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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美国国科科学学家家对对内内向向性性格格有有新新解解————

内内向向性性格格蕴蕴含含着着强强大大力力量量
人们常常认为内向的人很

害羞，不过内向与害羞并不能完
全画上等号，尽管两者之间确有
重合的部分。会让外向者兴奋的
情形，是内向者惧怕的，但在刺
激的同时，这类场景往往也蕴含
着危险。外向者更追求结果本
身，然而兴奋感会让他们淡忘周
围的警告，内向者反而会想得比
较周到。

内向的人在社会中并不少
见，然而要准确地理解“内向”这
个标签究竟意味着什么，还得花
一番工夫。

近日，美国科学家的一则统
计数据显示，约有30%的人天性
内向。而这些内向者在谨慎、胆
小的外表下，却蕴含着强大力
量。

内向不等于

羞怯

据美国《时代周刊》报道，人
们常常认为内向的人很害羞，不
过内向与害羞并不能完全画上
等号，尽管两者之间确有重合的
部分。害羞是一种焦虑的情绪，
带有行为上的抑制性。害羞的人
往往害怕社会对他们做出负面
判断，因而会尽量避免社交活
动，尽管有时候他们也想加入其
中。内向的人也会躲避社交活
动，但躲起来的理由则是——— 他
们更想一个人呆着。

“社交对内向的人来说并不
是多么伤脑筋，内向者只是觉得
少参与为妙。”加拿大麦克马斯
特大学的儿童情感研究室主任
路易斯·施密特说。在社交活动
中，外向者靠混迹在人群中获取
能量，内向者反而会觉得累人。
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就是一
个典型的外向者，他在繁忙的工
作中汲取了成倍的正面能量。

当今世界，似乎更有利于外
向者生存。层出不穷的研究指
出，社交已同低胆固醇、定期锻
炼一样，成了拥有良好体魄的先
决条件。极其害羞和内向的人更
易被艾滋病等疾病压垮，而且比
起外向的人，他们在疾病面前也
更易沮丧。在求学时也同样如
此，表现积极的孩子能引起老师
更多的关注，而安静的孩子则呆
在教室的角落中任由忽视。

“社会文化期待我们成为外
向的、好交际的人。”美国西北大
学英语专家，《羞怯：正常行为是
如何成为疾病的》的作者克里斯

多夫·兰伊说，“这是一种约定俗
成的期待，那些内向的人在这种
期待面前反而成了有问题的
人。”《安静：内向者在聒噪世界
中的力量》的作者苏珊·凯恩则
指出：“我们生来是外向还是内
向，如同性别一样，都是我们的
身份特征。社会对内向者的偏
见，导致能力、才智的浪费。”

社会上的这类潜规则恰恰
低估了内向者的优势。比如在工
作中，人际关系和人际社会是一
体的。内向者很快就利用电话将
所有的朋友纳入人际网络中，而
这种交友方式又常常是深入、有
益的。比起外向者来，内向的人
显得更仔细，这就意味着，他们
对待问题深思熟虑，自然能做出
更为明智的选择。此外，内向者
更擅长倾听——— 毕竟当你不是
那个滔滔不绝的谈话者时，就更
容易做到聆听。这一特点代表
着，内向者常能当好领导的角
色。当安静地坐着并集中精神
时，内向者能在长时间的独处中
发挥他们的特长。

值得指出的是，人的性格并
不只有内向和外向这两面。有一
类人被称为“中间性格者”，处于
两种性格的中间地带。

内向是

天生的

伪装是内向者在面对世俗
偏见时常用的手段，很多人从小
就掌握了这种技能。科学家发
现，人们会变得内向还是外向，
完全是天性使然。早在母亲的子
宫中，婴儿就会因为潜移默化的
影响，渐渐形成性格上的倾向
性。

哈佛大学发展心理学专家
杰罗姆·凯根曾就此发起过一项
先锋性质的实验。1989年，凯根
及其团队对500名4个月大的婴
儿进行研究。他们把这些婴儿放
置在带有不同刺激的实验房内，
这些房间布满了气球、彩色的运
动物体，以及蘸过酒精的棉签。
其中约有20%的婴儿对这些刺激
反应强烈，他们会一边大哭一边
挥舞着小手臂；40%的婴儿相对
安静些；其余40%的婴儿则处在
平静、哭闹这两个极端的中间。

