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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平上的心灵》

前言

“心理学故事丛书”    究竟什么是心理学？心理学是研究什么的？这是我们这套心理学故事丛书要回
答的问题。常有人问我：“心理学是不是就是算命的？”或者：“你是学心理学的，那么你说，我现
在心里想的是什么？”这些其实是对心理学的误解。并没有真正系统地了解心理学的人常常认为，学
习心理学就意味着可以洞察别人的思想，改善人际交往，在商业活动中赢得顾客，在心理治疗、咨询
活动中，神奇地治愈某些药物都无能为力的心理问题或身心疾病等。其实这些都属于心理学的研究范
畴，但远不是心理学的全部。    心理学是一门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早在远古时代，人们就已经知道
世界上不仅存在物质现象，而且也存在精神现象，那时人们开始研究人的内心世界，描述人的心理现
象。但是许多世纪以来，心理学都被包含在哲学之中，心理学的问题大多由哲学家来进行思辨式的研
究。直到1879年，德国心理学家冯特在莱比锡大学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心理学才从哲
学母体中分化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心理学是一门很吸引人的学科，它是研究心理现象的科
学。心理现象是宇宙中最复杂的现象，人的任何活动中都有心理现象存在，而且正是在心理活动的调
节下，人们的其他各种活动才能正常进行。恩格斯将心理活动喻为“地球上最美丽的花朵”。心理现
象和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每个人都熟悉它。但对心理活动何以发生、如何发生，我们却不一定能
说清楚。心理学就是要用科学的方法研究心理现象及其规律，从理论上弄清楚人的心理活动的本质，
在各种实践活动中利用这些规律，充分发挥人们主观因素的作用，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心
理现象是指人的感觉、知觉、记忆、思维、能力、气质、性格等我们日常熟悉的现象。它包括两大方
面，一方面是指人的心理过程，可分为认知过程、情感过程、意志过程三个小方面。我们在认识世界
的过程中，会用自己的感觉器官去反映事物的个别属性，如眼睛看到物体的形状、大小，耳朵听到声
音等，这就是感觉。而且，人还会把感觉到的事物的不同属性综合起来，形成一个整体的印象，比如
，看到一只小白兔时，会把小白兔白色的毛、红色的眼睛、长长的耳朵等特征综合起来，形成一个整
体的小白兔形象，这就是知觉。人们认识事物时，会运用已有的知识进行分析、综合、推理、判断，
这种思考活动就是思维。这些都是人的认知活动。人在认识世界时，还会伴随有一定的态度，如满意
、不满意或者无所谓等，还有喜、怒、哀、乐等情感体验，这就是情感过程。人们在做某件事的过程
中或许会遇到困难，这时就要下决心克服困难，以达到自己的目标，这就是指人的意志过程。    心理
现象的另一方面是指能力、气质、性格等个性心理特征。人们在通过心理过程认识事物和改造事物的
过程中，常常表现出个人的不同特点。比如，有的人活泼好动，有的人沉默寡言，有的人脾气暴躁，
有的人性情温柔，这些不同的特点构成人们在心理面貌以及外在行为表现上的差异，从而将人们彼此
区分开来。正如古语所说：“人心不同，各如其面。”这些主要表现为能力、气质、性格方面的个性
心理特征差异，对于每个人来说是比较稳定的。    心理学研究的内容包括人的心理过程和个性特征这
两方面心理现象的规律。如果能精确地了解人的心理活动规律，就可以预测人的行为。但是，从心理
学诞生到现在这一百多年里，心理学的研究虽然得到了飞速发展，但仍没有进步到可以用仪器直接观
察大脑是如何产生心理活动的，人类心灵的奥秘还远没有揭开。    现代心理学处于一系列学科的结合
点上，是一种交叉学科。它与各种不同的领域都有密切联系，形成了许多不同分支，分别研究不同领
域的心理现象。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可以广泛地为社会实践服务。例如，医学心理学告诉人们，心理状
态的健康与否对人们的身体健康有很大影响；临床心理学用心理测验诊断病症，也研究药物对记忆、
思维等的影响；教育心理学可以根据学生的特点制定出更合理的学校课程计划，指出应当教授哪些课
程，按什么样的顺序教；工业心理学研究生产工具的设计、生产程序的安排是否符合人的心理需要，
什么样的安排最能提高人的工作效率；商业心理学研究某个产品的包装是否对顾客具有吸引力，职业
顾问要帮助他们的顾客找出什么样的工作最适合他们；运动心理学研究运动员的训练和教育，在现在
体育竞技水平差距日趋缩小的情况下，充分发挥运动员的心理能力，以取得竞赛的胜利。心理学甚至
被用来预测一个人未来的支付能力，以帮助银行决定是否可以贷款给此人。其实在日常生活中，人们
都可能有意或无意地运用一些心理学的规律。比如：路边广告牌新颖的设计可以吸引行人的注意；学
习一段时间后休息一会儿，其效率要比长时间不问断学习的效率要高等。    法国作家雨果有一句名言
：“世界上最浩瀚的是海洋，比海洋更浩瀚的是天空，比天空更浩瀚的是人的心灵。”有人把21世纪
称为“心理学的世纪”，认为心理学将会在本世纪的生活中发挥巨大的作用。如果本丛书能帮助读者
了解和掌握心理学的知识和规律，在工作、生活中加以应用，那么，我们将感到莫大的荣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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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平上的心灵》

