，个体可以发展更积极的心态，从而改善对失控感的应对方式，增强内在的韧性和

适应能力。这种认知上的结构化有助于恢复对环境的控制感。其次，在感到失控时，个体还可以通过调

整期望和目标以及提升自我能力来减轻压力，比如通过学习新技能、获取更多知识来提升自身能力，主

动适应社会变革带来的变化；还可以通过设定更可行的短期目标，明确个人生活中的规则和结构，可以

帮助个体感受到更多的掌控感。通过控制日常事务的安排，个体能够提升对生活的感觉和信心，个体可

以获得成功体验，逐步增强对生活的掌控感。 

5.2. 外部控制视角 

1) 参与群体活动，建立社交网络。在面临压力时，主动寻求朋友、家人或社会专业人士的帮助，加

入兴趣小组或参与社区活动，增强社会互动，可以通过集体的力量来提升个体的控制感，同时获得归属

感和支持，帮助个体更好地应对失控感。学会获取社会支持，如情感支持、信息支持和工具支持，不仅

能够提供情感慰藉，还能提供实际帮助，增强个体的应对能力。这能够缓解个体所面临的负面影响，有

效弥补失去的控制感。从而提升整体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 
2) 利用专业服务：在遇到难以自我解决的问题时，寻求专业机构或咨询师的帮助，例如心理咨询、

职业规划或法律援助等，这些服务能够提供专业的指导和解决方案，帮助个体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找到

应对策略，增强自我效能感。通过这些服务，个体能够学习到如何更有效地管理自己的情绪和行为，从

而在面对挑战时保持冷静和理性。 
3) 政府和社会应加强政策和制度的完善。个体可以通过参与社会政策的讨论和制定，或者加入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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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团体和组织，来增强对社会环境的影响力。通过这些活动，个体不仅能够对社会变革有所贡献，

还能感受到自己在社会中的作用和价值，从而提升对生活的控制感。此外，了解和运用法律知识，保护

自己的合法权益，也是增强外部控制感的有效途径。通过这些方式，个体能够在社会层面上获得更多的

控制感，减少因社会环境变化带来的失控感。 

6. 总结与展望 

本研究从补偿性控制理论的视角来看现代年轻人掀起的“玄学潮”，反映了当前大量年轻个体在面

对生活压力和不确定性时，渴望寻求心理安慰和秩序感的需求。而玄学作为一种补偿性控制策略，为年

轻人提供了一种解释复杂现实和应对情绪困扰的方式，帮助他们在社会变革和个人困境中找到意义和归

属。理解这一现象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年轻人的心理需求和社会行为，还可以为心理健康教育和

思想引导提供新的思路。通过创新的教育方式和积极的心理疏导，可以引导年轻人以更科学的方式应对

不确定性，培养理性思维和批判性判断能力。同时，也呼吁社会各界也应关注年轻人的心理健康，提供

更多支持与资源，以帮助他们在追求稳定与秩序的同时，找到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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