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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年轻人，老年人通常报告有更好的婚姻，更支持性的

友谊，与孩子、兄弟姐妹和社交网络成员间的冲突减少〔1〕。在

描述与家庭成员的互动时，老年人的描述更为积极，满意度也

更高〔2〕。研究人员认为，老年人人际关系的改善，是因为随着

年龄的增长，他们的社交能力提高〔3〕，将注意力从人际冲突的

消极方面转移〔4〕，发生社会冲突时情感反应减少〔5〕。认知评估

理论模型强调，对情绪诱发刺激的反应，受个体因素的影响，老

年人之所以对社会伙伴产生积极的体验，是因为其特有的想法

和行为，在社会环境中，与年龄有关的变化，也是老年人拥有良

好的人际关系的原因之一〔6〕。经典压力模型则认为，日常烦扰

是各年龄段的成年人最常见的社会压力，但这样的压力随着年

龄的增加而减少。为减少潜在的压力体验和人际紧张，老年人

会将那些难以相处的伙伴从他们的社交网络中剔除，只留下那

些更加友善的社会伙伴〔7〕。社交体验是人与人在交往过程中

产生的情绪情感体验。在发展心理学文献中，研究者们强调，

儿童情绪调节能力的形成受照料者的影响〔8〕。事实上，社会伙

伴对人际情绪的调节终生都在发挥着作用，但很少有人研究社

会伙伴对不同年龄阶段的成年人社交体验的影响。本研究从

社会输入模型的观点出发，解释老年人比年轻人拥有更好的人

际关系的原因。

1 老年人为什么拥有良好的人际关系

1. 1 年龄特征 人的社会伙伴因年龄不同而不同〔1〕。发生人

际冲突时，各年龄阶段的成年人与老年人所采取的行为明显不

同。研究发现，相比年轻人，老年人更可能采用回避策略以熄

灭潜在的人际冲突，而不是让冲突升级，也不太可能采用有潜

在危害的直接策略〔3 ～ 5〕。如 Birditt 等〔9〕所做的一个关于日常

经验的全国性研究现，无论对亲密的社会伙伴还是棘手的社会

伙伴，老年人均采取了回避策略，而年轻人则更多地采取了激

进的对抗策略。

配偶的年龄通常是相近的，在接触频率、亲密程度及感受

到的日常压力方面，婚姻关系也不同于其他人际关系，对人的

影响也更为深刻。Story 等〔10〕的研究表明，虽然老年人和中年

人对其配偶行为的客观评级无年龄差异，但老年人对其配偶行

为的看法没有中年人那么消极。老年人对配偶这一重要社会

伙伴较为积极的评价，无疑有助其产生积极人际体验。

1. 2 感情幸福感 社会伙伴对彼此的情绪状态都很敏感〔11〕。
抑郁者往往激起社会伙伴对其的消极反应，而愤怒者则往往激

起社会伙伴对其的愤怒反应。同样的，有较高感情幸福感的老

年人，也会激起社会伙伴对她们的积极反应〔7〕。

1. 3 冲突升级 Fingerman〔12〕研究了中年女儿与其母亲的关

系。研究表明，当与老年母亲相处时，女儿通常会默认母亲的

言行。研究者先让每个女儿都描述一次她们对母亲生气的情

形( 母亲不在场) ，然后，让母女共同讨论他们对对方生气的情

形。当与母亲在一起时，超过 1 /3 的女儿说她们想不起这样的

情形( 尽管在单独询问时，她们报告了这样的情形) 。也就是

说，即使母女关系再好，在与母亲共同受访时，中年女儿会降低

或否认她们曾经对母亲的愤怒; 但无论单独受访还是与女儿共

同受访，母亲的表达都是直截了当的。

这种互动模式不仅仅限于亲密的人之间。事实上，不论与

老年人是亲戚、朋友还是熟人，成年人的规范信念，使他们倾向

于在与老年人发生冲突时，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在 Fingerman

等〔13〕所做的一项研究中，研究者询问被试者: “当社会伙伴对

你出言不逊时，你会怎么办?”所有的被试都说，他们会尽量与

社会伙伴进行建设性的交流，以化解矛盾。但他们更有可能对

年轻人采取激进的对抗行为，而对老年人采取回避策略。即使

控制了年龄、性别和关系性质等因素后，研究结果也同样如

此〔13〕。因此，同样的人( 无论其年龄如何) ，与年轻社会伙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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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更大，但会避免与老年社会伙伴的冲突升

级。人们对社会伙伴的行为反应，既取决于自己的年龄，也取

决于对方的年龄。
Miller 等〔14〕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研究者先编了几个小

