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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嫉妒作为一种人类繁衍下一代以及在社会环境中生存的“适应”，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在进化心理学

的视角下对嫉妒性别差异中涉及到的嫉妒的研究方法、嫉妒的来源、嫉妒的生理机制等方面进行归纳和

整理。目前关于嫉妒结果以及测量方式的有效性存在质疑，未来的研究可以通过脑电、核磁等来考察关

于嫉妒的相关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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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Jealous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as an “adaptation” for human reproduction and survival in social 
environ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this paper summarized and sorted 
out the research methods, sources and physiological mechanism of jealousy involved in gender 
differences of jealousy. At present, there are doubts about the validity of jealousy results and 
measurement methods. Future studies can examine the variables related to jealousy through ERP 
and fMRI magnet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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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心理学家将达尔文关于生物界的进化法则“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的观点运用到心理学形成了进

化心理学，进化心理学对于嫉妒的研究有着重要影响。进化心理学家认为嫉妒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发展

中为了能够生存下来以及保证自己后代繁衍的一种适应环境的手段[1]。不忠行为作为一种两性交往策略

给个体的配偶造成了一种严重的适应性问题，为了应对这种策略会进化出一定的防卫机制来对付这些适

应性问题，以阻止和防卫伴侣的不忠行为作为性交往策略取得生殖成功，而嫉妒就是一种解决方案[2]。
嫉妒是一种情感，当人所拥有的一种有价值的关系奖赏(通常为“性”关系)受到威胁时这种情感受到激活，

为了应对这种威胁从而引发嫉妒。  
嫉妒有不同的种类，最典型的就是社会比较嫉妒和爱情嫉妒，英文名分别为 Envy 和 Jealousy。其中

社会比较嫉妒是指“与他人比较，发现自己在才能、名誉、地位或境遇等方面不如别人而产生的一种由

羞愧、愤恨、怨恨等组成的复杂情绪状态[3]。”爱情嫉妒是指个体和另一个人(指伙伴)之间已有的某种

重要关系面临丧失，而被第三者(常指人)得到时，个体所体验到的一种情绪[4]。嫉妒不是某一种单独的

情绪，比如妒忌、生气、愤怒而独立存在的。嫉妒是复杂的，是几种情绪的集合体，其中最核心的情绪

成分是愤怒、恐惧和悲伤等[5]。 
就嫉妒而言许多学者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和观点对嫉妒进行了解释和分析，其中包括心理动力理论、

社会心理学理论、行为理论、认知理论以及进化心理学等。首先是嫉妒的心理动力学理论认为嫉妒是普

遍的、不可避免的，它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把成人的嫉妒看作是童年创伤经验

的复现，由于每个人都会在童年经历不同程度的焦虑和恐惧，这些经验沉积为潜意识，并在适当的情境

下由深层意识向表层过度。嫉妒的社会心理学理论以社会文化为基础，认为不同文化与社会规范不同，

会造成不同文化下的群体对于嫉妒行为的不同反应。因此，嫉妒具有跨文化的普遍性以及文化的多样性

等特点。嫉妒的行为理论将嫉妒看成是是经过后天社会化的学习的一种行为，且嫉妒是一种不恰当学习

造成的后果，并将嫉妒行为当作研究重点[6]。嫉妒的认知理论，强调对嫉妒时间的认知评估，即一个嫉

妒刺激出现之后，个体对其进行评估，其中评估中会因为个体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情绪反应，其中就包

括嫉妒，之后形成不同的反应模式。进化心理学理论认为嫉妒是为了处理伴侣的不忠行为等而进化而来

的为了生育和生存的一种“适应”策略[7]。 

2. 有关嫉妒性别差异的研究现状 

2.1. 嫉妒性别差异的研究方法 

自我报告法是心理学实证研究最早采用的方法，关于嫉妒的进化心理学研究中同样最早采用了自我

报告法，其中经典的就是进化心理学始祖 Buss 利用强迫选择法(也称二分法)对嫉妒现象进行了研究，而

且这个方法之后被许多不同国家的学者所采用，强迫选择法要求被试回答问卷上的问题：回忆一段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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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历的、或曾经经历过的、或理想中的恋爱关系，并想象你的伴侣：1) 与他人发生性关系和；2) 爱上

他人这两种情景，请问哪一种令你感到更难过与痛苦?得到的结果是男性对于伴侣的身体不忠更痛苦，而

女性对于伴侣的精神不忠更痛苦[7]。然而这种强迫被试进行二选一的强迫选择法，遭到了很多的批评，

因此之后学者 Harris 连续量表法，要求被试用七点或五点量表来回答看到提前设置好的关于嫉妒行为的

问题时所感受到的情绪强度[8]。Buss 在进行强迫选择测验时还同时测试了被试在回答强迫选择题时的皮

肤电活动(EDA)、脉搏(PR)和眼睛上方皱眉肌电活动(EMG)反应；之后学者 Harris 也对皮肤电、脉搏和血

压进行了测量，结果表明男性的实验结果符合 Buss 进化心理学的假设，女性的结果却与此相反。关于该

结果 Harris 从嫉妒的想象假说解释造成这种现象的因素是由于男性对性的生动的想象所引起的，在想象

伴侣与他人发生关系的过程中，不仅激起了男性的嫉妒情绪，也激发了男性关于性活动的生理反应[9]。
随着社会的发展认知心理学盛行由此产生了认知加工法，DeSteno，Bartlett，Braveman 和 Salover 等人利

