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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设想这样一个情景：你在下班的路上无意
中发现一家商场的橱窗中有一件你非常喜欢的
大衣，走进商店你试穿一下，发现效果比你想象
的还要好。可是一看价格牌，差不多是你一开始
估计的价格的两倍———显然太贵了！你权衡了
半天，最后还是选择依依不舍地离开商店。

你到家没多久，你老公也到家了，你感到意
外的是，他买回了你刚才试穿的那件大衣。他解
释说，碰巧看到了你试大衣的一幕，为了给你个
惊喜，在你走后他把那件大衣买了下来。现在的

问题是，假设那家商场允许一周内无条件退货，
你会不会因为太贵而把大衣退掉？

绝大多数人是满心欢喜、感谢老公，然后把
衣服留着。那么，为什么自己舍不得买、老公同样
是用家里的钱而你会高兴地把衣服留下？原因就
在于你自己买这么贵的衣服有一种罪恶感，而老
公来买，他帮你承担了这份罪恶感。所以，送礼的
罪恶感消除法则就是送对方想买而舍不得买的
礼物。显然，这样的礼物价值不低，适合你需要给
接受礼物的人留下深刻印象时采用。

! ! ! !弯弯今年 !"岁，正读小学四年级，
这小姑娘天生一副月牙儿似的眼睛和眉
毛，平时看起来总是笑吟吟的，非常讨
喜。再加上嘴甜又聪明伶俐，所以自小就
是个人见人爱的主儿。弯弯在学校也是
个到处受欢迎的学生，虽然学习成绩只
是中上，但老师、同学都说她性格好，心
地善良，宽容待人，身边朋友一大帮。

但最近弯弯却病了，头晕没力气，
每天早晨一到上学时间就犯病，在家休
息没多久就活蹦乱跳了，但一提上学胃
又不舒服了。妈妈带女儿去了好几家医
院检查身体是否出了问题，结果却查不
出什么毛病。妈妈也怀疑过女儿是否装
病赖学，可是看见弯弯当时痛苦的模样
又不像，再说弯弯在学校一向表现很
好，老师也没有发觉异样，她没有可能
赖学呀！
弯弯妈妈百思不得其解，在朋友的

推荐下，来到了咨询室。在咨询师的真诚
关怀下，弯弯终于说出了自己内心的痛
苦。弯弯说她越来越讨厌学校，因为在学
校她会不由自主地讨好所有人，谁有问
题都找她帮忙，而她不管想不想帮，都会
竭尽全力去帮助别人。虽然热心助人为
她赢得了同学、老师的称赞，但她内心却
越来越讨厌同学和老师，更讨厌装腔作
势的自己。好多次，内心有个声音对她
说，不想帮就拒绝吧，但她老是张不开嘴
去拒绝别人，到最后总是心里委委屈屈
地在同学老师面前装“笑脸”，扮演“老好
人”。弯弯说，她觉得自己活得好累，但不
知如何解决，生病让她感觉解脱，因为这
样就可以逃避去学校面对难以解决的问
题了。
心理学研究证明，心理压力确实可

以引起生理疾病。弯弯的病其实与她的
心理困惑有很大的关系。长期过分压抑
自我的需求，委曲求全地去满足别人，实
际上伤害了弯弯的心灵，而青春期萌动
的自我意识又加剧了这份痛苦。外在行
为与内心感受的不一致，使弯弯的两个
自我开始打架，缺乏正确引导的青春期
少女不知如何解脱，所以就出现了内心
恐惧学校、逃避学习的问题。
解决问题从帮助弯弯认清问题根源

开始，再进一步帮助她建立自信，发现自
己身上真正的优势和价值，共同寻找解
决问题的方法，还有进行一些同伴沟通
技巧的训练，让弯弯在七彩成长营的伙
伴团体训练中，学会合理拒绝的沟通技
巧，学习怎样交到真正的朋友，并且让弯
弯感受到自己助人行为的价值，从而鼓
励她在继续热心助人的过程中获得自我
价值感的升华。

终于，美丽的“月牙儿”又在弯弯的
脸上闪耀着动人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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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弯弯的月牙儿

" 石琳野蛮儿子
! ! ! !星期天去朋友家做客，见到了她的儿子强
强。强强今年四岁，长得虎头虎脑、聪明伶俐，
煞是惹人喜爱。不想我才夸赞了几句，朋友便
连连摇头，直呼：“你不知道，别人那是野蛮女
友，我们家这个啊———是野蛮儿子！”
此话怎讲？
朋友一声叹息，倒起了苦水。原来，强强从

小听话懂事，一直颇让大人省心，可不知怎的，
近几个月来突然染上了一个“坏毛病”———爱
打人。起初，只是父母批评他时，他发脾气
拍打父母几下，后来渐渐发展到只要一不
高兴一不顺心就大打出手，不分场合不分
对象，连平时最疼他的外婆、幼儿园里的小

朋友和老师也不放过……而且

那架势那狠劲，
活像和对方有什
么深仇大恨似
的！朋友一千个
一万个想不通，
自己和老公性格
温和，从不与人
脸红脖子粗，怎
么自己的儿子就
成了一个暴力、
野蛮的小孩呢？俗话说，三岁看到老。朋友不禁
忧心忡忡，强强才四岁便这般暴力，长大后可
怎么办，会不会变本加厉？

