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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自恋者对大字体的偏爱①

刘凯歌,　许欢欢,　毕重增

西南大学 心理学部/心理学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４００７１５

摘要:大小暗含着优越与卑劣的情感色彩,这种情感隐喻契合自恋者自我夸大的特征,因而可能影响他们的认知

加工过程．通过词汇分类任务和内隐联想测验,可以探查自恋对字体大小偏爱过程的影响,研究发现:高自恋者偏

爱大字书写的积极词汇和自我词汇,对小字书写的消极和他人词汇表现出认知厌恶;其内隐自我态度与大字体更

容易形成联结．高自恋者对大字体积极自我词汇存在外显和内隐层面的认知偏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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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通常会将高大建筑与一些重要机构、著名公司相联系,将小建筑与普通部门、小公司相关联,可

见建筑物的大小会影响个体对其内部机构优劣性的判断．与此类似,有研究发现,相对于小体型,大体型更

能为个体营造一种优越性,个体可以通过开放性的身体姿势传达出骄傲、自我加强的情感体验[１]．这种大

体积和“优越”相联系,小体积与“卑劣”相关联的现象即“大即是好”效应[２],由于这种效应的存在人们会更

偏爱大事物．
认知偏好研究发现,个体因人格特质的差异而对自我相关信息存在不同的偏好,例如,高自尊者有积

极的记忆偏好[３],相比低自尊者更注意接纳性信息,对拒绝性信息有抑制倾向[４];高神经质被试对负性词、
低神经质被试对正性词、内倾者对内向词、外倾者对外向词均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认知偏好[５]．有研究[６－７]发

现,自恋者表现出自我中心、自我夸大、积极自我幻想等特点,认为自己在各方面优于他人,这很可能也会

影响自恋者的认知偏好．对自恋者内隐特质的研究发现高自恋者具有内隐自大倾向[８],有高的内隐自尊[９];
同时发现其内隐自我重要性不稳定,受人际服从地位的影响[１０],内隐自尊脆弱,不稳定[１１]．

本研究将人格特质(自恋)与“大即是好”效应相结合,从内隐和外显两个角度探讨自恋特质对事物大小

偏爱的影响．使用生僻汉字对正常人群词汇认知加工的研究发现,个体在大号目标字上表现出加工优

势[１２];国外对病态自恋者的研究[１０]中,使用“you”和“me”指代自我和他人,发现病态自恋个体对大自我、
小他人词汇加工更快．这些研究一方面指出“大”具有一种普遍的加工优势,另一方面也指出大偏爱效应可

能受与字体匹配的内容的影响．研究认为自恋者对大的偏好,不仅涉及“大”本身,还包含了大所指代的内

容效价(积极、消极),同时还与大小维度中的“小”以及与他人的对比有关．自恋者偏好大的积极事物,而不

是所有大的事物,他们认为自我优于他人,易将“大”暗含的优越性与自我联系在一起,同时倾向于将“小”
隐含的信息与他人联系在一起,即将自我看大,将他人看小．

本研究选取高、低自恋两组被试,在两个研究中通过操纵词汇书写大小、词汇属性(效价),以及自我

与他人的认知角度,分析在外显和内隐层面不同自恋水平者对积极和消极词汇、自我和他人词汇归类速度

的差异,探析高自恋者对大小属性的选择性偏好,以及这种认知加工过程与自恋者内隐态度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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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实验１
１１　研究方法

１１１　被　试

河南省荥阳市第一中学高一与高二学生共２５１人完成自恋人格问卷,选取自恋人格问卷总分两端２７％
的被试各６８人进入实验．实验１A经删除和校正后最终分别获得高、低自恋组被试２９人和３９人,实验１B
经删除和校正后最终分别得到高、低自恋组被试２４和３４人．
１１２　工具和材料

自恋人格问卷(NarcissisticPersonalityInventory,NPI)[１３]由４０个二选一的迫选项目组成,总分越高

表示自恋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问卷的克龙巴赫a 系数为０６９．
实验１A选用态度研究中经常使用的词汇,按照一定的筛选标准,最终得词汇２０个．积极词包括高贵、

统帅、领袖、霸业、诚实、热情、魅力、智慧、优秀、风趣;消极词包括低级、肮脏、廉价、卑鄙、狡猾、妒

忌、冷漠、服从、抑郁、残暴．
实验１B选用指代自我和他人的词汇为实验材料,获取自我和他人词汇各７个．自我词包括我、俺、我

的、自己、本人、自己的、俺的;他人词包括他、他人、外人、他人的、别人的、他的、别人．
制作“大自我”、“大他人”、“小自我”、“小他人”图片各７张;“大消极词”、“大积极词”、“小消极词”、

