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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央视这么多次改版"大概没有哪次

像这次这么受欢迎# $魔鬼心理实验室的

一位男研究生议论道#

!你主要是指它晚上 !"%#"档的纪

录片吧& $一位女生问他#

!对啊'你知道吗&上次(舌尖上的中

国)不但在中国广受欢迎"很多老外也很

喜欢# 这两天正在播的反映二战的片子

(天启)看得也很过瘾# $

!(天启)我也看了"不过我可不像你

们男生"我一点也不觉得过瘾#我看得很

难过"战争中死了那么多无辜百姓"集中

营里的犹太人"死的时候饿得只剩骨头"

该千刀万剐的希特勒#还有我一直在想"

那时的德国人怎么这么狂热*残酷"都像

被洗脑似的# 如果说一个希特勒发疯了

可以理解"难道所有德国人都中邪了& $

!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张结海走

了过来"!那我们今天就来温习一下塔菲

尔的社会身份理论# $

! ! ! !张结海 实验心理学家!在国际"国内权威心理

学专业杂志上发表多篇有影响的论文!提出了多个

心理学的理论模型#

! ! ! !曲玉萍 大学实验心理学专业讲师!法国政府青年

社会学精英学者!!"#$国家科研中心客座研究员$

魔鬼心理实验室主持人

沉默在沟通中的意义
!!!!

经 典 感 悟
!!!!

爱 的 教 育

社会身份理论的经典实验
有时候一个个体一旦融入到群体就

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他的行为会变得异
常兴奋或令人不安。当人类集群在一起
之后，他们就开始做一些奇怪的事情了：
模仿对方的言行、喜欢本群体成员而讨
厌其他群体成员、寻找一个领导来崇拜、
与其他群体发生争斗。想想那个著名的
夏令营实验，一群完全陌生的孩子来到
夏令营，被随机分成两组，几个简单的步
骤就能让他们发生冲突。
但是，想想你属于的群体类型，你就

会意识到不同的群体差异会有多大。有
些群体更像同一个单位的兵营，或是由
从穿开裆裤就相互认识的朋友组成的，
这种群体持久、团结、互助，这种群体中
成员志同道合、气味相投、惺惺相惜。对
此，你大概不会觉得奇怪吧？另一类群体
则要松散得多，某个大型体育俱乐部的
支持者、为了临时项目只在一起工作几
个月的同事。
或者，在一个画廊里欣赏同一幅画

的人？你也许觉得仅仅站在一幅画前面
欣赏 !"秒就能形成一个群体是绝对不
可能的，因为时间太短了，太稍纵即逝
了。但是这恰恰是塔菲尔和同事当年做
的心理实验所需要的时间。
他们相信，把帽子从头上拿下来的

功夫就足够形成一个群体，并且形成随
之而来的对其他群体的歧视。他们甚至
相信一个群体可以在成员之间从来没有
面对面接触过，甚至彼此都不认识，而且
他们的群体行为并没有实际后果，也就
是说，他们从这个几乎不存在的群体中
无法得到什么或失去什么。
塔菲尔和他的同事用了一个非常漂

亮的实验来回答了上面的问题，他们将
#$到 #%岁的少年带到实验室，然后给
他们看两位抽象画大师的绘画作品，塔
菲尔告诉这些少年，他们对这些抽象画
的偏好将决定他们分在哪个组。
实际上，根本没有所谓的组，这么做

的目的只是让被试者形成“我们”和“他
们”的概念，之后他们被一个个带到一个
小房间，每个人被要求分配一笔虚拟的
钱给“我们”组和“他们”组的各个成员，
所谓的“我们”组和“他们”组根本看不
到，看到的只是每个成员的代码。
实验结果非常惊人，这些孩子的分

配方案表现出严重地向“我们”组倾斜的
趋势。请特别注意，在这个实验中，每个
孩子都没有见过其他任何人，他们也不
会从其他人那里获得什么实际好处，因
为分配的是虚拟的钱。
因此，可以想见在现实生活中，人们

会有何等强烈的理由偏爱自己的群
体——因为通常这对你有利，你通过保
护和你相似的人保护你自己。

社会身份理论的核心观点
塔菲尔提出“社会身份理论”来解释

上述少年的行为。塔菲尔认为我们每个
人是通过群体来形成我们自己的身份
的。比如，你在工作、你在家庭、你在社会
等各方面都属于一个群体。这些群体会
部分地决定你如何回答“我是谁”这个问
题。
既然我们所属的群体决定我们的身

份，因此自然而然我们希望我们的群体
比其他群体地位更高、形象更好，尤其重
要的是，高低是比较出来的，所以人类有
时候就会通过瞧不起其他群体来抬高自
己的群体。上面实验中的少年正是通过
向自己群体倾斜的分配方案来抬高自己
的群体的地位。
二战时期的德国，他们通过清洗犹

太人和吉普赛人达到认同日耳曼民族是
最优秀的民族的目的，他们甚至嘲笑法
国的海外兵团，因为海外兵团的士兵来
自法国的非洲殖民地。德国人嘲笑说，法
国竟然沦落到需要奴隶来保卫高尚文明
的地步。而随着战争早期德国人在战场
上一步步取得胜利，德国国内的狂热情
绪达到了顶点。看，这是何等明显的证据
证明德国人确实高人一等！

吴亦君 亦君工作室主任! 国家二级

心理咨询师$ 互动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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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大卫读小学一年级，是个令老师头
疼、同学讨厌、家长烦恼的孩子。其实大卫
长得挺漂亮的，白白的皮肤，大大的眼睛，
还有圆圆的脑袋，一副聪明可爱的模样，
应该是人见人爱的呀。可惜大卫有一个坏
习惯，就是喜欢打人，而且下起手来没轻
没重的，谁也接受不了他的行为。

