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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列出了47种人类心理盲点或误区，并对之进行一一解读。
　　有理——所有的分析与论述都基于心理学的研究成果 　　有趣——生动的事例与设计精巧的实验
让您感同身受 　　有用——对您的生存、发展尤其是生活质量的提高有着直接的指导意义。
 让我们一起步入探索心理盲点的征途，去寻找生活的真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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邰启扬 ，1956年生，江苏省扬州市人。
现任职于扬州大学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教育系，副教授、中国心理学会会员、江苏省首批人事考试专
家。
长期从事心理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自1987年起从事催眠术研究。
独立撰写及与人合作撰写心理学等著作10多部，论文20多篇。
 2005年出版《催眠术》，引起较大社会反响，一直位列各大书城畅销书的排行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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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引言 你知道盲点吗1  会有个性完全相同的人吗2  当感觉被剥夺之后3  眼见是实4  错觉种种5  心诚则灵6 
动机愈强，效率愈高吗7  人的记忆力有好坏之分吗8  信息在头脑中是有变化的9  灵感的由来10  肥胖：
心理学家的解释11  你对睡眠知多少12  男女智力有差异吗13  我们生活在臆想的情境中14  莫名其妙随大
流15  不经意间，你被人操纵了16  神奇的心理感染17  “关注”的效用18  我们常犯的归因错误19  是什
么决定你的行为反应20  为什么“我不行”21  富贵险中求22  发财的都是些有心人23  他们是金钱的奴隶
吗24  得到的代价25  焦虑是不是件坏事26  人群中的孤独27  逃避，可能吗28  其实你不懂她的心29  为什
么热恋中的人几近疯狂30  为什么英雄难过美人关31  人是一束一束会行走的习惯32  个人魅力，可以改
善吗33  行动者的我与观察者的我34  追求成功还是逃避失败35  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36  去个性化，我不
再是我37  现有的，原来很珍贵38  人皆有之的嫉妒心39  潇洒人生应是这样度过的40  安全感与危机意
识41  儿童对成人的控制42  爱，需要能力43  他人在场影响活动效率44  你是变色龙吗45  他们为何不伸
出援手46  人际间的“心理气泡”47  人际冲突是与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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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　会有个性完全相同的人吗　　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曾在德国皇宫里断言：世界上没有两片完
全相同的树叶。
有些宫女不以为然，恰好她们也闲得没事干，就到皇家花园里拼命地找呀找，结果当然是徒劳的。
　　正如世界上找不到两片相同的树叶一样，世界上不可能出现两个个性完全相同的人。
这是由两大因素决定的，一是遗传，二是环境。
　　先说遗传。
　　遗传就意味着差异。
研究表明：一个受精卵的形成（个体的产生），是来自父体的800万不同精子染色体模式中的任何一种
和来自母体的800万不同卵子染色体模式中的任何一种相结合的产物。
人类除一种情况外，两个人遗传完全相同的可能性虽然不是完全不存在，但这可能性也小得可怜，大
约是60万亿分之一。
目前地球上大约有60亿～70亿的人口，而这个星球上肯定不会出现有60万亿人口的时候。
也就是说，两个人遗传完全相同的可能性只是理论上存在，实际上不大会发生。
　　上面说到有一种情况除外，这种情况就是同卵双生子。
由于同卵双生子是同一个受精卵分裂开的两个细胞，因此他们在遗传特性上是一模一样的。
