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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論古今，在世界各地的文化中，原諒普遍被視作一個好的行為。然而，我

們卻可以觀察到在被害人或被害人家屬原諒加害人的新聞下，有不少留言是對這

樣的行為抱持負面態度、甚至出言謾罵的狀況。而在心理學過去的研究中，對原

諒的研究普遍集中在原諒對原諒人自身及其與加害人間關係的影響上，而幾乎沒

有對社會怎麼看「原諒」一事進行探討。為了瞭解為何有些人會出現對原諒產生

負面態度的原因，本研究援引了 Haidt(1991)所提的道德直覺(moral intuition)以及

Batson 等人(2007)所提的道德憤怒(moral outrage)，認為這樣的現象是因為留言者

依循其道德直覺，判定原諒行為違反了其心中的道德標準而感到憤怒，進而在留

言上表現出負面的言語。 

 為了印證這個假設，本研究設計了三個與犯罪有關的情境(情殺、金錢糾紛、

酒駕致死)以及被害人或被害人家屬原諒家害人的敘述給參與者閱讀。初步結果

顯示，對原諒行為的道德判斷與憤怒情緒基本呈現負相關趨勢，但僅有在酒駕致

死的情境中兩者的負相關達到顯著(r=-.389, p<.001)，顯示情境的不同可能會影響

這個機制的成立與否。至於是否真的有影響、如何影響，則有待後續研究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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