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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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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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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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位的外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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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 的 教 育

! ! ! !“妈妈，我求求你啦，我不嘛！不嘛！呜
呜……”

听见这个不断发嗲祈求妈妈的声音，
大多数人一定以为这是一个小女孩在跟
妈妈对话，却不料这个“小女孩”已经三十
八岁，自己也已经是个十三岁女孩的妈
妈。

说起这个长不大的女儿，年近七旬的
绢禁不住老泪纵横。她从小经历坎坷，三
十多岁才有了这个宝贝女儿，从此“捧在
手里怕掉了，含在嘴里怕化了”，对女儿万
般宠爱只怕不够。不仅女儿的生活照顾得
无微不至，连女儿上学、工作，甚至找对象
结婚，都一手包办。等到外孙女出生，对这
外孙女更是全部包办。用绢自己的话说，
“外孙女从出生到现在长到十三岁，女儿
没有尽过一天妈妈的责任。”

承担了抚养两代人重任的绢，现在已
经不堪重负，一年前一场重病夺去了她的
健康，她自知来日无多，盼望女儿能真正
长大，承担起自己的人生责任，结果却陷
入深深的失望。

那个被妈妈无限宠爱的女儿，其实生
活得并不幸福。她习惯了什么事情都听妈
妈的，对自己的人生没有任何主动权。连
婚姻都是妈妈安排的，稀里糊涂结了婚，
又懵懵懂懂生了女儿，把自己人生的一切
都交给妈妈打理，这是她最安心的。结果
老公出轨与她离婚，女儿叛逆对她拳
打脚踢，她感觉无奈又无能，只好
继续依赖妈妈，希望像以往一
样，妈妈出面帮她摆平一切。
可是，妈妈不再如以前那

么强壮，妈妈老了又得了重病，妈妈希望
女儿如成年人般接过家庭的担子。面对这
一切，女儿非常恐慌，她不想长大，她希望
自己永远做那个在妈妈羽翼下的三岁小
女孩。于是，就出现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

家庭关系理论告诉我们，在一个家庭
中，每个家庭成员都有自己的位置，都应
该承担自己的责任。在这个案例中，是绢
的越位造成了这一切。妈妈包办女儿的一
切，阻碍了女儿的成长，又代替女儿抚养
外孙女，承担了女儿母亲的角色。在这样
的家庭环境中，女儿成了永远长不大的小
孩，而外孙女则在外婆代母的扭曲关系
中，以不负责任和叛逆来报复。

帮助这样的家庭需要有个长期缓慢
的过程，而对于其他的家庭来说，家庭中
占主导地位的家长应该学会放手，给孩子
尝试的空间，犯错的空间，成长的空间，避
免这样的悲剧再度重演。

! ! ! !内人的表弟阿毛，!" 岁那年跳出
“农门”，进城承接了一些诸如建个仓
库、修个厕所之类的小业务，掘到了第
一桶金之后，阿毛开始鸟枪换炮了：穿
了西服，换了座驾，从上到下色色新，逢
人便说：“我这西服某某牌的，#$$$ 元
一套；这皮鞋是某某牌的，%&$$元；这
皮带是进口真皮的，&$$ 元一根……”
他的炫耀有了效果：有人表示惊讶、羡
慕，有人则不屑一顾。
有一次，他又当众炫耀新买的一块

手表，引起大家的围观。事后，我悄悄
对他说：“阿毛，你没有必要到处显
摆。”阿毛听到批评，不好意思地说：
“我是一个农民，又没读什么书，总感到
处处不如别人。这两年赚了点钱，就觉
得非要显摆一下，心里才舒服。”他一
句话道破天机：他显摆是因为不自信。

心理学认为，炫耀的目的，是希望
赚取旁人廉价的仰慕和赞美，从而得到
自我满足，以为自己高人一头，比他人
更强势。因此，有钱的人摆钱脸，有权
的摆权脸，长相俊美的红尘男女则直接
把自己的靓照贴到网上去。然而，恰恰
是这种炫耀，暴露出炫耀者内心的空虚
和不自信，只不过是想以显摆的方式给
自己增加筹码，以此来达到“不居人后”
的目的。然而，阿毛能不能通过展示那
身昂贵的行头来增加自身在众人心目
中的份量和威望呢？据笔者所知，不但

难以如愿，而且
越发显得浅薄。
其实，真正

有所建树的人，自信的人是沉默的，内
敛的，低调的，他好比一株熟透了稻谷，
低垂着沉甸甸的果实，从不炫耀。但是，
他们即便再怎么低调，识货的明眼人依
然知道他们的分量，会自然而然向他投
以敬佩的目光。
行文至此，想起一个古代小故事：

据《史记》记载，齐国的矮个子宰相晏婴
外出时，他的车夫坐在大车盖下，鞭打
着四匹马，大声吆喝，引起广大市民的
围观，他非常得意。这情景正巧被车夫
的妻子看见了。车夫回家后，妻子要和
他分手。车夫惊问：我没有做错什么啊？
妻子说：“晏婴身高不满六尺（战国时的
一尺相当于现在的 !!'&厘米，晏婴实
际上不足 %'#&米），身为齐国的宰相，
名声显赫，可人家神态深沉，表现谦虚。
你身高八尺（约合 %'"米），给人家当车
夫，竟然这样趾高气扬地炫耀自己，你
不觉得丢人吗？”马夫听了，感到羞愧，
从此不再张扬，变得谦虚谨慎起来。

如今，时间过去了几千年，类似晏
婴车夫式的人依然大有人在，他们前赴
后继，步其后尘，是不是有点悲哀？不
过，奉劝那些患有“炫耀癖”的诸君，学
一学晏婴的车夫“知错即改”的勇气，从
此低调做人，恐怕不会很难吧？

喜欢炫耀者缺乏自信
" 梅承鼎

! ! ! !你可能从来没有想过

这个问题!银牌得主和铜牌

得主谁更开心" 根据常识!