“小积极词”图片各１０张．图片为黑字白背景,大字体词汇为２８号宋体,小字体词汇为２０号宋体．
１１３　实验过程

实验前一周施测 NPI,并筛选出高低自恋组被试．实验中,被试要在计算机屏幕上的注视点“＋”消
失后,对呈现的词汇做“积极”与“消极”、“自我”与“他人”的判断,并在保证正确率的前提下尽快做出反

应．实验１A中被试需完成４０次判断,实验１B中被试需完成２８次判断,计算机自动记录被试的反应时

和正确率．
１２　结果与分析

统计分析之前删除反应正确率低于９０％的数据,同时将反应时低于３００ms的数据用３００ms代替,将

大于３０００ms的数据以３０００ms代替．
１２１　字体大小对积极/消极词语归类任务的影响

对实验１A中被试的反应时进行统计分析发现,高自恋组的平均反应时为９８８５６ms,低自恋组的平均

反应时为１０９５６７ms．方差分析发现,被试对积极词汇的反应时快于对应的消极词汇(F(１,６６)＝２０３５,

p＜００１,η２
p＝０２４),自恋水平和字体大小的主效应无统计学意义,字体大小与自恋水平的交互作用有统

计学意义(F(１,６６)＝６０１,p＜００５,η２
p＝００８),自恋水平影响个体对不同字号材料的加工速度．字体大

小与词性的交互作用有统计学意义(F(１,６６)＝１８５１,p＜００１,η２
p＝０２２),字体大小、词性与自恋水平

的三重交互作用有统计学意义(F(１,６６)＝５６２,p＜００５,η２
p＝００８),表明个体对不同字号的积极、消极

词汇的认知加工受自恋水平的影响,不同条件下被试的反应时如表１．
表１　不同自恋水平者在积极/消极词汇判断任务中的反应时 ms　

高　　自　　恋

大　　字

积极 消极

小　　字

积极 消极

低　　自　　恋

大　　字

积极 消极

小　　字

积极 消极

M ８８４４８ １１１５５５ ９９４５７ ９５９６６ １０１６６３ １１１９２７ １１１０５８ １１３６２２
SD ２４６７５ ３３１８３ ２８８６４ ３１７３２ ２３７７９ ２５８６１ ２４４０５ ３３８０１

　　简单效应分析显示,个体对大字积极词和小字消极词的反应时分别短于小字积极词(F(１,６６)＝
２２９５,p＜００１,η２

p＝０２６)和大字消极词(F(１,６６)＝５６７,p＜００５,η２
p＝００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表明字体大与积极、字体小与消极之间存在对应的联结优势．高自恋组对大字书写的积极词和小字书写的

消极词的反应时快于低自恋组,平均反应时之差分别为１３２１５ms(F(１,６６)＝４９８,p＜００５,η２
p＝００７)

和１７６５７ms(F(１,６６)＝４７８,p＜００５,η２
p＝００７),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表明所有个体都对大字积极、

小字消极词汇存在加工优势,且这种现象受自恋水平的影响,高自恋者更明显地表现出这种偏爱,在高自

恋组被试的认知观念中大更多的与积极相链接,而对小更多的与消极相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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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２　字体大小对自我/他人词汇归类任务的影响

对实验１B中被试的反应时分析发现(表２),所有被试对自我词汇的平均反应时为７７１２９ms,对他

人词汇的平均反应时为８１１３５ms．高自恋组的平均反应时为７９４７７ms,低自恋组的平均反应时为

７８８８９ms．方差分析发现,自恋水平、字体大小和词类属性(自我/他人词汇)三个因素的主效应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自恋水平与字体大小的交互作用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自恋水平和词类属性的交互作用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字体大小与词类属性的交互作用有统计学意义(F(１,５６)＝１２８６,p＜００１,η２
p ＝

０１９);字体、词类属和自恋三者交互作用有统计学意义(F(１,５６)＝５０８,p＜００５,η２
p＝００８)．说明

将自我看大是普遍存在的,但对字体与词类属性的不同组合加工会受个体自恋水平的影响．
表２　高、低自恋者在自我/他人词汇归类任务中的反应时 ms　

高　　自　　恋

大　　字

自我 他人

小　　字

自我 他人

低　　自　　恋

大　　字

自我 他人

小　　字

自我 他人

M ６８４０７ ８３４４６ ８７０９９ ７８９５５ ７４２０９ ８１２５３ ７９１６７ ８０９２３
SD １７１７７ ２８８０８ ４４０６７ ３９１４０ ３０６２４ ３４８６２ ４０９５１ ３７５９７

　　简单效应分析显示,被试对大字与自我的组合反应快于小字与自我的组合(F(１,５６)＝８３８,p＜
００１,η２

p＝０１３)、大字与他人的组合(F(１,５６)＝２０２９,p＜００１,η２
p＝０２７),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他人