内容概要

感觉怎么测量？催眠是怎么一回事？美国的心理学之父是谁？鸽子怎样为炸弹导航？动物是否有智慧
？
    《天平上的心灵(实验心理学的故事)》包括23则实验心理学故事，介绍有关实验心理学研究过程中
的重大而有趣的实验和理论，著名和有创建的心理科学家，以及具有影响力的流派。图文并茂，通俗
易懂，其中穿插的趣味心理现象和科学家典故能增强读者的阅读兴趣，丰富读者心理学的知识。
    《天平上的心灵(实验心理学的故事)》由朱晨海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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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以貌取人的心理学神奇的催眠术曙光之争的背后测量感觉的奇方妙法心理学创世纪美国的心理学之父
测量的世纪双生子之谜“反射”的发明权挥舞奥卡姆剃刀的心理学家为炸弹导航的鸽子暴力片的恶果
胡萝卜加大棒的诀窍梦的玄妙之意心病与心药聪明的苏丹与世隔绝的世界曲面反射的镜像无从察觉的
世界怒发冲冠的背后梦中的眼球运动“深蓝”的威力虚无缥缈的超心理学

Page 5



《天平上的心灵》

章节摘录

以貌取人的心理学    面相学是一门非常古老的技艺，古希腊的时候就流传着前额大的人呆滞，前额小
的人用情不专，天庭饱满者易于激动，天庭突出者好发脾气等有趣的说法，连大哲学家亚里斯多德也
是信徒之一。古罗马政治家西塞罗则有一句名言：面相乃心灵的图像，从而在脸部特征与性格之间轻
易画上了等号。    自然，我们的祖先也不让西方同道专美于前，面相、骨相、手相均是中国古代的显
学，相书上关于它们的描述具体人微，形象生动。有一段摘自我国古代相书关于面相的有趣记载，如
果翻译成现代汉语，那么它大致说的是：在人的身上啊，有那么九块骨头，它们各自应该有各自的长
相。天庭骨要饱满；枕骨要突出；佐串骨(鬓角骨)要像牛角一样直插发际；太阳骨要直线上升；眉骨
要棱而不露，如犀牛角伏在那里；鼻骨要状如竹芽，挺拔而起；颧骨要有力有势，不突出也不凹陷；
项骨则要平伏厚实，不突兀。看头部的骨相，主要是天庭骨，枕骨与太阳骨这三个关键；看面部的骨
相，主要看眉骨和颧骨。如果一个人兼备以上的五种骨相，那么他一定会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只要
具备其一，此人终生不会穷困；具备其二，此人终生不会卑贱；具备其三，此人只要有所行动，就一
定会发达；如果能具备其中的四种，此人也一定会地位显赫，功成名就，云云。可见，中国的相面术
偏重预测未来，强调“性格即命运”的西方则重视性格，两种传统自此分道扬镳。    认真追溯起来，
无论是探讨骨相、面相、手相，甚至站姿坐相，其实都是人类借之了解人性、了解自我，也了解他人
的重要途径。从很早以前，人们便已发觉人与人之间并不相同，但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这些不
同代表了什么意义呢？对此，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游离于科学、玄学与神秘主义之间的解答。其中，在
科学实验室中渐次成型的颅相学便曾盛行一时。    早在18世纪晚期，就出现过一本叫做《论利用相面
术促进对人的认识和人类之爱》的通俗读物，作者是瑞士人乔安·卡斯帕·拉瓦特尔。拉瓦特尔提出
大脑特定区域的发育决定了头骨的轮廓，因此可以指示人的性格以及精神力量，这可以说是颅相学的
