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历了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中国，出现了许多以往从来没有过的

社会群体，这些已有的或新出现的群体构成了当今纷繁多样的社会景

象。群体是相对于个体而言的，人总是要生活在某一社会群体中，但

不是任何几个人就能构成群体。群体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为了

达到共同的目标，以一定的方式联系在一起进行活动的人群。可见群

体有其自身的特点：成员有共同的目标；成员对群体有认同感和归属

感；群体内有结构，有共同的价值观等。群体具有生产性功能和维持

性功能。群体的价值和力量在于其成员思想和行为上的一致性，而这

种一致性取决于群体规范的特殊性和标准化的程度。群体规范具有维

持群体、评价和导向成员思想和行为以及限制成员思想和行为的功

能。

本研究以当今社会部分群体为研究对象，进行了与群体心理相关

的研究。结构上看，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理论基础。“心理”

及其相关概念，对于国人来说还不是一个非常熟悉的内容，许多人对

此有不准确的认知，所以，有必要对这些心理学概念进行释意，从而

更好的理解我们的研究。

第二部分具体研究了不同群体的心理状况，主要研究了四组群

体，可以说这些群体都是当今社会较典型的群体，具体如下：

1. 教师群体与学生群体。教师与学生从来都是共生的，学生的心

理健康水平，关系到国家的发展和未来，教师的心理状态会对学生的

心理产生显性和隐性双重影响，对二者的统合研究，有益于提高学校

的育人质量。

2. “空巢”老人群体与“族蚁”青年群体。从表面看，似乎这是

两个完全没有关联的群体，然而，一方面是空旷的房子，住着孤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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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一方面是众多的年青人，艰难地找寻一处安身之地，这种现

状，不得不引人深思。

3. 农民工群体与留守流动儿童群体。社会对农民工的关注早于留

守流动儿童，留守流动儿童基本上是农民工的后代，两个群体之间有

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才有可能得到客

观的结论，从而提出有操作性的建议。

4. 医生群体与患者群体。医生与患者之间的矛盾有目共睹，如何

化解这对矛盾需要全方位考虑，其中的心理因素不容忽视，医生与患

者互不信任，相互防犯的心理，显然会加据双方的矛盾，增进心理层

面上的互动，有助于矛盾的解决。

当今社会群体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使得本研究既有意义又有难

度，尽管我们努力使研究全面和深入，但我们也深知还没有达到理想

的目标。然而，我们相信，本研究对于正确认识社会不同群体，一定

会有所启发，从而为相关政策的制定和社会管理提供依据，促进社会

良性运行与和谐发展。

社会总是会不断地进步、发展和变化的，有些群体在社会进程中

消失了，有些群体出现了，有些群体正在形成中。比如说，大学群

体，在八十年代是一个很单一的群体，全部来自国家公费拨款的大

学，九十年代后期出现了民营大学学生、职业技术学院大学生，本研

究对这些不同层次的大学生心理都进行了探索，原本以为，大学群体

是本研究中最完善和全面的内容。然而，当我在完成书稿的最后一个

多月，有机会来到美国，在这里发现华人留学生群体已经成为一个不

容忽视的群体，他们的心理相比于国内大学有其特殊性，他们的身份

和所处的环境，使他们更需要心理上的关注和引导，很遗憾由于时间

原因，不能将这一内容纳入本研究中。

这一遗憾也启示我们，对社会群体的心理研究任重而道远，我们

将在此研究的基础上，继续进行广泛而深入的社会群体心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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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引

第一节 问题的缘起

  一、发人深思的事件

（一）李阳家暴事件

李阳和他的疯狂英语，在上个世纪曾经是英语教育界响当当的品

牌，一度和北京的新东方，上海的前进，并称为中国英语培训业“三

驾马车”，但在那之后，新东方一骑绝尘，并于2006年成功赴美上

市。疯狂英语却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直到2011年8月31号，李阳因

“家暴”事件成为舆论的中心，疯狂英语才以这种特殊方式，再次被

大众所提及。

家暴事件发生后，李阳在用自己的方式进行着反思，他在微博上

在中国，真正意义上对心理及心理健康的研究，是近

十多年的事。为温饱而奋战的国家，是没有条件从心理层

面上去关怀关爱公民的。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在经济上的

积累，使我们可以去做这样的工作，提高公民生命质量。

同时，当中国改革之路走到攻坚阶段，公民若没有健康的

心理素质，是无法承受改革带来的各种心理冲击，进而将

改革之路走下去，完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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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大家报告，自己实施了家暴，然后向妻子认错，向孩子沟通，他在