词汇的大与小、小字水平自我与他人词汇间的反应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高自恋者对大字与自我的组合反

应时短于小字与自我组合(F(１,５６)＝８８２,p＜００１,η２
p＝０１４)、大字与他人组合(F(１,５６)＝１６０５,p

＜００１,η２
p＝０２２),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低自恋者对大字与自我组合的反应时短于大字与他人组合的反应

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１,５６)＝５００,p＜００５,η２
p＝００８)．说明所有人都偏爱大字自我词汇,但是相

比低自恋者,高自恋者对自我持有更加积极的认知．

２　实验２
２１　研究方法

２１１　被　试

实验１中所挑选的高、低自恋组被试各６８人,经删除和校正后得到高自恋组２４人,低自恋组３１人．
２１２　实验材料

实验采用内隐联想测验(IAT),包含目标概念与属性概念两类词语,目标概念词汇分为自我相关词汇

和他人相关词汇两种,属性概念词汇分为积极词汇与消极词汇两种,词汇与实验１相同．
２１３　实验过程

采用内隐联想测验范式进行,被试对目标词汇做出按键反应后程序自动呈现下一个词汇,不按键则不

能继续．程序自动记录被试的反应时和正确率．整个实验过程被试共要完成３８０次判断．
２２　结果与分析

在对实验结果进行分析之前先将数据中正确率低于８０％的被试删除,然后将反应时小于３００ms的数

据记为３００ms,将反应时高于３０００ms的记为３０００ms．
IAT任务反应时分析发现,当采用小字书写时,所有被试在相容任务中的平均反应时为８７５９６ms,

不相容任务中的反应时为１０６１０９ms;当采用大字书写时,所有被试在相容任务中的平均反应时为

８２１０６ms,在不相容任务中的平均反应时为１１４０５４ms．各组被试在相容与不相容任务反应时之间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表３),所有个体都对自己持有一种积极的内隐态度．在相容任务中,大字和自我、积极词汇

的匹配加工较快,反映了个体对自我的偏爱;而小字体和他人、消极词汇的匹配有较快的加工速度很可能

反映了个体对他人的贬低．
对IAT中不相容任务与相容任务反应时的差异进行计算,差值越大说明个体对自己的态度越积极,对

他人的态度越消极．结果发现,采用大字体材料时,高自恋组的IAT差异值为３８２９３ms,低自恋组的IAT
差异值为２７０３７ms,当采用小字体材料时,高自恋组的IAT差异值为１６６８２ms,低自恋组的IAT差异

值为１９９３１ms．以字体大小和自恋水平为自变量,以IAT差异值为因变量进行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字体

大小主效应有统计学意义(F(１,５３)＝２５３７,p＜００１,η２
p＝０３２),字体大小和自恋水平之间交互作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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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意义(F(１,５３)＝７２７,p＜００５,η２
p＝０１２)．简单效应分析发现,在大字词汇条件下高自恋组被试

相对于低自恋组被试有更好的内隐自我态度(F(１,５３)＝８７７,p＜００１,η２
p＝０１４);高自恋者在大字条

件下的内隐自我偏好程度强于小字条件(F(１,５３)＝２８６４,p＜００１,η２
p＝０３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进

一步说明高自恋者对大字体存在着偏爱,对大字体材料的认知加工内隐地增强了高自恋者对自我的偏爱、
对他人的贬损．

表３　IAT任务反应时 ms　

高　　自　　恋

大　　字

相容 不相容

小　　字

相容 不相容

低　　自　　恋

大　　字

相容 不相容

小　　字

相容 不相容

M ８４８５０ １２３１４２ ９３８９１ １１０５７３ ７９９８２ １０７０１９ ８２７２３ １０２６５４
SD １３５８９ １９５４５ １６３６６ ２００２９ １３８８９ ２１５４４ １５５５９ ２０１８６
t １３４８∗∗ ７９１∗∗ １１１７∗∗ ９０２∗∗