其实朋友有些过虑了，从发展心理学的角

度来看，强强目前的行为表现完全符合这个年龄
段孩子的心理发展特征。#到 $岁的儿童处于幼
儿期，通常会发展出两种社会行为，一种是亲社
会行为，另一种是攻击性行为。强强表现出的正
是攻击性行为，所谓攻击性行为是指对他人敌
视、伤害或破坏性的行为，可以表现为身体的攻
击、言语的攻击或对他人权利的侵犯。一般儿童
两岁左右就有了物主意识，开始出现争抢玩具等
行为，到 %岁达到高峰，&岁以后随着年龄的增
长、家长老师的抑制这种行为出现的频率会逐渐
下降。

面对儿童的攻击性行为，较常用的控制方
法有：消除对攻击行为的关注和奖励，使不良
行为得不到强化从而自行消退；还可以给儿童
找一个“榜样”，使其通过观察学习，在友爱的
环境里发展出互助、共享等亲社会行为。$作者
为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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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心 做 人

魔鬼心理实验室主持人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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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89 国家科研中

心客座研究员"

! ! ! ! !唉"又快

要过年了"每年

这个时候我最

怕的就是送礼"

给父母# 给亲

戚# 给晚辈"还

有我女朋友$我

刚看了一个调

查"说送出去的

礼物"只有 !"#

被接受者所喜

欢$我肯定是属

于那 $"#$ %魔

鬼心理实验室

一个研究生对

另一个研究生

说道$ !我也刚

看了一个调查"

说送礼最多的

是送给领导"比

例 占 到 将 近

%"#"送给亲戚

的还不到 !"#$

你小子有什么

好抱怨的"你还

没有工作"等你

工作了"送礼才

真 让 你 头 疼

呢$%!我倒觉得

领 导 的 礼 好

送$%!为什么&%

!送钱就是了'%

!按照你这个逻

辑"所有的人都

只要送钱就可

以了' %!别争

了"我们还是问

一下张老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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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礼法则 罪恶感消除法则
*

送礼法则 剑走偏锋法则
!

! ! ! !如果说法则一是让你选择对方想买却舍不
得买的东西作为礼物，法则二的建议是让你选
择对方自己不太会买的东西。剑走偏锋的法则
显然有风险，要成功需要满足两个前提：第一个
前提当然是“新”———也就是对方自己没想到。
第二个前提是礼物能够达到开拓新需求的目
标，这有点类似企业开拓一个新的市场。

剑走偏锋法则大约有三个思考方向：第一，
实用却没有想到。比如，许多家庭孩子在念书，
为了不影响孩子做作业大人看电视时要么把声

音调得很低、要么干脆关掉。如果你能送一个电
视使用的无线耳机一定很受欢迎。第二，颠覆
性。比如对方是一个很严肃的正人君子你送他
一个好玩有趣的性趣用品；或者一个人打扮风
格一向保守，你送他一件花衬衫等等。第三，小
型另类奢侈品。这个是一个相对安全的选择，比
如给一个平时不太注重打扮的女性送一个顶级
品牌的丝巾；或者是一个日用品的升级产品，比
如手电筒是很普通的东西，你能送一个高科技
的手电筒对方也会印象深刻。

送礼法则 送实物不如送体验
$

! ! ! !最近有一系列的心理学研究发现经历要比
物品更能让我们感到快乐，原因在于物品是保留
在眼前，而经历是保留在记忆中。眼前的东西经
常看，时间一长就习惯了；而记忆中的东西偶尔
回忆起来总能带来快乐。
比如，最近的一项研究要求受访者回忆一项

购物经过和一次体验消费的经历，结果发现人们
感觉体验的满意感要高于物品消费的满意感。实
际上，之前已经有研究表明，根据自我报告法，相

比实物消费，人们似乎对体验消费更满意。
根据这些研究结果，我们可以更多地考虑

以送体验代替送实物。这里需要特别注意一点，
就以最普通的请吃饭为例，假如你想请人在一
家高级餐厅吃一次饭，通常的做法是我们陪客
人一块去，但是我们的建议是送体验让客人自
己去体验更好。换一句话说，你可以事先买好那
家餐厅的兑换券，以便让客人自己决定什么时
候、和什么人一块去。

有关送礼的统计数据

! ! ! !# 送礼的对象

:;<的礼物送给了领导!:=<的礼物送给了

朋友!>?<的礼物送给生意伙伴或客户"

送给亲戚&同学&老师&邻居的礼物分

别占 =<&?<&@<和 A*><"

$ 接受者对礼物的评价

总体来说!人们仅仅喜欢收到的礼物

中的 >A<"

其中!男人要比女人

对收到的礼物更不满意"

$ 礼物与谎言

差不多半数的人收到不喜欢的礼物时会撒

谎说喜欢"

女性要比男性更会 (发出赞许声)*@@<对

=B<%+ 更会 (充满热情地说谢谢你)*C@<对

@;<%&夸奖礼物*CB<比 @B<%&通过肢体语言表

达出高兴的情绪*=B<比 :B<%,

有 >?<的人表示他们会直接告诉对方这个礼

物不喜欢!男性的比例显著地高于女性,

$ 礼物与焦虑

?@<的人表示送礼使他们感到焦虑或者非

常焦虑,

?A<的人表示收礼让他们感到焦虑或者非

常焦虑,

无论是送礼还是收礼!男人都比女人更感焦

虑,

$ 人们对礼物的一般看法

半数的人表示可以接受将礼物转送给其他

人,

超过半数的人认为可以接受礼物的善意谎

言-..也就是收到不喜欢的礼物时撒谎说喜欢,

赞同这个观点的女性超过男性*;;<比 CB<%,

?@<的人期待着在礼物交换中遵循对等原

则! 也就是送出去的礼物和收到的礼物价值相

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