　　这种同卵双生子在个性上会不会完全相同呢？
也不会！
原因是左右着人们个性形成的第二个因素，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更重要的因素——环境在起作用。
每个人的环境都是独特的，如果说两个人在遗传上相同的可能性理论上还存在，那么，两个人所处的
环境完全相同的概率为零。
因为人与人之间互为环境，你的环境中有我，我的环境中有你，因此我们所处的环境不可能一样。
　　这里有个典型例证，可以很生动地说明这个问题。
　　苏联心理学家在莫斯科大学历史系找到两个女生。
她俩是同卵双生子，自然是生活在一个家庭之中，并且从幼儿园开始到大学都是同班同学。
可她们俩的个性却迥然有别。
姐姐外向，妹妹内向；姐姐遇事有主张，妹妹则小鸟依人，见人害羞⋯⋯究其原因，是由于她俩所处
的环境不同所致。
双胞胎出生的时间间隔虽然只有几分钟，最多几小时，但社会赋予他们的角色却不同，一个是哥哥，
一个是弟弟，或者一个是姐姐，一个是妹妹（龙凤胎肯定不是同卵双生子）。
哥哥（姐姐）不管比他（她）的弟弟（妹妹）大多少，他（或她）都得承担照顾弟弟（妹妹）的社会
责任。
而弟弟（妹妹）则是有一个可以依赖的哥哥（姐姐）。
他们这种不同的环境，会造就出不同的个性来。
　　就说莫斯科大学的这两个女生吧，正因为她俩几乎时时都在一起，所遇到的情况也大致相同，通
常情况下，遇到事情都是姐姐上前处理，妹妹则在一旁观望。
例如，上大学报到的时候，所有手续一式两份，姐姐一下子就给办了，妹妹什么都不用操心。
正所谓：姐姐吃苦在前，妹妹享受在后。
久而久之，姐姐因需不断与外界打交道，则个性外向，妹妹因与外界接触少，则显得内向。
个性就是在这点滴的积累中逐步形成的。
　　至此，我们已经知晓为什么不可能出现两个个性完全相同的人的科学依据了。
接下来再讨论两个问题。
　　其一，不会有两个个性完全相同的人是好事还是坏事？
换句话说，我们跟别人不一样是好事还是坏事？
　　我们认为是好事。
　　人类的千差万别、丰富多彩既是客观的、自然的，对于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来说也是绝对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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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一想吧，如果所有的人都毫无差别，成为一个统一的模式，那么生活将暗淡无光，缺乏生气与活力
，科学的进步，社会的发展将变得不可思议。
从个人意义上来讲，如果我们和别人完全一样，那么我们的存在还有多大的价值呢？
　　其二，人类个性的这种差异性是否排斥共同性的存在？
　　我们认为并不排斥。
　　学者们在社会生活中发现，同一国家、同一社会、同一民族、同一阶级、同一年龄段的人，必然
有其相对同一的心理特点。
在新几内亚的三个部落的人，就各有其共同的特点。
居住在山区的阿拉比修族，人们相互协作、不争强好斗、性情温和。
居住在河川地带的孟都古母族，习惯于狩猎肉食生活，人们带有明显的攻击性、残忍性、嫉妒性、竞
争性等个性特征。
居住在湖泊地区的张布里族，男女有明显分工，女子当权。
支配性较强，具有攻击、支配的特征，男子对女子则表现有自卑感。
每一个中国人，在读到《阿Q正传》这部小说时，对照对照自己，总觉得哪儿有点相像。
为什么呢？
因为在阿Q身上，集中了每个中国人或多或少都有的病态国民性特征。
所谓国民性，就是一个国家中人民所普遍具有的众数特性。
由此我们可以得知，个体的个性独特，并不排斥有其共同性的存在。
正是个性中有共性，共性中有个性，我们的社会生活才是那样的丰富，而我们彼此之间的理解也才具
有可能性与现实性。
　　承认世界上不可能出现两个个性完全相同的人这一事实，对我们生活的启示是：我们不能要求别
人（不管是什么人）有一样的想法，一样的态度，一样的兴趣，一样的需求，一样的爱好，一样的⋯
⋯只要是两个人，就不可能做到完全一样。
“心心相印、亲密无问”那是小说家骗少男少女的把戏。
你去问问他们自己，和谁真正“心心相印、亲密无间”过？
　　承认差异、尊重差异，是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最重要的认识基础，这一点搞不明白，冲突（显性
的或隐性的）必然不期而至。
　　我曾和一个朋友的太太发生过一场争执。
　　朋友的太太不让他看足球，说那玩意跑来跑去有什么意思？
不仅如此，她还让他老公看黄梅戏，说那才是一种享受。
我这朋友惧内，敢怒而不敢言。
于是，我就“见义勇为”与朋友的太太争辩起来。
我说：“为什么要以你的标准为标准？
