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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年轻人一定要懂得的金科玉律》汇集了各大凝聚着人类智慧的经典法则和定律，它们涵盖了社会生
活的方方面面，涉及心理学、人类行为学、人际关系学、社会学等诸多领域，从不同角度深入到人类
社会的最深处，揭示社会和人性最本质的东西。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中，隐藏着一些重要的社会规
律和生活法则。它们浓缩了人类智慧的精华，内容涵盖了个人成长与发展的方方面面，是真正有价值
的宝贵知识，历经世间的洗礼，沉淀为亘古不变的金科玉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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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情绪效应 一个人的情绪状态会对身心健康产生重大的影响，特别是负面情绪会对人的精神
与身体造成很大的伤害。 情绪是个人的主观体验和感受，是对外界刺激所产生的心理反应以及附带的
生理反应，是一种综合的心理和生理状态。 在非洲草原上，有一种吸血的蝙蝠。它的身体极小，却是
体躯庞大的野马的天敌。这种蝙蝠在攻击野马时，常附在马腿上，用锋利的牙齿敏捷地刺破野马的腿
，然后用尖尖的嘴吸吮血液。野马在受到蝙蝠的攻击后，马上就开始狂乱地奔跑和蹦跳，想甩掉身上
的蝙蝠，但是野马的这种疯狂举动对于蝙蝠毫无影响，它从容地吸附在野马的身上，直到吸饱血液才
满意地飞去，可是野马却常常会因此而痛苦地死去。动物学家在分析这一问题时发现，蝙蝠所吸食的
血量是微不足道的，野马远不会因为失血而导致死亡，它们的死亡是由剧烈的情绪反应所造成的。 很
早之前，古代阿拉伯学者阿维森纳就曾做过动物情绪反应的实验。他把一胎所生的两只羊羔置于不同
的环境中生活：一只羊羔在安全的水草地，而在另一只羊羔旁边则拴了一只狼。与狼为邻的小羊总是
看到自己面前那只狼，在极度惊恐的状态下，根本吃不下东西，不久就因恐惧而死去。后来，医学心
理学家又用狗做了嫉妒情绪实验：把一只饥饿的狗关在一个铁笼子里，让笼子外面的另一只狗当着它
的面吃肉骨头，结果笼内的狗在强烈的急躁、气愤和嫉妒的情绪支配下，产生了神经症性的病态反应
。 而到了现代，美国的一些心理学家曾将人在生气时血液中所含有的特殊物质注射到小鼠体内，结果
这些小鼠变得行为呆滞，并且难以进食，几天后就默默地死去了。美国生理学家爱尔马对此做了更进
一步的研究，他收集了人们在不同情绪状态下的“气水”，即把人们在怀有悲痛、悔恨、生气和平静
的情绪时所呼出的气体溶于特制的溶液中。结果发现，平静者的“气水”清澈透明，而悲痛者的“气
水”沉淀后呈白色，悔恨者的“气水”沉淀后为蛋白色，生气者的“气水”沉淀后为紫色。将生气者
的“气水”注射到大白鼠身上，几分钟后大白鼠即死亡。由此，爱尔马分析，人在生气时会耗费大量
的精力，生气持续10分钟即相当于参加一次3000米的赛跑，而且生气时的生理反应十分剧烈，分泌物
比其他情绪的都更为复杂，毒性也更强。 以上这些事例和实验表明，负面情绪对人体的伤害极大，人
若想保持身心健康，就一定要注意保持积极的心态和乐观的情绪。 本领恐慌 在生活和工作中，人们
常会忽然觉得自己过去所掌握的知识很不够用，所遇到的新问题，都需要运用新知识、采取新办法来
认识和处理，而自己对此感到无可奈何。这就是所谓的“本领恐慌”。 1939年，毛泽东在一次延安在
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讲话时指出： “我们队伍里边有一种恐慌，不是经济恐慌，也不是政治恐慌，
而是本领恐慌。”他又给“本领恐慌”下定义说： “因为过去学的东西不敷使用所形成的恐慌心理，
称为本领恐慌。”从某种意义上讲，每一个人都会遭遇本领恐慌，只是有的人能够成功地化解，而有
的人则在这种困难面前显得无所适从，不知所措。其关键区别就在于人们的认知态度与学习能力的不
同。人与动物的一种根本区别就是人具有社会习得性，就动物的成长而言，基本上只是一个生命体在
生理上发生各种变化，‘而人类的成长则在生理变化之外，所需面对的尤为重要的还有社会环境的更
新。动物的繁衍基本上可以说是一代一代生命的重复而已，可人类却是有着代际累积性的，下一代人
与上一代人一定是有所不同的，这种不同不是体现在生理上，而是体现于社会知识的习得，也就是说
，人类社会的知识既有传承性，又有创新性。有了传承，知识的创新才有了基础；而有了创新，人类
社会才会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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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年轻人一定要懂得的金科玉律》编辑推荐：人生处处充满了玄机，《年轻人一定要懂得的金科玉律
》教你懂得这些金科玉律，会让你发现事物的真相，更深刻地认识社会和人性；掌握它们，并运用于
工作和生活之中，会让你获得解决问题的方法，改善自己的处境，迈向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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