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习惯从一个人的面孔对其迅
速做出特质推断，比如从一个人的面部
信息推测其是否值得信任。我们能在极
短的时间内形成对某人性格方面的印
象，这个时间甚至可以短到几十毫秒。
实际上，这种印象的形成更多地是与我
们的直觉相关，并不一定经过了大脑的
加工，因而并非十分准确，鉴于这种不
准确性可能造成的不良后果，我们更应
该理智地“看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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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智地“看脸”
! 梅晶

面孔能够影响审
判的结果
究竟面孔的哪些特征会促使我

们对其形成特定的印象呢？
第一，面部的整体性特征，如娃

娃脸。我们通常会认为有着娃娃脸
的成人会更加柔弱、顺从。第二，面
孔的典型性。即面孔结构是否奇怪，
面孔越是不典型的人，则越会被认
为不可信。第三，与自己面孔的相似
性。我们会对与自己面孔相似的人
表现得更加亲和友善。最后，个人特
定的知识经验也会影响对面孔的评
价。当一些面孔和我们经验中常与
消极行为相联系的面孔相似时，那
这些面孔会被认为更具消极性。
这种面孔对个体印象的影响会

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投票选
举、审判决定以及约会等。在政治领
域，面孔显得有能力、亲和友善的候
选人，在选举中获得的票数也越多；
在商业领域，面孔显得更有能力、更
杰出的人能够被更好的公司雇用，
薪水也会更高。另外，!"#$年，一项
研究也发现，在涉及信任、犯罪行为
的判断方面，面孔同样扮演着重要
的角色，如面孔能够影响对罪责和
惩罚轻重的裁定及审判的结果等。
在配偶的选择方面，面孔的预测力
甚至超过身形吸引力的预测力。

儿童和老人都擅
长面孔推断
许多研究表明，成人擅长通过面

孔来看人，这种“面孔主义”倾向在人
的生命历程中是如何表现的呢？
其实，儿童在这方面同样表现

出惊人的“天赋”。!%&'年，一项有
关面孔推断的发展性研究表明，使
用面部信息来推断他人特质的倾
向，在童年时期就比较成熟，譬如五
六岁的儿童就能达到比较成熟的水
平。这表明，基于面孔做出推断早在
我们的儿童时期就已出现，并不需

要太多的社会经验。除此之外，科学
家就老龄化对第一印象的影响进行
了实验研究。文章中提到，老年人的
执行功能会随着年龄的增大而逐步
下降，但是这种基于面孔形成的第
一印象的准确性并没有随之下降。
可见，基于面孔的社会推断的准确
性和一致性并没有受到老龄化影
响，老年人同样擅长“看脸”。

面孔推断有多准？
依据面孔做出的判断的准确度

到底有多高呢？事实上，很多时候面
孔所提供的信息并不十分可靠。
虽然有充足的证据表明面孔的

信息对我们的评价影响很大，但我
们更应看到其他因素的作用（如具
体的环境等）。并不是所有基于面孔
的推断都有预测作用。
首先，一些特定的面部特质的

预测力与具体的领域有关。比如，候
选人的能力的高低在政治领域中一
般都很重要，所以，在政治领域中，
从面部信息判断候选人能力的有效
性可能更高。
其次，基于面孔的特质推断的

准确性还取决于个体的性别和种族
等因素。譬如，在芬兰人的选举中，
有能力的面孔能够预测男性政治候
选人的成功，但是不能预测女性政
治候选人的成功。
第三，基于面孔推断的准确性

还要看判断者自身的特质如何。如
受到候选人面孔影响的选民通常具
备这些特征：他们政治方面的知识
有限，对候选人不是很了解，而且一
般是因为在电视上经常看到候选人
的面孔，才对候选人有所熟悉的。
最后，我们可以通过接触更多

的其他非面孔信息来减弱面孔造成

的这种偏见性影响。
以上结果说明，我们的判断过

多依赖于微小的面部线索，而忽略
了其他信息的作用，比如年龄、性别
等，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这些信息
又是很容易获得并且很有价值。这
就表明，我们有时会错误地依赖于
那些基于面孔信息形成的判断。所
以，如果我们能够忽略一些面部线
索，而将注意力转移到其他线索中
去或许能够避免一些错误的发生，
从而更加理智地对待每一个人。

“看脸”是一把双刃剑
从生活经验来看，有时候面部

线索对人的性格特质的推断确实是
有效的。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考虑
这一问题。
首先，这种有效性可能包含另

一种可能。!%&$ 年的一项研究发
现，拥有某些面部线索的个体会逐
渐内化别人对他们的期望，或者以
一种证实社会偏见的方式来应对这
些面部的刻板印象。比如，一些面孔
线索具有威胁性或不可信的人，他
们可能会由于面部长相遭受比同龄

人更多的歧视或者消极对待，这会
让他们的行为变得更有侵略性且不
愿与他人合作。反过来，同龄人就更
容易认为他们不可信，如此恶性循
环，必然带来不良后果。
其次，事物都具有两面性，我们