故事让被试者阅读，然后让被试者预计故事中被冒犯者的反

应。但有些被试者拿到的是故事版本中的冒犯者是老年人，另

一些被试者所读的故事中，冒犯者却是年轻人。结果表明，当

冒犯者是老年人时，被试者预计，因为冒犯者上了年纪，被冒犯

者会避免与其发生冲突。但当冒犯者是年轻人时，被试者则会

预计，被冒犯者会因冒犯者的年龄特征( 年轻) 而采取激进的对

抗策略。

1. 4 未来时间洞察力( FTP) FTP 是人们对自己的未来时间

及在这段时间内可能发生的事件的认知、体验和行为倾向的一

种人格特征〔15〕。支持社会情绪选择理论的研究发现，人们的

行为因 FTP 的变化而变化: 当人们认为自己来日不多时，他们

对社会伙伴的积极情绪会最大化〔4〕。同样的，当人们觉察到留

给社会伙伴的时间不多时，他们也会尽量避免与对方发生冲

突。因此，虽然一些老年人也会在交往中制造不快，但 FTP 使

人们往往会宽恕难以相处的老年人，尽量避免与其发生冲突。
如 Allemand〔16〕研究发现，当被试觉察到留给自己或违反了社

会期望的伙伴的时间不多时，更有可能宽恕对方。Miller 等〔14〕

的也研究发现，相比年轻人，被试会更容易宽恕犯了同样社会

罪责的老年人。Fingerman 等〔13〕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研究

者让一些被试者想象，曾经冒犯过他们的老年社会伙伴即将退

休去夏威夷安度晚年时，或年轻社会伙伴即将因为一个海外文

化进入计划而永远离开时，被试者会怎样对待他们。在时间被

限定的情况下，无论昔日的冒犯者如今年老年轻，被试者都会

选择回避的策略。但当研究者询问另一些被试者，如果冒犯者

只是暂时离开( 去度假) ，被试者会怎样对待他们时，被试者表

示，他们更可能会对年轻冒犯者采取激进的对抗方式，但会尽

量避免与老年冒犯者发生冲突。这一研究表明，与老年人交往

的时间有限，而与年轻人相处的时间则来日方长，可能是人们

对年轻人和老年人的对待不同的原因之一。因此，遇到曾经冒

犯过自己的来日不多的老年人时，人们会对其予以尊重，而不

是与其斗争———FTP 确实能起到调和其他年龄阶段的人与老

年人之间的冲突的作用。对每个社会伙伴来说，这种宽恕都有

助于良好人际关系的促进。通过对老年人的宽恕，社会伙伴能

调节自己的情绪，不再与老年人发生冲突，并维持与老年人的

良好关系。这样的回避行为可能是为了自我保护，也是为了保

护社会伙伴。但是，如果人们从来不表达他们的不良感情，这

种回避行为也许会引发负面后果。

1. 5 消极刻板印象 对老年人的消极刻板印象，也许反而有

助于积极的社会交流。在 Erber 等〔17〕做的一项研究中，研究人

员先让被试者读一个故事，故事中的主人公拿了一顶帽子但没

有付费就离开了，然后询问被试者，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他们会

怎么做。研究结果表明，相比做了同样事情的年轻人，被试者

认为老年人的罪责轻一点，因此对他们的惩罚也应该轻一点。
被试对老年人的这种宽容，是基于老年人忘性大的刻板印象。
Erber 等〔18〕的研究也发现，当人们评价慢性子的工人时，他们

对老年雇员的评价更好，因为他们将老年雇员的迟缓行为归因

于无法控制的老化后果，而对年轻工人的评价则很严厉。此

外，认为老年人倔强且无法改变，是人们不与老年人对抗的另

外一个原因〔13，14〕。因此，即使对老化的刻板印象是消极的，在

特定的情境中，反而能使人们优待老年人。

1. 6 行动预期 在与老年人交往的过程中，人们可能会因对

老年人行为的预期，调节自己的情绪以使老年人受益。与老年

人关系紧张时，社会伙伴可能抑制自己的情绪，因为他们认为，

老年人可能会采取回避型的策略。而与年轻社会伙伴间的关

系紧张时，人们会采取对抗的行为，因为人们认为，对方也会采

取对抗的方式。因此，社会情绪调控是每个伙伴对对方下一步

行动预期的结果。

1. 7 人际体验 人们对老年人表达的情深意长的感伤情绪，

比对年轻人的要多。Fingerman 等〔19〕收集了年龄在 20 ～ 87 岁

的人们的节日贺卡。研究发现，老年人收到的贺卡上有感伤的

“爱”信息，而年轻人收到的贺卡上则没有。被试者均为社会伙

伴挑选了能传达积极情绪的贺卡，而不论他们年轻年老。被试

者更有可能为老年人挑选能表达感伤情绪的贺卡，却会为年轻

人挑选有幽默的或善意的嘲弄信息的贺卡〔12〕。

2 展 望

首先，支持社会输入模型的研究大多以美国人为被试者。
面对人际冲突，我国自古就提倡回避忍让，“小不忍则乱大谋”、
“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就是这种理念的真实体

