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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君讨厌女人哭，觉得那是种要挟。为了让岳
父搬来家里住，老婆已哭了三次，一次诉说独居老
人多么可怜，一次责怪D君挣钱少支付不起老年
公寓的昂贵费用，再一次则抱怨D君冷淡，看她哭
成这样竟毫不心疼。

其实D君不是不答应同住，但想到婚前婚后
一直被岳父嫌弃“矮穷锉”，家里地方挤孩子又小，
怎么能不勉强？明明自己让步，老婆还哭哭哭，倒
像受委屈的是她，真憋闷。

T君不懂女人怎么那么容易哭。工作上不值
一提的小挫折，买东西不能随心所欲，对她说话口
气不好，送她的花太难看，大姨妈来了肚子疼……
这都值得哭一场？

M君觉得女人哭起来真心难看。红鼻肿眼，全
无仪态，动不动还当众现眼，叫人尴尬得要死。

S君对女人哭束手无策。每次对着声泪俱下
的女友百般哄劝却不见效，就想干脆不做男人了，
张开大嘴和她一起哭一场。

哈哈，真是让男人们为难了。女人哭这件事，
原本是极好的，可惜“不会哭”的女人太多，反而玩
坏了。不如一起来聊聊，让男人更聪明地面对哭泣
的女人，也让碰巧读到这篇文章的女人，哭得像样
一点。

女人为什么哭？从根源上讲，为了性感。因为
在社会默认的性别模式中，“爱哭”是女性的特权，

“哭”的行为和形态，最能凸显性别角色：“我是女
的、我是弱势的”，而这几乎等同于对男人的一种
奉承：“我深受你的影响，我需要你”(女汉子不信
这个，有她们哭的时候)。男人应该甘之若饴地接
受这种奉承，因为你若不是女人想吸引、依赖或至
少和平共处的对象，她也不会对你哭了。抱定这样
的心态，面对哭泣的女人，应该有点沾沾自喜，也
应该变得宽容吧。况且，尽管不是谁都能掌握梨花
带雨的诀窍，还是有些女人的哭相当值得欣赏呢。

当然，她们不会白哭。D君认为的“要挟”确实
存在，我们可以把它称为“心理胁迫”或“情感胁
迫”，听起来不怎么样，但未必是贬义的。之前谈到
过两性之间的心理资源置换，当女人用哭显示柔
弱、无助、烦恼、痛苦时，男人就会激发出相应的刚
强、慷慨、果断、热情，这样一组心理互动，既保持
了总体的情绪能量平衡，也促进现实资源置换的
尽快成交。男人不必对此反感，我们用“促进”这个
词，表明实际上事情依然按你的意愿进行，女人再
哭，能改变的只是你的决策速度而非决定本身(可
怜的女人们大概不知道这一点)。而一旦遇到你不
能妥协的时候，女人的哭(以及边哭边诉说的种
种)，就变成了她们自动进行的心理弥补，让她们
就算吃了现实的亏，仍能占据情感与道德的上风，
在两人关系中拥有自以为的潜在优势。对于视关
系与情感为第一要务的女人来说，这就够了。

说到这里，男人应该感谢女人的哭，这是一种
多么好的调节机制啊(当然抑郁等病态哭泣不在
此列)。无论在D君与老婆的重大生活事务中，还是
T君女友的一系列小事里，女人哭了，自我疏导也
就完成了。男人不必把哭泣本身当成问题，理解成
女人自己在解决问题就好——— 给男人省了多少心
啊。男人也应该善待女人的哭，不能像S君那样束
手无策，更不能做出以下“禁忌行为”，比如说“烦
死了”、甩门离去、当街抛弃、自顾自看电视打游戏
洗澡睡觉……倒不是说这样做有失绅士风度叫人
鄙视，而是，这些行为多半会导致女人变得歇斯底
里，最终给男人带来更多麻烦。

那该怎么办呢？如果女人哭了。很简单，三个
字：“停，抱，笑”。

停——— 不论哭泣因何而起，是在辩论、争执还
是冷战，都要立即停止。别管问题解不解决，等她
不哭时你会发现，问题已经消失了。

抱——— 记住你的身体永远比大脑聪明，别说
废话，给她肩膀、手臂、胸膛，就算她挣扎，坚持一
会也就老实了。

笑——— 负性情绪会传染，如果你被她传染了，
也变得烦躁、痛苦、愤怒，局面就不好收拾了。你得
反过来传染她，等她在你怀里稍微老实下来，看着
她的眼睛，用你的眼睛微笑，让这个笑从不易察觉
到渐渐浮现，表示你的关怀、探询、理解、宽容，直
到愉快。她对你越在意，就越容易受到你的暗示，
当她也忍不住眼里泛起笑意，你就赢了。但用这条
时要记得：千万不要讲笨拙的笑话，那会让她感到
自己情绪不被尊重。找别人来帮忙劝说也不是好
主意，因为你们可能需要一个私密的现场，在接下
来的时间里干点别的，你懂的。