根据凯根的推测，那些对外
界刺激有明显反应的婴儿———
也就是那组被称为“高敏感”的
婴儿，在青少年时期会成为内向
的孩子，而“低敏感”的婴儿可能
会变成外向的人。当实验对象长
大后，凯根的推测得到了证实。

在美国马萨诸塞州总医院
医生卡尔·施瓦兹看来，人们这
种天生的性格倾向尽管不是决
定性的，但的确有迹可循。“在婴
儿时期对刺激表现得十分敏感
的宝宝，或许将来成不了一名证
券经纪人或者另一个比尔·克林

顿。”
心理学家伊莱恩·阿隆曾在

《高度敏感的人》一书中，为我们
揭露了性格背后的深层原因。这
本1997年出版的书中提到，内向
的人对刺激的抵抗性偏低，在一
屋子的气球面前，他们很快便学
会用抑制性的行为来保存有限
的能量。对内向者而言，“地狱”
并非是要面对人群，但人群的确
是一种刺激。一场鸡尾酒会、一
次集体研讨，就会让他们的神经
饱受折磨，而外向者却对这类刺
激乐此不疲。

别逼孩子

变得外向

谨慎、压抑，甚至害怕，对受
到过度刺激的人来说是更为健
康和自然的反应，然而这并不是
父母想在孩子身上看到的性格
特点，因为我们生活的这个社
会，是一个高度偏好胆大、进取
的社会。我们常常会看到，内向
孩子的父母，特别爱逼迫自己的
孩子变得活泼一些。但必须指
出，这是一种错误的做法。

事情的真相是，内向者对于
外界环境表现得更加敏感，他们
知道自己无法满足周围人的期
待，而且会把别人的评价牢记在
心。几乎每一个内向的成年人，
都能回忆起孩提时因为显得过
于安静而被批评的场景。在任何
时候，一个内向的孩子在老师给
学生打分时，也必然处于劣势。
父母想要帮助自己的孩子更好
地融入社会，这并没有错，但如
果这种举动超出了“帮助”的范
畴，就会衍生出许多问题。美国
加利福尼亚大学心理学家杰·贝
尔斯基认为，这种打击会毁了一
个孩子，“问题的关键在于多加
鼓励。”

这并不意味着内向者就没
有长处，其实他们的优势体现在
很多方面。虽然让外向者兴奋的
情形是内向者惧怕的，但在刺激
的同时，这类场景往往也蕴含着
危险。“外向者更追求结果本身，

然而兴奋感会让他们淡忘周围
的警告，内向者反而会比较周
到。”凯恩说。

善于躲避风险并不是内向
者唯一的优势。美国佛罗里达
州立大学心理学家K·安德斯·
埃里克森相信，想要掌握一门
出色的技艺时，在没有同伴的
前提下，进行有意识的单独练
习是成功的关键，这在体育运
动、乐器演奏等领域都能成立。
在一项研究中，埃里克森让德
国柏林音乐学院小提琴专业的
学生按照未来的职业意向分成
三组，参考标准是他们想要成
为职业演奏者的强烈程度。研
究人员让这些学生保持写日记
的习惯，随后发现三组学生每
周都需要花费50个小时进行演
奏训练，但其中表演水平更高
的两组学生，平时更喜欢独自
一人练习小提琴。

目前日益严重的一个问题
是，善于在沉思和独处中工作
学习的人正急剧减少。很多内
向的人更喜欢电子邮件、手机
这类媒介，因为它们能带来一
种缓冲，而这种缓冲是在面对
面的交流中难以实现的。

在美国，7 0 %的上班族在
开放式的办公室中度过忙碌的
一天，他们鲜有甚至完全没有
与同事隔离开的私人空间。数
据显示，1 9 7 0年起美国雇员在
工作时的人均面积大幅度降
低，从46平方米/人降低至19平
方米/人。在讲求“合作”的名义
下，私人空间被牺牲了，而偏重
团队合作的副作用则是，创造
性的消亡殆尽。