现。此外，比较研究表明，西方文明相对无视老年，最浅显的表

现是历史文献的缺乏: 西方有儿童文学、女性文学，唯独没有中

国的“老境”文学; 相反，中国文献总体带有老年色调〔20〕。从

某一方面而言，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是一部尊老史，历代的尊老

礼俗、礼制、规范，能够写一部专史。中国自古提倡，为人子女

者不仅要尊敬自己的长辈，而且要尊敬所有人的长辈，甚至要

求人们“唯老是尊”。敬老爱老，无疑有利于良好社会风尚和人

际关系的形成，正如孟子所言:“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太

平”。未来应对这一问题在中国等对待人际冲突的态度、尊老

传统等方面不同于欧美文化国家之外进行研究。
其次，差别生存可能也是老年人的人际关系有别于其他年

龄段的成人的原因。例如，在“神经质”上得分高的人( 可能是

人际交往困难的人) 提前死亡的可能性更高，更有可能活不到

老年〔4〕。其他年龄段的成年人中人际交往困难者的比例比老

年人中的要高，致使老年人的总体人际关系显得比成年人要

好。但支持这一观点的研究很少，未来还需要对此继续求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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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肌病分为扩张型心肌病( DCM) 、肥厚型心肌病、限制型

心肌病和致心律失常型右室心肌病。DCM 主要是一种以心腔

扩大、心肌收缩功能障碍为主要特征的心肌疾病，临床常表现

为进行性充血性心力衰竭、心律失常、血栓栓塞甚至猝死，是心

血管疾病中导致死亡和心脏移植的主要基础疾病。其病因和

发病机制至今尚不清楚，可以为特发性、病毒感染、家族或遗传

性、免疫性、酒精性或中毒性、围生期等。如果 DCM 患者家族

中有两个或以上家族成员患有特发性 DCM( IDCM) ，则将其定

义为家族性 DCM( FDCM) 。IDCM 诊断的统一意见: 一级亲属

中至少有 20% ～35%的成员发病，其中涉及 31 个常染色体及 2
个 X 染色体关联染色体的点突变，但这些 点 突 变 仅 占 引 起

DCM 基因突变的 30% ～ 35%〔1〕。FDCM 在 DCM 中的比例高

达 35% ～ 48%〔2，3〕。而徐军等〔4〕报道 FDCM 的发生比例仅为

8. 8%。有研究〔5〕提示 FDCM 预后较散发 DCM 差，6 年生存率

分别为 6%和 23%。5 年生存率分别为 51. 5% 和 55. 7%。遗

传学研究认为遗传缺陷在 FDCM 发病中起重要作用。

1 FDCM 的特点

FDCM 具有如下遗传特点: ①遗传与临床表型异质性: 不

同家族不同基因的多种突变可以导致同样的 FDCM 表型，同一

家族相同基因的突变产生疾病特点的不一致性; 部分病例表现

为单纯 FDCM，部分伴有心脏传导系统疾病的 FDCM，部分年轻

男性进展迅速的 FDCM，可表现为肌无力、肌萎缩以及骨骼肌

活检发现典型肌营养不良表现，部分伴有感觉神经性听力丧失

的 FDCM。此外，还有很多患者尚不能归类，说明 FDCM 具有

临床表现型的异质性。②遗传基因外显不全: 家族成员中的患

病比例不一致，很多成员仅为致病基因携带者而无临床表现，

仅在超声心动图检查时表现出轻微的异常。研究表明，外显性

随年龄而增大，常染色体显性遗传者在＜ 20 岁时，外显率仅

10% ，但＞ 40 岁时则高达 90%〔6〕。③遗传方式多样性。包括

常染色体 显 性 遗 传 ( 56% ) 及 隐 性 遗 传 ( 16% ) 、X 连 锁 遗 传

( 10% ) 和线粒体遗传〔6，7〕。常染色体显性遗传即患者的双亲

之一往往是患者，家族成员中常有多例患者，可达半数以上，男

女患病机会均等，其特点是有近 50% 的外显率; 常染色体隐性

遗传，即患者的双亲都不是患者，但均是致病基因的携带者; X-

连锁遗传，其特点是女性携带 DCM 相关基因，但不发病，患者

均为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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