先导。    颅相学真正诞生和流行则是在19世纪，主要的倡导者是一个叫做弗朗兹·约瑟夫·高尔的德
国人。他定居于维也纳，取得过医学学位，是一位出色的解剖学家。据历史记载，高尔是一个天生的
叛逆者，经常对抗权威，争辩时言辞激烈，寸步不让，而且对钱财颇为看重，甚至在进行科学演示时
也要收入场费——这在当时明显有违常理。    从很早以前，高尔就相信在人的头颅形状与性情之间存
在着某种联系，于是就倾注了自己全部的心力去研究与发现这一联系。在反复观察、比较和揣摩各式
各样颅骨的基础上，高尔提出了自己的理论，即主张人体的一切官能均对应于大脑的某个部位，然后
直接表现为该部位颅骨的形状：颅骨的凸起，表示该部分的官能发育充分，相反，颅骨的凹陷，则代
表了该部位官能发育的不足，譬如说，头骨隆起，预示着贪婪这一特质极其发达，而这是扒手的主要
特征。按照他的说法，只要细心地观察某人的颅骨结构，便足以了解他的性格才能，乃至预测其今后
的所作所为了。    为了传播自己的理念，高尔开始在西欧各地讲演。他在一次巡回讲学时，邂逅了奥
地利人施普兹海姆，后者为他的理论所吸引，很快成了他忠实的追随者与亲密的合作者。正是施普兹
海姆，后来正式把这门学说命名为颅相学。1819年，两人合著的一本有着长长书名的专著：《神经系
统及脑部的解剖学和生理学，及以人和动物的头颅的形状测定其智力和道德的品性之学问》终于出版
。颅相学的影响逐渐扩大，不过反对的人也不少。奥地利皇帝弗兰西斯一世认为高尔的理论宣扬唯物
主义，因此禁止了他的系列讲演。拿破仑也不喜欢高尔，曾千方百计阻挠他进人法兰西科学院。1826
年，拿破仑倒台许久之后，高尔最后一次竞逐法兰西科学院院士，可惜仅得到了一票支持。    根据颅
相学的理论，我们的头盖骨被分为大大小小37个互相联络的区域，正好符合当时流行的官能心理学的
理论，对应于心灵的37种机能。这些机能分为理智与感情两大类，其中理智的机能与前额有关，包括
知觉与思考两部分；而感情则由倾向与情操组成。所谓的倾向机能大致在头后的下部和耳廓上方的两
侧，如生存性、破坏力、友情、贪婪均属于此类；情操这一机能则位于头盖后部；两侧及头顶包含谨
慎、仁爱、坚决、良心等品质。颅相学的证据基本来自于观察，如颅顶骨后下角隆起的人，性格粗暴
，富于攻击性，因此该部位被列为好斗区。不过有的时候颅骨的形状与理论也会不尽吻合，对此高尔
的解释是，人体的37种官能互相影响牵制，某一种官能的过度发展会阻碍或抑制其他相关官能的发展
，甚至改变其方向。这样虽然能自圆其说，但却削弱了高尔理论的说服力。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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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究竟什么是心理学？心理学是研究什么的？这是我们这套心理学故事丛书要回答的问题。常有人问我
：“心理学是不是就是算命的？”或者：“你是学心理学的，那么你说，我现在心里想的是什么？”
这些其实是对心理学的误解。    朱晨海编著的《天平上的心灵(实验心理学的故事)》介绍有关实验心
理学研究过程中的重大而有趣的实验和理论，著名和有创建的心理科学家，以及具有影响力的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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