别人不反对你看黄梅戏，你为什么要反对别人看足球？
各看各的不是挺好吗？
”她说：“不是我不让他看足球，是因为足球实在没看头；不是我逼他看黄梅戏，是因为那才是真正
好看的东西。
我爱我老公，当然要让他享受好东西。
”言毕，回过头来问他老公：“老公，你说对吗？
”她老公连声称是。
我　　一声苦笑，对我朋友说：“算我多嘴，你就慢慢欣赏黄梅戏吧！
”　　也许，朋友的太太是真心爱她的老公，可她不承认更不尊重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未必会给她所
爱的人带来幸福感，这一点大概是没有什么疑问的。
　　2　当感觉被剥夺之后　　人们在生活和工作中，由于特殊的原因，有时会陷入与世隔绝的处境
，过后，他们报告了非常特殊的体验。
例如，船只失事，水手们在辽阔的海洋里垂死挣扎，曾产生过荒诞离奇的幻觉。
飞行员驾驶飞机，离地面几千米，在连续巡航几小时以后，有时会产生与世隔绝的感觉：身冒冷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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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或飞行仪器，总觉得有一些陌生的物体在自己周围飞来飞去，严重的会导致坠机的
结局⋯⋯　　这里所说的感觉与日常生活中人们所说的感觉有所区别。
在科学心理学的定义中，感觉是指人脑对当前直接作用于感觉器官的客观事物的个别属性的反映。
虽然我们没有意识到，但它每天却成千上万次发生在我们每个正常人的身上。
感觉是一种最简单的心理现象，但同时也是一种最重要的心理现象。
它不仅是人类认识世界的源泉，是一切心理活动的基础，而且对维持人们正常的心理状态也有着极为
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为探究上例中的“与世隔绝效应”，1950年，加拿大政府委托心理学家D．O．赫布研究隔离的心理反
应。
于是，D．O．赫布就做了一个感觉剥夺实验。
　　实验者征募了一些大学生为被试，告诉这些大学生们，你们每忍受一天的感觉剥夺，就可以获
得20美元的报酬。
当时大学生打工的收入一般是每小时50美分，因此一天得到20美元是一笔不菲的收入。
而且在实验中，要求大学生所做的事情好像是一次愉快的享受，因为实验者要他们做的只是每天24小
时躺在小房间里的一张极其舒服的床上，只要被试愿意，尽可以躺在那儿白拿钱。
　　在实验的过程中，除了让被试吃饭、上厕所，严格控制被试的任何感觉输入。
为此，实验者给每一位被试戴上了半透明的塑料眼罩，可以透进散射光，但图形视觉被阻止了；被试
的手和胳膊被套上了用纸板做的袖套和手套，以限制他们的触觉；同时，小房间中一直充斥着单调的
空调嗡嗡声，以此来限制被试的听觉。
　　参加实验的大学生们本以为实验者为他们提供了一次安安心心睡大觉的机会，他们正可利用感觉
被剥夺后的清静安宁，思考学业或整理毕业论文的思路，同时还能得一笔钱。
但学生们不久就发现，他们的思维变得杂乱无章，他们没忍受几天就不得不要求立刻离开感觉剥夺的
实验室，放弃20美元的报酬。
实验后，学生们报告说，他们对任何事情都无法做清晰的思索，哪怕是在很短的时间内；他们感觉自
己的思维活动好像是“跳来跳去”的，进行连贯性的集中注意和思维十分困难，甚至在剥夺实验过后
的一段时期内，这种状况仍持续存在，无法进入正常的学习状态。
还有部分被试报告说，在感觉剥夺中，体验到了幻觉，而且他们的幻觉大多都是很简单的，比如有闪
烁的光，有忽隐忽现的光，有昏暗但灼热的光。
只有少数被试报告说是体验到较为复杂的幻觉，比如曾有一个被试报告说他“看到”电视屏幕闪现在
眼前，他努力尝试着去阅读上面放映出的不清楚的信息，但却怎么也“看”不清。
　　此后，许多学者发展出了多种形式的感觉剥夺实验研究方法，所有的实验都显示了在感觉剥夺情
况下，人会出现情绪紧张忧郁、记忆力减退、判断力下降，甚至各种幻觉、妄想，最后难以忍受，不
得不要求立即停止实验，把自己恢复到有丰富感觉刺激的生活中去。
可见，丰富的感觉刺激对维持我们的生理、心理功能的正常状态是必需的。
现实生活中，雷达测量员和长途汽车司机几乎都处于轻微的感觉剥夺状态。
正因为如此，他们有时会看见实际上不存在的东西，从而引发事故。
　　丰富多彩的外界环境还是我们智力和情绪等心理因素发展的必要条件，大脑的发育，人的成长、
成熟是建立在与外界环境广泛接触的基础之上的。
我们应当积极感受光怪陆离的外部世界，从环境中获得更多的知识和信息，才能发展自己的聪明才智
；封闭的环境则会限制人的智力和个性的发展。