也可以巧妙地利用“脸”来提高团队
运作的效率。!%&(年，一个关于面
部相似性对于团队效率影响的最新
研究表明，面孔不仅会影响个体的
评价，也会影响他人对团队的评价。
比如，增加团队成员的面部相似性
能够显著增强团队的预期表现和运
作效率。面部相似性的增加，虽然只
是团队面部特征的一个很小的方
面，却足以影响人们对团队的表现
和效率的评价。这其中的道理就在
于团队成员的面孔相似度越高，成
员之间的合作意向就会相应增加，
团队的效率就会随之提高。
由此可见，“看脸”有利有弊。从

消极方面考虑，“看脸”不是一种最
优策略，如果错误地利用面孔信息
会给我们身边的人带来很多负面影
响。从积极方面看，正确巧妙地对待
面部信息，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

如何做到理智“看脸”
生活中，即使依据面部线索做

出的推断不是很准确，我们在做决
策时仍旧倾向于依赖这些信息。
原因在于人们都有一种将事物

简单化和方便化的思维。科学家通
过研究总结了以下几种思维方式：
第一，短暂的延伸。我们倾向于将短
暂的状态看作是稳定的特质属性。
如使用一些较容易获得的面部信息
去做出一些与这些信息相一致的推
断。这就解释了同一个体的不同面
孔照片能够给人不同的印象。第二，
类型化。如果能够将一个面孔归类
到一种社会类别，我们就会利用这
种类别的相关知识对拥有该面孔的
个体做出特质推断。第三，并列机
制。当陌生人与经验中的某人面孔
相似时，我们会将该人一些重要的
品质概括化到该陌生人身上。第四，
依据面孔附带物品的功能属性。比
如，我们认为眼镜是学问多的象征，
因而戴眼镜的面孔更加聪明。
也就是说，即使有时候面孔信

息是有价值的，但是这些信息并非
很完美，我们总是倾向于做出超出
这些信息之外的推断，而在做决策
时往往又会过多地看重这些推断，
因而结果并不准确。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不可能只与空洞的面孔交流，
而是会获得更多肢体信息、言语信
息以及一些丰富的环境信息等，这
些都有助于在一些社会情境中做出
足够好的决策，但是会造成一种主
要信息来源于面孔的错觉。所以，很
多时候我们的决策是多种信息综合
的结果，而并非只是“看脸”的结果。
当我们从面孔来做推断时，往往

带有主观性，这种做法在有些场合下
会造成许多不当的后果。为避免这一
现象的发生，我们应该更加理智地去
关注一些更有用的非面部信息，从而
帮助我们做出更好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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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有直连环画原稿

一代人的集体“文化记忆”
! ! ! !此次拍品中，有 +幅由著名连环
画家、线描大师贺友直创作的连环画
原稿。贺老的连环画成就颇高，但其
原稿真迹已很难寻觅，此次的 +幅原
稿虽不成套，却也是相当珍贵，非常
具有收藏价值。
贺友直是我国著名连环画家、线

描大师。从事连环画创作 $%多年，共
创作了百余本连环画作品，对我国的
连环画创作和线描艺术作出了重大
贡献。贺友直的连环画绝非一般意义
上的“小人书”，而是一代人的集体
“文化记忆”。

他的连环画《火车上的战斗》曾
在 #,$/年全国青年美术作品展览中
获一等奖。《山乡巨变》在 #,(*年第

一届全国连环画评奖中获得一等奖，
被誉为中国连环画史上里程碑式的
杰作。代表作还有《白光》、《朝阳沟》、
《连升三级》、《十五贯》、《小二黑结
婚》、《申江风情录》等。出版有《贺友
直谈连环画创作》、《杂碎集》等专著。
!%%!年，八十高龄的贺友直创作出
白描巨制《申江风情录》，以白描的特
有魅力，描绘出上海小街之喧嚣、生
意之兴隆。!%%*年底，他根据儿时记
忆，为家乡父老创作了《新碶老街风
情录》组画，并将原作捐赠给北仑博
物馆。!%#'年，贺友直获第六届“上
海文学艺术奖”终身成就奖。

他是一位擅长通过连续画面言
说故事的天才画家。他在尺幅天地间

塑造着丰富多彩的人物形象、跌宕起
伏的情节和经典的造型姿态；以一管
衣纹笔纵横捭阖，勾勒点化各种故事
中的人和事，造就了一系列脍炙人口
的连环画人物形象。
他是一位积淀深厚、知识驳杂、

视野宽博的海上民俗画家。他与上海
历史相濡以沫将近一个世纪，他对于
不同时代的上海有着入木三分的认
识体察，有着“海上经典民俗通”“活
字典”的美誉。
他是一位善于继承、善于创新、

技艺精湛的绘画艺术家。他的画风多
变，勇于探索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
兼糅了各种线描的表现手法，最终形
成了贺氏线描风格。

上海新民传媒与上海产权拍卖经过半年多的筹备征
集，将于7月24日开槌“2016古籍善本、文房珍玩专场
拍卖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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