用认知加工法进行一系列研究，他们认为如果嫉妒的性别差异是进化的产物，那么个体加工嫉妒有关信

息的过程应该是自动化的，于是他们着手采用认知负荷的范式进行研究[10]。随后又有学者针对被试的关

于线索的认知加工速度进行了一系列研究，结果证明女性对于关于情感方面的嫉妒线索的加工更快，而

男性对关于性的嫉妒的线索加工更快。 

2.2. 嫉妒源的性别差异 

嫉妒源是存在性别差异的，很多学者以此为假设并且进行相关的研究。Buss 等人在 1992 年从进化

心理学的视角提出了嫉妒的性别差异进化机制，在人类祖先的历史进程上，由于受精是在女性体内进行，

男性不可能确定其后代是否为自己的。因此，男性总是存在可能会被戴绿帽子的风险，并且把优质资源

和物质基础方面的投资给一个与自己无血缘关系的后代上。这对他的繁殖能力即可存活后代的数量是非

常珍贵的，因此男性会对其伴侣的身体不忠更加痛苦和焦虑，相反女性是确信她们的基因对于后代的贡

献。所以，从女性的视角来看，男性的身体不忠所付出的成本较小。而女性在生育方面投入了大量的精

力，包括九个月的妊娠期、哺乳期和持续照顾一个高度依赖的孩子，基于这种大量的亲代投资，女性倾

向于通过寻找和保持长期伴侣来提高她们的生殖能力，因此精神上的不忠行为让女性感到更痛苦，因为

这意味着伴侣会放弃这段关系或者把物质资源转移到对手的身上。这种进化论观点被称为“嫉妒是一种

特定的先天模块假说”即 JSIM [11]。Teisman 和 Mosher (1978)在设置一系列场景让被试在体验过一次真

实的或假想的关于嫉妒的经验后，要求被试从性、时间和资源三个方面来选择自己的嫉妒源，研究结果

证实了他们的假设：“男性的嫉妒更多地源于性方面，而不是时间或资源；女性的嫉妒更多的源于时间

和资源，而不是性方面”[12]。 

2.3. 嫉妒反应的性别差异 

由嫉妒所产生的一系列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当人失去控制嫉妒的能力时，嫉妒就会变成病态，造成

毁灭性的打击，甚至导致对方的死亡。虽后果均为很严重但不同性别对与嫉妒的反应也有所不同。由于

配偶背叛对不同性别的另一伴造成的后果不同，所以存在应对配偶背叛行为反应的两性差异。男性和女

性在应对配偶的背叛行为上存在差异，选择原谅对方或者结束当前关系依赖于背叛的类型。相对于精神

不忠，当女性出现身体不忠时，男性更不易原谅对方并倾向于结束当前关系。相对于身体不忠，当男性

出现精神不忠时，女性更不易原谅对方并存在更大可能结束当前关系[13]。对于婚姻家庭方面的身体不忠

或精神不忠所导致的嫉妒会产生破坏性的后果，特别是男性身体不忠可能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有研究

显示男性身体不忠最常导致的后果是虐待妻子或杀妻行为，男性身体不忠也成为很多丈夫被杀害的原因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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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嫉妒性别差异的生理机制 

近年来的脑机制研究发现嫉妒线索激活不同大脑区域的性别差异。Takahashi 等人考察嫉妒情绪的不

同大脑激活模式。研究者以拥有稳定亲密恋爱关系的健康大学生 22 名和 3 对夫妻作为被试，向被试呈现

包含性背叛、情感背叛内容和中性内容的句子，使用 fMRI 考察男女被试大脑激活模式的性别差异。结

果发现，男女被试在不同句子条件下的大脑激活模式不同。在性背叛与中性内容对比中，男性显示更强

的杏仁核激活，女性则显示出视皮层和丘脑更强的激活[15]。 

3. 总结和展望 

在近几年的研究中，对于嫉妒性别差异存在很多的争议，各个学者的研究结果并不相同，还有学者

认为嫉妒的研究方法不科学，无法进行定量有循环论证的现象，还有就是研究方法中让被试进行想象情

境无法用可学的方法来证明，以及双击假说[16]的提出对其进行质疑，其有效性有待进一步验证。其中最

引起质疑的就是巴斯的强迫选择法，让被试进行二选一，可能会夸大显示上差异较小的性别差异。认为

强迫选择法实验呈现的情境反映了一个虚假的二分法。被试可能有意识地、努力地进行权衡、依据一定

的策略进行决策。由于很多情况下两种情境有密切的联系，被试很可能选择一种不忠类型，而这种类型

同时暗示了另一种类型的存在，被试可能认为两种不忠行为都存在才是最令人痛苦的，此时强迫选择法

就无法实现对于嫉妒的测量。DeSteno 在其 2002 年采用了迫选法、Likert 量表法、同意–不同意法和形

容词量表法等四种方法对嫉妒进行了研究，得出结论，仅仅只有强迫选择法出现了性别差异，其他三种

方法并没有得出性别差异，而且在其后续的研究中，利用认知资源负荷的方式，对被试进行强迫选择法

测量，结果证明这种情况下被试的性别差异也会消失，所以他们认为关于嫉妒的性别差异所得出的各种

结论是人为测量的结果。然而，Penke 和 Asendorpf 对其进行了驳斥，认为 DeSteno 等人的研究存有不足。

在改进实验设计的基础上，他们得到两性在情感嫉妒上存有差异，但在性嫉妒上没有差异的结果[17]。所

以对于嫉妒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改进。 
在未来的研究中针对嫉妒的研究方法进行改善，利用更加科学定量的手段进行实验，例如核磁共振

或脑电等生理性的方法来研究被试嫉妒情绪的生理机制差异，还有在被试的选择上也可以进行进一步的

努力，可以选择现实中真的经历过另一伴不忠的男女以及不同的年龄层来进行一个跨阶段的对比，还可

以对不同国家的不同性别进行一个跨文化的对比来进行对嫉妒性别差异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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