名人中的

内向者

莫罕达斯·甘地(政治领袖)

甘地影响了全世界的民族
主义者和争取能以和平变革的
国际运动，但他始终是一名内向
的人。

乔·迪马乔(棒球明星)

迪马乔曾是洋基棒球队的
“打击王”，随着与巨星玛丽莲·
梦露短暂婚姻的终结，退休时已
光芒不在。

希拉里·克林顿 (美国国务
卿)

频频出现在外交场合的希
拉里，事实上是一个较为内向的
人。

沃伦·巴菲特(资本巨头)

巴菲特曾说过做投资最需
要具备的品性就是要有对的气
质，他内敛、谨慎的特性正说明
了一切。

比尔·盖茨(微软创办人、慈
善家)

比起与人相处，他更爱钻研
新技术。

(据《东方早报》)

2012年不是太阳

活动高峰期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地球
气温上升的问题成了一个全球
性话题。

不过，尽管“人为因素导致
气候变化”已成为结论性判断，
但在太阳科学领域，还是存在
一些细节上的讨论，比如气候
变化是否也有太阳因素在其
中，如果有，其是加剧还是减缓
气 候 变 暖 ，影 响 到 底 有 多
大——— 这些问题始终被完全不
同的观点所包围。有时，同样的
数据甚至可能产生完全不同的
结论。

2013年太阳“躁动”

“2012年，太阳活动突然加
剧，释放大量中微子。地核被太
阳中微子急剧加热，大量熔岩溢
出造成大陆板块漂移加速，引起
剧烈的地震和火山爆发，并导致
超级大海啸，陆地几乎全部被
淹……”这是好莱坞电影《2012》
的情节。

其实，太阳活动远远没有电
影中表现得那么神秘。

从科学观察的角度，可将太
阳比喻成一个布满绿色磁力线
的磁球，电磁活动剧烈的情况下
就会产生太阳风暴，向外抛射大
量带电粒子所形成的高速粒子
流。

太阳活动最重要的损害，主
要体现在对高科技产品的影响
上。比如，卫星定位系统GPS精
度可能会下降；卫星可能失控，
甚至直接坠落。

而根据天文学理论，太阳活
动以大约11年为周期进行周期
性变化。最新研究显示，有黑子
活动记录以来的第24个太阳活
动周期将在2013年到2014年之间
迎来活动高峰年，而不是2 0 1 2

年，也就是说，2013年才是太阳
活动“躁动”年。

太阳活动90年内都减弱

“即将到来的太阳风暴在历
史上并不算很强的，这是个复杂
的好消息。无论明后年的太阳风
暴是什么样子，再过11年仍然如
此——— 循环往复。在此之前，我
们要做好准备。但是，人们在平
静之时是如此洋洋自得和短
视。”《新科学家》2月份的一篇文
章这样描述即将到来的太阳风
暴。

在视“全球变暖”为人类第
一杀手的科学界，很多科学家都
在试图研究太阳活动对全球变
暖的影响，而结论往往是影响微
弱。太阳风暴强烈的年份，究竟
是会增加地球的温度，还是降低
地球的温度，尚无定论。

英国的一项新研究显示，太
阳活动可能会在未来90年内一
直减弱，这会促使地球温度下
降，但不足以抵消人类排放温室
气体所造成的全球变暖。

英国雷丁大学等机构的研
究人员在新一期美国《地球物
理研究杂志》上称，从已有的观
测数据来看，太阳活动在2 0世
纪处于一个较强的时期，这个
时期正在结束。通过电脑模型
进行的预测表明，从现在到2 1

世纪末的9 0年间，太阳活动将
持续减弱。

研究人员经分析认为，2100

年前太阳活动逐渐减弱会导致
地球温度下降约0 . 08摄氏度，但
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
委员会预测，如果在控制温室气
体排放方面不采取强有力的应
对行动，全球气温到2100年会上
升2 . 5摄氏度。

（据《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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