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谜米机器>>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谜米机器>>

13位ISBN编号：9787206072031

10位ISBN编号：7206072038

出版时间：2011-1

出版时间：吉林人民出版社

作者：[英]苏珊·布莱克摩尔

页数：374

字数：347000

译者：高申春,吴友军,许波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谜米机器>>

内容概要

本书视野开阔，背景恢弘，引人入胜。
它结束于直面我们人类本性的最深刻的问题。
这些问题的核心，乃是内在于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自我本性，正是这个自我构成了我们的意识核心，
体验着我们心灵深处的情感，拥有着我们的记忆和信仰，并为我们的种种生活任务作出抉择。
苏珊。
布莱克摩尔的结论语出惊人：那个内在的自我，那个“内在的我”，其实不过是一个幻觉而已，不过
是谜米为了它们自身的复制而虚构出来的一个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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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模仿、感染及社会学习美国心理学家桑代克也许是第一个清晰地对模仿下过定义的人。
他将模仿界定为：“通过观看某人（或某一动物）做某一行为而学会这一行为的过程。
”桑代克的这一定义（虽然限于视觉信息）抓住了模仿概念的核心含义，即在模仿过程中，有某一新
的行为方式通过从别人身上拷贝过来而被模仿者所习得。
自桑代克一百年之后，我们今天可以看出，这一点对于区分“感染”、“社会学习”和真正的“模仿
”是多么地重要。
“感染”一词可以在多种不同意义上被使用。
我们可以认为，观念是具有感染力的；我们也可以在谜米的传播与感染性或传染性疾病的传播之间进
行比较。
有时，“社会感染”一词也被用以描述诸如时狂、自杀等行为在社会上的传播。
但是，这种意义上的“感染”，并不是我在这里想与模仿加以比较的感染概念。
我在这里想将之与模仿概念相比较的“感染”，是指在通常情况下分别被人们不同地称为“本能性模
仿”、“行为的感染”、“社会促进”、“结伴情景”或（狭义的）“模仿”的那种含义。
不幸的是，社会心理学家们经常混淆了模仿与感染之间的差异，或将它们二者看做是同一个东西。
但近年来，比较心理学家们（即那些在动物行为和人类行为之间进行比较研究的心理学家们）却在对
我们很有用的一个方面澄清了二者之间的差异。
在人群之中，打呵欠、咳嗽、笑等行为是极易相互感染的。
确实，假如你周围所有的人都在放声大笑，你肯定也会情不自禁地大声笑起来。
比较心理学家们认为，这种类型的感染，依赖于某种特殊的刺激特征觉察器.这种觉察器能够觉察出别
人身上的某种行为特征，如笑声、打呵欠等，并能够激起觉察者内在具有的同样的行为特征，以作为
对在别人身上觉察出的这种行为特征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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