　　注:∗∗p＜００１．

３　讨　论

本研究发现大字体与积极或自我词汇匹配、小字体与消极或他人词汇匹配时,高中生的反应速度都更

快,且这种认知加工受自恋水平的影响．高自恋群体对大字积极和自我词汇有认知偏爱,对部分小字词汇

有认知厌恶．在自恋者的认知观念中自我与积极,他人与消极有更强的关联,“大”更具有优越的情感意义,
“小”更具有卑劣的情感意义,他们偏爱大而厌恶小．单独考虑大小因素时,研究并未发现“大”的加工优势,
可能因为以往的研究中使用生僻字,其意义维度并未影响或者较少地影响个体的认知加工;而本研究中使

用有意义的常见词汇,词汇意义与外形加工发生了交互影响,个体只对大的自我相关的、积极事物表现出

加工优势,即大小偏爱效应受与其匹配的刺激的意义影响．
本研究不仅证实了大的加工偏爱,而且还发现了小的加工优势．高自恋组被试对大字自我和积极词汇

以及小字他人和消极词汇的反应时快于低自恋组被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隐喻一致性效应指出刺激的知

觉特点所具有的隐喻意义与刺激本身的意义的匹配情况影响个体的认知加工[１４]．就字体大小的隐喻意义与

字义的匹配情况而言,“大”暗含好、优越的意义,与积极词汇的意义相一致,又因为个体对自己持有的积

极自我偏好[１５],使得“大”暗含的意义与自我词汇相一致．与此类似,“小”所暗含的卑劣的意义则使得小字

体与消极和他人词汇相匹配,“大”与自我或积极词汇的匹配符合隐喻一致性,个体对它的认知加工时间更

短;而大字与消极和他人词汇的匹配则违反隐喻一致性,则需要更长时间的认知加工．大小或外形的加工

处于字词加工的早期阶段[１６],当高自恋者将词汇的外形加工为“大”时,其认知网络中大与自我、积极的强

链接可能促使个体产生大字体匹配积极或自我词汇的期待,若后续字义加工结果为他人或者消极词汇,就

会与之前的认知期待产生冲突,从而延长归类反应时间．
自恋者对大且积极事物的偏爱不仅仅表现在字体上,他们对能突显其优越性、与众不同特点的其他物

体也可能存在广泛的偏爱,例如,自恋者可能会特别偏爱大房子、大车子,这对理解经济行为有一定意义

(有较高社会地位、名气的群体更具自恋倾向,同时也具有较强的消费能力)．身体意象方面,自恋个体可能

更偏爱高大、强壮的对象,这对理解高薪白领群体的婚姻困境具有一定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使用的自恋人格问卷测量的是能力方面的自恋,使用能力性特质词汇的研究通

常发现自恋者具有积极的内隐自我观点,但选用关系性词汇的研究通常无法得出类似的结论[１７]．本研究选

择与优越感和特权感相关的形容词属于能力性特质,得出的结论并不能推广到自恋特质的关系性方面;另

外,两个研究中使用相同的被试可能对结果产生一定的影响．
总之,高自恋者在内隐和外显层面表现出对“大”积极、自我的偏爱,将“小”与消极、他人相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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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ggerIsBetter”:HighNarcissistsPreferencetoBigSizeFont

LIUKaiＧge,　XU HuanＧhuan,　BIChongＧzeng
ResearchCenterforPsychologyandSocialDevelopment,FacultyofPsychology,SouthwestUniversity,Chongqing４００７１５,China

Abstract:ResearcheshaveindicatedthatpeopletendtorelatetheobjectssizetotheirqualityＧbigmeans
good,andsmallequalsbad．ThisaffectivemetaphorcorrespondswithnarcissistsselfＧawarenessthatthey
arespecial,andaresuperiortoandbetterthanothersinanydomains．Thustheircognitiveprocessmaybe
affectedbythismetaphor．Thepresentresearchusestwoexperiments,classificationofwordsandimplicit
associationtesttask,toexplorethiseffect．Inthefirststudy,highnarcissistsrespondfasterthanlownarＧ
cissistsonbigＧpositiveandsmallＧnegativewords,andtheyalsorespondfasteronbigＧselfwordsthanon
smallＧselfwordsandbigＧotherwords．InthesecondstudytheresultssuggestthatallstudentshaveaposiＧ
tiveimplicitattitudetowardthemselves,buthighnarcissistshaveamorepositiveimplicitattitudetowards
themselvesthantowardsothers．Inconclusion,thesefindingssuggestthattheeffect“biggerisbetter”has
moreimpactonhighnarcissists,andtheypreferbig,positiveselfbutrelatenegativeorsmalltoothers．
Keywords:narcissism;bigfontsize;smallfontsize;cognitivebi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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