银牌得主应该更开心!因为

它是第二名! 铜牌是第三

名# 可是美国学者研究发

现!总体而言!铜牌得主要

比银牌得主更开心#这是真

的吗"又是为什么呢"今天!

魔鬼心理实验室特为您介

绍这项研究#

! ! ! !该研究共包含三个实验：第一个实验分
析 %((!年西班牙巴塞罗那奥运会铜牌和银
牌得主的情绪反应。第二个实验请被试评估
奖牌得主事后接受的电视采访，看看银牌得
主的假设思维是否真的集中于差一点获得
金牌，而铜牌得主是否仅仅因为获得了奖牌
而开心。第三个实验直接访问银牌和铜牌得
主看看他们的假设思维的性质。
研究一采用 )*+对 %((,年巴塞罗那夏

季奥运会的采访录像，录像包括两部分：第
一部分是直播或录播中银牌得主和铜牌得
主得知自己成绩一瞬间的表情；第二部分是
颁奖仪式上银牌和铜牌获得者的表情。第一
部分的录像共包括 ,#位银牌得主和 %" 位
铜牌得主，由于是立即的反应，镜头都比较
短（平均时间为 %-'-秒），也就不需要多少编
辑工作。第二部分颁奖仪式的镜头比较复
杂，通过一位对研究假设不了解的人的编辑
后包括了 ,$位银牌得主和 %& 位铜牌得主
的镜头（平均时间为 %-'.秒）。

,$位大学生充当被试者，请他们对录像
上的运动员的表情打分，$ 分为痛苦，%$ 分

为开心。实验结果果然表明总体而言，铜牌
得主要比银牌得主更开心：对第一部分录
像、也就是比赛结束的立即反应中，铜牌得
主开心的得分平均值为 .'%，而银牌得主的
开心的得分平均值为 -'"。对于第二部分录
像、也就是颁奖仪式上的表情，铜牌得主开
心的得分平均值为 &'.而银牌得主的开心的
得分平均值为 -'/。

第二个研究进一步对运动员事后接受
采访的内容进行分析，使用材料依然来自于
)*+对 %((,年巴塞罗那夏季奥运会。)*+

赛后共采访了 %/位银牌得主和 (位铜牌得
主，采访平均长度为 ,.秒。被试同样为大学
学生，同样要求对体育不感兴趣，以便排除
熟悉所带来的偏差。测试为团体施测，被试
来到实验室后被告知将要观看 %((,年奥运
会的录像，他们被要求仔细观看和聆听采访
录像，并完成以下任务：
第一，在一个 %$点量表对运动员的回

答进行打分，该量表从“至少我……”（%）到
“我差点……”（%$）。为了让被试熟悉量表的
含义，一开始告诉被试一个他们经常遇到的
例子：一位学生考试得了 *，他可能有不同
的想法，从“至少我没有得 +”到“我差一点

能得 0”。
第二，被试对采访内容的主要部分进行

分类：（1）“运动员强调他或她可能表现得更
糟，与一个或多个比他或她更差的运动员进
行比较”；（2）“运动员强调他或她可能表现
得更好，与一个或多个比他或她更好的运动
员进行比较”；（3）“运动员只是强调他或她
的表现，没有与竞争对手进行比较。”被试被
要求将运动员接受采访的内容在上述 # 个
分类中进行分配，他们可以将 $到 %$$4中
的任何一个数字分配给上述的分类，但是三
个百分比相加必须等于 %$$4。

正如预测的那样，相比铜牌获得者，银
牌得主的想法被评为更强调“我差一点”。在
从“至少我”到“我差一点”的 %$点量表上，
银牌得主的得分为 &'.而铜牌得主的得分为
-'-。第二类测量的结果没有这么清晰。首先，
采访内容被认为是向下比较的比例很低，平
均比例为 .'&4，而且铜牌与银牌之间的差异
不显著。不过剩下的两类数据就比较接近假
设了，银牌得主的想法被评为向上比较的比
例（平均为 /"4），高于铜牌得主（平均为
,$4）；而铜牌得主的想法被判断为更强调表
现本身（平均为 ./4），高于银牌得主（平均
为 &-4）。

研究三直接调查运动员赛后的想法，调
查对象为 %((-年纽约州立运动会游泳和田
径比赛的银牌（5$名）和铜牌（&&名）得主。
比赛结束后运动员被单独接近并要求他们
在研究二类似的 %$点量表上进行打分，也
就是说他们的想法是更强调“至少我……”
（%）还是“我差点……”（%$）。为了让运动员
准确了解调查的要求，一开始同样告诉他们
一个例子：比赛之后运动员们经常会想“我
差点能表现更好”至“至少我取得了现在这
样的成绩”。

结果再次证实了前面的发现，银牌得主
的想法要比铜牌得主更强调“我差点”，银牌
得主评分的平均值为 5'"，而铜牌得主的平
均值为 &'.。

总之总体而言，该研究证实了铜牌得
主要比银牌得主更开心，其中的原因是，银
牌得主往往会想“我差一点就能得金牌”，
而铜牌得主的想法是“我差一点连奖牌都
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