接受媒体采访中说，父母没有给予自己良好的家庭教育，造成了他心

理上的缺陷。他说：“一切的罪过，一切的受苦受难皆归与父母有

关，童年我是跟外婆外公在江苏长到四五岁后，做了五天四夜的火车

到新疆跟父母相会。那个时候已经跟父母没法亲密了，我从小到大记

忆最深刻的一些事情，比如父母不注重自信的培养，我非常自卑，病

态的自闭。现在所有的坏习惯仔细想想都是生活中很多细节，一追溯

都是追溯到小时候。”李阳坦诚地说，从小性格上的缺失，对自己现

在很有影响。比如说，现在他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很自信，而在管理一

个团队的时候，却很茫然。

李阳承认自己有心理问题，我们暂且不去讨论造成他心理问题的

原因。先来回顾一下在这之前，他曾经是那么的光彩照人，每一次亮

相都有数以万计的人追捧，曾登上多少明星都梦寐以求的春晚舞台，

成为多少人心中的偶像。没有人想到他是个有心理问题的人，连他本

人都没有意识到这是需要心理治疗的。因为缺乏这样的认识，所以，

导致他在处理情感方面出现这样触犯法律的行为。

（二）黄洋遭投毒事件

黄洋，1985年生，四川自贡人，自幼学习努力，成绩极其优异，

朴实善良，复旦大学医学院2010级在读研究生。本科学习期间参加了

两次支教，大一暑假去安徽颍上，本科毕业时去西藏墨脱。复旦本科

生高翔说，因为学校的公益支教社团项目“圆梦墨脱”和黄洋结识。

黄洋2010年加入该社团后，因为性格随和且领导能力突出，一直作为

社团的领队人，并且负责对新社员进行培训工作。

黄洋父母都是下岗职工。上大学后靠拿奖学金完成学业，五年来

没有向家里要过一分钱，还总是向家里寄钱。黄洋很慷慨，不管朋友

中谁有困难，只要黄洋知道的，一定想办法帮助，就连两人一起吃

饭，黄洋也是抢着付钱，虽然他的家境并不宽裕。

林森浩，广东汕头人，1986年生。高考时，林以780分的高分(满分

900分)考入中山大学。2011年本科毕业于中山大学，被保送到复旦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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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医学院研究生部。在科研方面，林表现出色。2011年9月，中华医

学会第十一次全国超声医学学术会议青年论文论坛上，林的一篇文献

被评为优秀论文。

2013年4月1日，黄洋在寝室使用饮水机喝水时，感觉水的味道不

对，还特意将饮水机中的水倒掉，并对机器和水桶进行了清洗，原因

是怕室友喝了这些水不好。当天，黄洋出现呕吐、发烧等症状，后经

送医救治无效于4月16日下午去世。通过调查得知，林因生活琐事，对

黄洋心存不满，经事先预谋，2013年3月31日中午，将其做实验后剩余

并存放在实验室内的剧毒化合物带至寝室，注入饮水机槽。

一个自己喝了饮水机的毒水觉得味道不对，把饮水机里的水倒掉清

理干净，担心室友喝了不好，如此善良有才华而且承载了父母一生一世厚

望的年轻才俊就因为喝一杯自己寝室里的饮水机里的水，而夺去生命。

一条鲜活生命的消失，引发人们沉痛的关注。学医之人，成绩非

常优秀，却残忍地去谋害一位同学，年轻的生命因为另一颗年轻黑暗

的心，终止于他最灿烂之时。人们不禁追问，究竟是什么样扭曲的心

态，才会令一个研究生做出投毒之举。林曾说：“与心理不健康的人

交往很痛苦，我本身也是这种人，也给很多人不舒服的感觉过”。也

许这段话，可以折射出些什么。

（三）公交车纵火事件

2013年7日18时20分左右，福建省厦门市一辆公交车在行驶过程中

突然起火，共造成四十多人死亡、三十多人受伤。经公安机关缜密侦

查，犯罪嫌疑人陈水总被当场烧死。出于怎样的动机，驱使陈水总做

出如些残忍的行为，这是人们想弄清楚的问题。在厦门市思明区局口

街，认识陈水总的人都知道，陈和妻子、女儿挤在一套30平方米不到

的两居室里。邻居们说，陈水总已经在此“蜗居”了30年。仅仅是因

为贫困，就做出这样的行为？似乎不能让人信服。

在诸多邻居眼里，陈家三口话少，极少与人来往。这些年里，看

不到任何亲戚朋友出入陈家的大门，陈家也从不串门。知情邻居说，

陈家兄弟姐妹七个，陈水总排行第三，但是，和几位亲戚的关系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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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睦，经常吵架。相比起陈妻和陈女只是沉默，陈水总留给人的印象