最后，还要提醒男人们一句，别忘了你们也有
与“哭”类似的“武器”，比如流露沮丧的情绪、“孩
子气”的言行，一旦施用，女人往往也会温柔就范，
接受你的“胁迫”与宣泄。两性的心理较量从来都
是公平的，而我们怀抱的目的始终如一，不过是在
这充满麻烦的世上好好共处。

如果我哭了

人人多多车车多多，，别别让让路路怒怒传传染染你你

心理落差，引爆驾驶焦虑
现实问题是，汽车越来越多，人、

车、路的矛盾也越来越多。尤其是当
我们期待的有车生活质量遇到不尽
如人意的交通质量，这种心理落差就
更强烈。

在采访中，40岁的晓慧就告诉
我，如果不是切身体会，谁也不会相
信她老公也是一位“路怒族”。晓慧家
附近正在修高架路，堵得厉害的时
候，一个小时出不了小区门。晓慧感
叹说：“太倒霉啦，修路前，我们家刚
刚买了一辆宝马X6，天天堵在泥路
上，脏乱差得让人受不了，我老公的
脾气就是那时候变坏的，每天出门都
要听到他骂“他妈的、该死的”，哎呀，
惹得我和儿子都说他再骂人，我们就
不坐他的车了！”

王师傅的情况大同小异，他是一
位快50岁的驾校教练，他上班的地方
和家刚好在东西两个方向，他每天都

要开车穿越经十路东西两端，遇上下
雨天，差不多要到晚上9点多才能回到
家。他恼怒地说：“可能是我的职业病，
我只要见到那些加塞抢道的车主就很
生气，抢什么抢啊？”有意思的是，王师
傅自己开车时也是一位技术精湛的超
车高手，频繁变道，见缝插针。

这种情况下，就不仅仅是堵车的
问题了，更多的人是车的速度跟不上
心的速度，心被堵急了，焦躁情绪由
此而生。于是，开车骂人，一点刮蹭就
想动手、别车、抢道、鸣喇叭等斗气行
为时有发生，很多驾驶员即使还没有
达到路怒的极端程度，也或多或少体
会到了由于交通拥堵等压力带来的
烦躁压抑的负面情绪。

此前，来自上海某心理咨询中心
的一项问卷调查就发现，中国司机心
理障碍的发生率高达59 .8%。其中，长
途汽车司机心理障碍发生率高达

80%，私家车主则为44 .4%。“问题司机”
的各类心理症状主要包括“偏执状
态”、“强迫观念”、“躯干化障碍”、“人
际关系敏感”等等。

这其实就是一种驾驶焦虑，心理
学者赵小明分析指出，“职业倦怠、工
作压力、家庭压力等导致现在很多驾
驶员存在心理健康问题，再加上道路
车辆激增、驾驶员的心理健康问题更
加突出。”他的建议是，驾考考试应增
设心理审核关。目前，英国、芬兰、韩
国等国家每年都会对驾驶员进行心
理测评，合格者方准上路，这种做法
值得我们去借鉴。

另外，经济学家梁小民还指出，
如果每个人都不关心汽车文明，个人
的非理性行为将会导致社会的非理
性状态。因此，社会要加强道德教育
和交规执法力度，有效降低各种不良
心态转化为实际行动的几率。

以人为本，远离路怒
归根结底，开车既是一件辛苦

的事，也是一件快乐的事，趁着金
秋送爽，一家人带上吃的喝的优哉
游哉自驾游，也不亦乐乎。

燕妮是一位地理老师，她在接
受采访时就很激动地和我说：“有
了车太方便了，节假日可以随时带
着孩子出去玩。遇到堵车的时候，
我老公开车也会有点急躁，但我和
孩子心情基本不受影响，呵呵，我
们就打开车窗看风景，看别的车上
带着可爱的小狗，看形形色色的
人，也很有趣。”

这恰恰符合心理学上著名的
ABC理论，即，人们的情绪及行为
反应与人们对事物的想法、看法有
关，合理的信念会引起人们对事物
的适当的、适度的情绪反应，而不

合理的信念则相反，会导致不适当
的情绪和行为反应。

哈尔滨希望心理救援中心医
学博士张大生也告诉我们，有时，

“路怒族”确实会遇到一些开车不
遵守规则的司机，也有司机本身小
题大做，或是误会了其他司机的行
为。比如，我们在路上经常会看到
贴着“新手”、“实习”、“b a b y i n
car”诸如此类的车贴，他们起步熄
火、龟速行驶、打着转向灯却犹豫
不决，还有一些女驾驶员，动辄惊
慌失措，这时候，我们尤其需要将
心比心，换位思考。