大卫出生在上海，一岁多跟父母去了
国外，三岁后又被工作紧张的父母送回国
内，交给爷爷奶奶抚养。要是有人问起大
卫的爸爸妈妈，大卫就会动手打人，谁也
不清楚大卫究竟还是否记得自己的父母。

爷爷奶奶非常宠爱这个小孙子，对孙
子的要求百依百顺。大卫上幼儿园时，园
长是奶奶的老同学，对大卫特别照顾，所
以大卫表现还算可以。自从进了小学，大
卫的脾气就越来越暴躁，打人的次数也越
来越多。有时一天会打好几个同学，弄得
同学家长纷纷向学校提意见，学校也觉得
无法处理，就婉转劝大卫的奶奶让大卫转
学。可是大卫到了新学校，不仅打人的坏
习惯没改，还更加变本加厉了，眼看新学
校也容不下大卫了，爷爷奶奶只好向咨询
师求助。

咨询师发现，大卫是个敏感的孩子，
他对周围发生的事情反应很快，特别在意
别人对自己的态度。在行为表现上，大卫
明显地缺乏安全感，对外界的人和事物采
取过分防御的行为。由于缺乏安全感，大
卫内心是恐惧和自卑的，他对别人缺乏信
任，害怕自己被别人伤害，所以总是以主
动攻击别人（打人）来保护自己。

另外，大卫的语言能力不足，由于三

岁前生活在国外，
三岁后才回到汉语
生活环境，他的汉
语说话能力明显落
后于同龄孩子。语
言能力不足造成大
卫与人的沟通障
碍，沟通不畅更加
剧了大卫的不安全
感和沮丧、愤怒的
情绪，不知道如何排解的他，就选择了以
打人来发泄情绪，吓退别人，保护自己。小
小年纪的大卫就经历了与父母分离，抚养
人改变的痛苦，再加上从国外到国内，从
受到关注的幼儿园到陌生的小学的生活
环境变异，年幼的他没有能力适应这一系
列巨大的变化，就发展出“打人”这一不良
行为来引起家长关注，寻求帮助。

由于大卫认知能力和语言能力都不
足，咨询师采用了游戏治疗的方式，通过
绘画、做玩具游戏等，帮助大卫重新建立
安全感，同时通过对话、讲故事，训练提高
大卫的语言表现能力，教会他与人沟通、
交往的技巧和规则。渐渐地，大卫的语言
能力有了明显提高，当他学会如何与人打
交道后，不良行为也消失了。

对大卫的父母来说，这也是一个教
训，既然生了孩子，无论在何种情况下，父
母都需要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大卫喜欢打人
! ! ! !在人们的习惯意识里，“沟通”几
近等同于“语言交流”，人们总觉得“沟
通”就是有声的对话。但美国加州大学
的心理学教授古德曼对沟通却作出了
一反常规的论断：“没有沉默就没有沟
通”，他从心理学角度对沟通的内涵作
了独到的补充，这句话，管理学上称之
为“古德曼定理”。

也许人们会觉得古德曼定理有些
离谱：如果大家都保持沉默，鸦雀无
声，沟通还能进行吗？

中国有句成语是“沉默是金”，它
与“古德曼定理”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在有些场合，学会沉默内敛，这其实
是一种成熟的人生境界。此时无声胜
有声，一些矛盾会因为沉默而得以缓
解；一些不可言明只可意会的事情也
因沉默得以传递，一些内涵复杂的意
思同样因了沉默有了深刻领悟的可
能……古人因此用金子来形容沉默
的珍贵。沟通，毕竟不能简单地理解
为有声的会话。七嘴八舌、先声夺人
其实最容易使沟通陷入尴尬的困境。
那些涉世未深刚走进公司的上班族，
他们年轻、天真无邪，充满青春热情，
一打开话匣子往往滔滔不绝，甚至不
管大家有无聆听，只顾自说自话，其
沟通效果是可想而知的。

古德曼定理所说的：“没有沉默就
没有沟通”，并不意味着否定说话所具
有的重要沟通效果，古德曼教授只是
站在心理学独特的角度表述了自己的

见解，给沟通的定义打了一个漂亮的
补丁，辩证地认知沟通。

聆听，也可以看作是一种沉默，
沟通在许多时候正需要沉默来完成
聆听。你一语他一言，大家争先恐后
地说话，谁来当听众呢。没有沉默的
听讲者，发言再响也失去了意义。当
开会时，领导在讲台上发言，会场越
是鸦雀无声沟通效果往往也就越好，
当会下一片嘈杂，会上的发言者就可
能要浪费口水了，这也是对发言者的
一种漠视、不尊。

思考，也需要沉默，沟通中聆听的
一方若没有沉默的时间用以思考，就
难以透彻理解发言者的意思。发言者
并不能通过大声说话把思想复制给别
人，只能通过沉默思考，提高说话的艺
术感染力来打动听众，同样，给听众一
定时间的沉默去琢磨，对参悟发言者
的话语内涵肯定有帮助。

沟通的间歇也是一种沉默，当人
们进行过一次满意的沟通之后，都会
暂时停歇、沉默下来。吃饱饭之后要消
化，听多了发言也需要领悟，沉默、静
静地思索是消化别人话语的最好途
径。

古德曼定理补充了沟通的外延意
义，使之臻于完善，提示沉默在沟通中
的重要性。其实，一个人的悟性，一
半应该归功于沉默中的思考和感
悟。有时候，沉默中的心领神会，
甚至可以胜过千言万语。

" 许亮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