则是古怪、爱找碴儿。每当看着站在阴影里的陈水总要开始发作时，

局口街的街坊们一致地躲得远远的。

近些年来，陈水总在当地一直以“上访户”的形象为他人所熟

知，街坊们模糊地听说，他为了户口和低保的事情在到处奔走。他曾

领过低保，后来外出打工低保被取消，因此上访。除了想办法对抗贫

困生活外，陈水总还需要应对与正处于叛逆期女儿的矛盾，“家里只

有一台电脑，有时候他和女儿抢着上网。” 邻居们说。透过被隔断的

走道，经常能清晰地听到陈水总与十八岁的女儿爆发的争吵，女孩的

声音高亢激烈，陈水总也不示弱。

邻居们说，这两年的陈水总，性情大变，越发沉默。“不怎么闹

腾了，也不怎么爱跟人吵架了。” 大多数的时间里，陈水总独自待在

家中，等待归来的妻子和女儿。在事发前20天左右邻居路过陈家，往

屋里瞥了一眼，发现陈水总独自一人在家来回踱步，神情严肃，背影

看起来“非常孤独”。“这两年太安静了，我还以为他喜欢这样的生

活。”邻居说。他们万没想到，这是陈水总最后的平静。

任何人都没有权力伤害无辜，陈水总的行为无疑应受到谴责，但

是，从心理健康的角度分析陈水总这些年的行为表现，应该说他在心

理上的确存在问题，如果能够从心理层面对他进行关心和辅导，也许

事件不会发生。有人说：“那辆被烧毁的公交车，很像一个意味深长

的隐喻：大家都在同一辆车里，如果一个人绝望，那么所有的人都不

安全”。所以，永远不要对他人的困境无动于衷，因为谁也无法保证

下一个困境不是你我。全社会都应该提高心理健康意识，自觉维护心

理健康。

（四）地铁互殴事件

2012年10月7日，广州地铁4号线上一名6旬老人与28岁教师为争座

位互殴。男教师头部、手臂布满血迹，耳朵被咬破一块，老人鼻部受

击流血，车厢地板上血迹斑斑。两人被警方教育后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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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一看来，广州地铁上发生的这一幕，不过是又一起“地铁互

殴”事件而已，类似的行为，上海地铁上早已上演过女士版本，甚至

连人人有座的飞机上，也在上演着打斗“连续剧”。似乎除了这场互

殴来得更为血腥之外，要说并没有更多特别之处，也大可不必大惊小

怪。的确，一家人之间尚且难免有纷争，人与人相处，当然也难免磕

碰，发生了磕碰，一不小心没能收住，而升级为冲突斗殴，同样也是

小概率事件。某种程度上，指望由个性并不雷同，且有着不同诉求的

个体构成的社会，绝无任何冲突，完全和睦相处，其实也只能是一种

“理想国”的境界，并非现实世界的真实图景。

不过，假如是因为生存空间受到挤压，而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冲

突，其实不难理解。即便是因为争座而起冲突，因为争夺有限的资源

而动手，诉诸暴力，这背后也不过是人作为动物的本能反应。然而，

上述“地铁互殴”现象，恐怕还不能简单的认为是“争座”。据目击

事件的公众描述，“其实上车后两个人都有位置，但两个人又吵起

来”，是“列车到站后，男青年抢先进入车厢”，而阿伯上车后一直

骂男青年，斥责其为何推人，随着你一拳，我一脚，一场血腥的“地

铁互殴”就此上演。

那么，真正引起这场血腥斗殴的导火索，恐怕是进入车厢时存在

相互之间的推搡，而这种挤碰是在所难免的。某种程度上，当原本微

不足道的擦碰都足以燃起怒火，甚至成为一场血腥互殴的导火索时，

即便没有地铁上的座位，如此低的燃点，也迟早会在其他的场合一

不小心便擦枪走火。从这个意义上说，仅仅是建议坐地铁时谦让，恐

怕并不能从根本上掐灭人们拳脚相向的那根导火索，事实上，当出现

了争执的时候，才想到去谦让，这样的谦让本身就显得勉强。当人们

的心态不平静宽容，甚至更多充斥着不满与愤懑时，心理失去平衡，

恐怕才是暴力行为“低燃点”的根源所在。无论是“地铁互殴”还是

“飞机群殴”，其实都是负面情绪累积到一定程度，所寻找的发泄口

罢了，我们应该思考，如何才能引导人们用正确的，社会能够接受的

方式疏解不良情绪。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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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关注全民心理健康的必要性