礼让三分，与人方便自己方
便，这既是良好的驾驶习惯，也是
有益的心理调节，有助于放慢心
情，从容面对堵车。当我们处在拥

堵的交通状况当中时，我们需要告
诉自己：这种状况不是自己所能控
制的，即使着急或者发怒，也对路
况的改变没有任何作用，反而对自
己身心不利，长此以往必然会损害
自己的生理和心理健康。

如果这些积极的心理暗示都
不起作用，一旦发现自己连续几周
有严重的情绪失控、食欲不振、失
眠、焦躁不安等症状，应及时就医。
平时也要通过一些轻松的活动排解
和释放紧张情绪，比如爬山、打球、
唱歌、跳舞、游泳等都十分有效。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
们要对生命心怀敬畏。他人违规行
车，我们不要跟风，更不要心存侥
幸，记住生命只有一次，时刻提醒
自己，车上路，人息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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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硕
（婚姻心理咨询师、“青未了·心理咨询工作室”专
家顾问团成员、新浪微博@Serena的时光教室)

将将心心比比心心
““路路怒怒族族””堵堵车车别别堵堵心心

文文//安安 妮妮 ((““青青未未了了··心心理理咨咨询询工工作作室室””特特约约作作者者))

1100月月11日日，，济济南南市市大大明明湖湖景景区区、、千千佛佛山山景景区区、、动动物物园园、、植植物物园园免免费费向向市市民民
和和游游客客开开放放，，极极大大地地刺刺激激了了客客流流量量。。据据报报道道，，四四个个免免费费公公园园景景区区入入园园游游客客总总
人人数数达达445555660000余余人人次次，，均均创创历历史史同同期期接接待待最最高高纪纪录录。。其其中中动动物物园园成成了了当当日日游游
客客最最多多的的景景区区，，11880000余余只只动动物物共共““接接待待””了了1144万万多多人人次次的的游游客客，，恰恰逢逢重重阳阳山山会会
的的千千佛佛山山景景区区游游客客量量同同比比增增长长449933%%。。 ((光光明明网网22001144 ..1100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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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为了孩子，我哪里都不
想去。”王萌的这句大实话，让太多的
人深有同感。在刚刚过去的“十一”黄
金周，据说，平均每天有1亿人在路上，
各大城市的出城路、景区路，鲜有不堵
车的。有网友调侃，“去哪儿玩”已经成
了我们幸福的烦恼。的确，好不容易盼
来了一个长假，当我们满心欢喜、扶老
携幼地开始了中短途游、探亲游、近郊
游，哪里都是人，哪里都堵车，就成了
大家避不开的烦恼。

哪怕是像王萌这样一心想宅在
家里，不想出门“添堵”，也不过是很
傻很天真的想法。长假一过，还得出
门啊，而出行高峰，365天天天都有。

“一遇堵车就着急上火”，也是许多人
共同的经历。为此，我特意采访了一
位公交车司机，我问他是不是已经习
惯了堵车？30多岁的崔师傅摇头苦笑
说：“习惯是习惯了，但天天开车，还
是天天生气！”

崔师傅介绍说，遇到周一上班和
周五下班高峰时段，堵车堵到让人抓
狂，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尤其是碰
到那些随意在道路出入口加塞儿的
小车，还有抢道的公交车，他的情绪
就会急速爆炸，忍不住破口骂人、烦
躁地摁喇叭，甚至产生想动手打人的
冲动。这些“攻击性驾驶行为”，在心
理学上，已经被归结为一个流行词，
即“路怒症”。

心理学家提示，对路怒这种暴躁
情绪绝不能掉以轻心，司机需要时刻
提醒自己开车时发脾气会导致严重的
争吵、攻击和碰撞，给人身和财产安全

带来严重损失。而交警部门通过对交
通事故的分析发现，不少车祸与司机
的情绪起伏有很大关系，即便是追尾、
碰擦这类轻微交通事故，由于一些司
机情绪失控，缺乏包容心，也往往会把
简单的事情弄得很复杂。

前段时间，济南某商场店庆，商
场门前的马路上车流滚滚，笔者就亲
眼目睹了一起刮擦事件，结果，两边
的女车主都很“强势”，三言不和，就
扭打在一起，旁边一帮人都拉不住，
隔着人头，还挥舞着拳头大骂。一时
间，原本狭窄的马路，被拥挤的车辆
堵得水泄不通，有司机不停地摁喇

叭，长摁、短摁，震耳欲聋。
对此，国内著名心理学者赵小明

分析说，人遇到纠纷或者矛盾时，一
定会有相应的表达行为，但最终是否
以攻击性的行为表达出来，受多种因
素影响，主要是跟第一次习得的行为
模式，以及当地的社会心理文化背景
有关。他举例说，如果堵车时，我们经
常看到有司机脾气暴躁，缺乏包容
心，那么，习惯性地，我们也会仿效，
这是自然而然的。心理学上称之为

“启动效应”，也就是说“路怒症”是有
传染性的，我们应该尽量减少负面的

“启动效应”的重复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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