古人就曾说过，人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在古代欧洲的一个国家里，因为发生政变国王被杀害，他的儿子也就是王子被囚禁在一个地堡里长达
十年之久。
给吃的也给喝的，就是终年不见天日，也没有人理他。
到了被救出之时，除了还活着，已成一个完完全全的废人。
　　我们常常看见很多父母在教育孩子时，不许做这个，禁止做那个。
不许小孩子玩水以免把衣服弄湿，不许孩子玩沙子以免弄脏了手，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把孩子的感觉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盲点>>

给剥夺了。
孩子其实只是在不断地尝试，通过尝试来感知周围的世界。
我们不能光是“告诉”孩子应该怎么办，还要让孩子去“尝试和决定”应该怎么办。
“尝试”可能失败，“决定”也未必正确。
这里，结果并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是过程。
对这过程的感受会促进孩子诸方面的全方位发展。
特别是在生命的早期，这种感受更是弥足珍贵。
　　让我们再来看一段文字，它出自于美国著名女作家海伦之手。
她又盲又聋，失去了许多正常人所拥有的感觉。
她的感受，可能能从另一个侧面佐证感觉的重要性。
　　我们大多数人认为生命理所当然，我们明白总有一天我们会死去，但是我们常常把这一天看得非
常遥远。
当我们身体强壮时，死亡便成了难以想象的事情了。
我们很少会考虑它，日子一天天过去，好像没有尽头。
所以我们为琐事奔波，并没有意识到我们对待生活的态度是冷漠的。
我想我们在运用我们所有五官时恐怕也同样是冷漠的。
只有聋子才珍惜听力，只有盲人才能认识到能见光明的幸运。
对于那些成年致盲或失聪的人来说尤其如此。
但是那些听力或视力从未遭受损失的人却很少充分利用这些幸运的能力，他们对所见所闻不关注、不
欣赏。
这与常说的不失去不懂得珍贵，不生病不知道健康可贵的道理是一样的。
我常想如果每一个人在他成年的早些时候，有几天成为聋子或瞎子也不失为一件幸事。
黑暗将使他更珍惜光明；沉寂将教他知道声音的乐趣。
有时我会试探我的非盲的朋友们，想知道他们看见了什么。
最近我的一位非常要好的朋友来看我，她刚刚在树林里走了很长时间，我问她看见了什么。
“没什么特别的。
”她回答说。
如不是我早已习惯了这样的回答，我也许不会轻易相信，因为很久以前我就相信了有眼睛的人看不见
什么。
　　我问自己在树林中走了一小时，怎么可能什么值得注意的东西都没有看到呢？
而我一个盲人仅仅通过触摸就发现了数以百计的有趣的东西。
我感到树叶的对称美，用手摸着白桦树光滑的树皮或是松树那粗糙的厚厚的树皮。
春天里我满怀着希望触摸着树枝寻找新芽，那是大自然冬眠后醒来的第一个征象。
我感到了花朵的可爱和茸茸的感觉，发现它层层叠叠地绽开着，大自然的神奇展现在我的面前。
当我把手轻轻地放在一棵小树上，如果幸运的话，偶尔会感到歌唱的小鸟欢快地颤动。
我会愉快地让清凉的溪水从手指间流过。
对我来说，满地厚厚的松针和松软的草坪比奢华的波斯地毯更惹人喜爱。
对我来说四季变换的景色如同一场动人心魄的不会完结的戏剧，剧中的人物动作从我的指尖流过。
我的心不时在呐喊，带着对光明的渴望。
既然仅仅通过触摸就能使我获得如此多的喜悦，那么光明定会展示更多美好的事物啊。
可惜的是那些有眼睛的人分明看到很少，整个世界缤纷的色彩和万物的活动都被认为是理所当然。
也许不珍惜已经拥有的，想得到还没有得到的是人的特点，但是在光明的世界里只把视觉用做一种方
便的工具，而不是丰富生活的工具，这是令人多么遗憾的事情啊。
噢，假如我拥有三天光明，我将会看见多少事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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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你一定听说过一个词——盲点，但你知道它是怎么回事吗？
生活中我们有着太多太多的视而不见或者考虑不周，有着太多太多的心理盲点或日心理误区，这些盲
点或讴误区太多是我们听不自知，从而导致了一系列错误的认知和行为。
显然，它直接影响到我们的生活质量，而追求生活质量又是现代人的终视目标。
本书列出47种人类心理盲点或误区⋯⋯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盲点>>

版权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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