我们注意到上述事件并不是偶发事件，社会上类似事件时有发

生，事件当事人或是自我伤害或是伤害他人，令人痛心，发人深思。

分析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心理因素不容忽视。许多研究表明，

我国公民的心理健康状况令人担忧，早在2007年全国心理健康指导与

教育科普工作研讨会上，专家的调查数据是中国“亚健康人群”比例

达70％。人是一个身心的统一体——既是一个生理上的人，也是一个

心理上的人，所以人的全面发展理应是人的脑力与体力的发展，包括

身心两方面素质的充分而协调地发展。心理健康是健康的重要组成部

分，它对于个体的发展以及社会的进步都具有深远的意义，没有健康

的心理，个体不仅不能发挥自己的潜能，为社会做出应用贡献，而且

可能成为社会的负担，甚至社会的破坏者。

（一）心理健康有助于身体的健康

人们最大的愿望就是身体健康，身体健康除了要有科学的饮食和

锻炼外，与心理状态也有着密切关系。大量研究表明，许多生理疾病

与患者的心理状态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因此，要维护个体完整意义

上的健康，不仅要注意健身，更要注意健心。

1954年，美国加州工学院年轻的生物学家欧兹及米勒在老鼠丘脑背

部埋上电极，另一端与电源开关的杠杆相联，老鼠只要压杠杆，丘脑背

部就会有微弱的电流刺激。结果令人难以置信，老鼠不仅学会了通过按

杠杆获得电流刺激，而且可以兴奋地持续按15－16小时，直到过度疲劳

倒下，醒来后又投入按杠杆的“工作”。另一学者德尔加将一个电极插

在一头特别易怒好斗的公牛的下丘脑中，当被激怒的公牛拼命向他猛冲

过来时，他从容不迫地接通电极，公牛立刻变得出乎意料地驯服，并

停止了冲撞。60年代，美国医生扎克布森用电极刺激病人下丘脑的有关

位，人们惊讶地看到被刺激者面带微笑，表示感觉良好。

这些实验证明，下丘脑与人的情绪有关，经过科学家的不懈努

力，现在已发现除了下丘脑外，大脑中的边缘系统、颞叶、额叶的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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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部位都与情绪有关。通过对大脑与情绪关系的研究，我们逐步弄清

了为什么长期的不良情绪会导致身体疾病。我们以应激情绪为例，来

看看情绪与疾病的关系，在应激状态下，下丘脑某些神经元被激活，

促使体内分泌大量的肾上腺素和去甲腺上肾素，从而使机体处于紧急

动员状态，增加了机体活力，有利于应付外界刺激，战胜困难。但是

长久持续的应激状态会摧毁机体的生物化学保护机制，进而导致胃溃

疡、胸腺退化、免疫力下降等疾病的产生。类似的负性情绪，如过度

焦虑、悲伤、抑郁等同样会致病。

古训：“百病生于气，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沉，恐则气

下，惊则气乱，思则气结”。哈佛大学的一些学者①，用了40年的时

间，对204位成年人作了跟踪调查，结果发现在21岁到46岁之间，过着

舒畅精神生活的59人中，只有2人在53岁时得了重病，其中一人死亡。

而在同一时期内，得不到舒畅精神生活的48人，都在55岁以前死去。

耶鲁大学也作了统计，结论是求诊的病人中，因情绪紧张而致病的占

76％。美国学者在对500名胃肠道病人的研究中发现，在这些病人中，

由于情绪问题而导致疾病的占74％。根据我国食道癌普查资料，大部

分患者病前曾有明显的忧郁情绪和不良心境。我国心理学家在对高血

压患者的病因分析中也发现患者病前常有焦虑、紧张等情绪特点。

由此可见，生理和心理是密切关联的，心理状态不好，饱受各种

不良情绪的困扰，身体也不可能健康。

（二）心理健康有助于事业的成功

良好的心理素质，虽然不能代替一个人的学识和工作才能，但它

可以保证一个人的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美国教育家戴尔·卡耐

基认为：“一个人的成功只有15%是由于他们学识和专业技术，而85%

是靠良好的心理素质和善于处理人际关系。”

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日本青年报考一家大公司，公布考试结果

时他名落孙山。得知消息后，他在绝望之余产生了轻生的念头。当他

①江光荣．大学生心理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9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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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医院抢救时，突然传来消息：他被录用了。原来是计算机统计出

现了差错，他的考试成绩实际上是名列榜首。但很快又传来消息，他

被解雇了。因为公司总裁听说了他自杀的事情之后，认为他连如此小

小的人生打击都承受不起，又怎能在今后艰难曲折的人生道路上建功

立业呢？于是决定解雇他。

有一位大学生，从小聪慧过人，并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大学。研

究生毕业后留在了北京一家中美合资企业里做策划。他的非凡才干

深得公司领导层的赏识，不久，年仅27岁的他就被提拔为中层管理人

员。后来经同事介绍他认识了一个女朋友。但由于生活方式差异太

大，两年之后女朋友和他分手了。失恋给他带来了极大的打击，他总

是情不自禁地沉浸在过去的回忆中，深深地思念着女朋友，人也变得

有些神思恍惚。带着这样的情绪上班，难免影响工作。一个月过去

了，他没能完成任务；两个月过去了，他仍是完不成任务……于是公

司毫不客气地将他辞退了。失恋又失业，他的情绪更加失落。他母亲

看到他这样情况不宜呆在北京，便动员他回到了家乡。回到家乡休养

一段时间后，不愿让母亲失望的他又去了北京，希望找到份工作。然

而他糟糕的精神状态让他求职屡屡碰壁。在北京奔波了三个月后，他

最终身无分文了，只能再回到家乡。再次失败而归的他心情更加郁闷

了，整日落落寡欢，见人爱搭不理，周围的人见他行为怪异，也不愿

理他了。有一天，街坊邻居们吃惊地发现，出现在街上的他蓬头垢

面，衣衫不整，一边走一边四下里看，发现矿泉水瓶等垃圾便捡起来

当宝贝似地搂住……一位本应前程似锦的大学生，为什么他的人生却

如此失败呢？就是因为他缺乏良好的心理素质。

故事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心理素质太差的人，即使学习很优秀也

是难以有所作为的。只有拥有了良好的心理素质和健康的心态，面临

困难、挫折时才能及时地调整自己，合理地看待困难和挫折，从而使

自己保持乐观、自信的心态，并最终战胜困难、挫折，从而拥有成功

的人生；相反，如果没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和健康的心态，往往难以做

到合理地看待困难和挫折，从而使自己陷入到悲观、消极的心态中无

法自拔，甚至一蹶不振，最终则会被困难、挫折所击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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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心理健康有利于提升个体生活质量

一个乐观开朗、富有幽默感的人往往更能感受到生活的美好和幸

福，容易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到学习、工作和生活中，而情绪低落、忧

郁孤独的人更容易被生活中的“困难”所击倒。 

我们先来看看几个普通人对生活的感受。

家在北京万泉河路小区的晶晶小姑娘无师自通地学会了“压力”

这个词儿。晶晶今年7岁，上小学一年级。她每天都背着沉重的书包，

手里还拿着水笔、画夹这些上兴趣班的工具去上学。晚上放学回家，

每当电视里演心爱的动画片时，她都会可怜巴巴地去哀求父母----

尽管她非常清楚这样“过分”的要求家里人肯定不会答应，因为老

师“发明”的那么多的作业总让她写也写不完。“我现在压力可大

啦！”一脸稚气的她，总是希望快快长大，这样就可以不用写作业，

想看什么电视就看什么电视了。

晶晶也许不知道 ，她那“想看什么电视就看什么电视”的父亲，

压力比她更大，作为中关村一家小软件公司的老板白兵，3年前在

北京买了房子、车子。他现在每天早晨七点上班，晚上七点下班，

“十一”也没有一天休息。“压力来自哪儿？”他苦笑，“我觉得一

踩油门就是压力！油就是钱啊！花了就得玩命地赚。没有压力的时

候？可能也就我上大学那会吧。”十几年前毕业的白兵，曾经是一名

诗人和校园歌手。

对于北京某著名高校的大四学生小赵来说，白兵记忆中的那种闲

情逸致的大学生活已经体会不到了。她从抽屉中翻出一摞证书，颇有

点儿自嘲地说：“这就是我大学生活的全部财富了。”大学3年多，

小赵几乎所有的课余时间都用来考级、考证，就连谈恋爱也是忙里偷

闲。“这些东西也不知道有用没用。反正大家都在考，你要不考就落

后了。”小赵最近又决定复习考研，报考的是热门专业，录取比例1：

9。“我现在一睁眼就感到压力。”

 在今天的中国，无论晶晶、白兵还是小赵，似乎都已不是特例。

第14个世界精神卫生日上，来自中国心理卫生协会的数据显示，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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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抑郁症患者已经超过2600万。 这说明，从南到北，从中年到青

年再到儿童，从白领到教师，从干部到群众，都在承受着来自社会、

单位和家庭各种各样的压力。这压力或大或小地影响着人们的身心健

康，对于一部分人而言甚至成了“不可承受之重”。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李路路教授认为，中国目前正处

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之中。而转

型期的中国，也由此步入一个压力社会。

当今时代是瞬息万变的时代，科技的日新月异、经济的飞速发

展、社会的变革与进步、社会文化的急剧变迁，正在从方方面面影响

着现代人的精神生活。

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造成了人的心理机能的片面使用和发展。

一位狩猎社会的猎人要有灵敏的视觉、听觉、嗅觉、想象和思维能

力，要有强健的体魄、独立拼搏和不屈不挠的意志，要有精诚合作、

助人为乐的精神境界才能生存下来，正是这些要求促成了其心理机能

的全面与和谐发展，而一位现代社会在流水线上作业的工人呢？社会

要求他的只有两样东西：一是对金钱的需要，二是熟练地拧紧螺丝的

技能，很容易造成人的身心片面发展。

人口密度的不断增加、工业化和城市化，使得人际摩擦和冲突的

机率大大增加，人际冲突日益频繁，人们不得不经常处于应激和压力

之中。

现代社会的家庭结构和功能正在悄然地发生变化，使得传统家庭

的生产、生殖、保护、相互支持、教育、消费等功能被逐渐分解和取

消，家庭结构向小型化、核心化转变，性爱在组成婚姻和家庭中的作

用逐渐上升，家庭不稳定趋势日益明显，由于家庭中爱的缺失引起心

理异常的情况屡见不鲜。

面对社会和家庭如此快速的变迁，如果没有良好的心理素质，是

无法应对的。每个人都希望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过有意义的生活，

只有心态积极乐观，适应人生的种种变化，真正理解生命的真谛，才

可以从容面对一切，享受美好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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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心理健康能够优化群体中的人际关系

心理健康既属于个体又属于群体，每一个心理健康的人，不仅可

以使自己成为一个幸福和成功的人，还可以净化和美化群体心理环

境，让大家都能生活在和谐的气氛中。古人云：万事劳其行，百忧撼

其心。其中的“百忧”罪魁祸首就是各种形式、大大小小人际冲突没

得到正确处理。这直接引起睡眠不良，影响人体的神经体液调节和内

分泌调节，进而影响机体各系统的正常生理功能。一般人面临冲突

时，往往呈现出三种模式：对抗、逃避、僵持。

对抗：双方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如果只知道对抗，轻者，身心

疲惫，郁郁寡欢。没有了快乐，终日与愤怒、沮丧、自卑为伍，不知

道活的乐趣在哪；如果是手握重权，执掌国家公器，左右公司命脉的

人，则可能企业破产，千百个家庭因此堕入贫困；或国与国之间硝烟

四起、刀兵相向，百万黎民百姓丧身战火里，涂炭生灵，人神共愤。

逃避：逃避会让关系变得疏离，变得冷漠，走向消亡。置身于这

样的情形下的个体，会慢慢发现，在他周围没有一个可以说真心话的

人，寂寞孤独悄然而至，无力驱散。

僵持：双方对峙，虽没有对抗，也不想缓和，就这样耗着，生命

苦短，有多少能量可以空耗。自己的家人、自己的事业为这种内耗，

付出了多少代价呢？

如果一个人正在对抗、逃避、僵持模式中“轮回”，当谈判遇到

“对抗”，当关系遇到“僵持”，当管理遇到“逃避”，这样的人际

环境是没有办法正常工作和生活的。

 曾任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的马勒博士说过：“有了健康并不等

于有了一切，但没有健康就等于没有了一切。”的确，健康是人生

快乐、幸福、成功的基础和前提，而健康的一半是心理健康。对于现

代社会的人来说，心理健康的意义远远超过躯体健康。这不仅因为随

着科学技术、经济水平、医疗条件的发展和改善，躯体疾病在逐渐减

少，而且还因为现代社会对人的心理素质的要求更高，每一个想获得

成功的人，都必须关心和维持自身的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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