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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自然世界，万物**存在，彼此包容，和谐共生，有其独特的自然规律和运行法
则。了解、顺应并尊重这些法律和法则，是智者成功之道。 由陈公、陈婉君编著的《青
少年不可不知的100个心理热点》内容包括悬一面明镜、看万流归海、享一米阳光、开智
心眼。希望本书能帮助人们提高社会认识水平，在更好地认识自我、感受他人，把握自
我、帮助他人，超越自我、尊重他人上有实际意义上的帮助。

内容简介

     什么是心灵？什么是生命？我们能否主动地把握它们？我们是否愿意，或者说
是否有勇气，真正地面对它们？ 法无自性，心外无法。拥有感恩的心，我们就会生活得
舒适、安乐、宁静；拥有计较的心，则会比较沉重、痛苦，经常在取舍中徘徊，在矛盾
中蹂躏着自己的心灵。心灵本具的光明，宛如阳光普照大地一般，照耀着生命，滋养着
生命，引导我们歇息一颗不断寻找的缺失心，于一切顺缘、逆缘中，因感恩而表达着生
命的完美与饱满，明白了实有假设都是邪见所生，是染污心蒙蔽的结果，是爱憎取舍所
造作的苦，就能以正知正见去把握当下，延续生命的慧根。
     与其抱怨黑暗，不如点亮蜡烛。心理学的实用性就体现在对我们的心灵成长有
很大的实际指导作用上。这就是我们要以《青少年不可不知的100个心理热点》去更好地
帮助大家了解自己、了解他人、了解生命，进而亲善自己、仁和他人、尊重生命的动因
所在！ 《青少年不可不知的100个心理热点》由陈公、陈婉君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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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疲劳时，我们寻求休息的机会；困苦时，我们寻求生活的富足；孤独时，我们寻求情感
的慰藉；疑惑时，我们寻求事物的答案；失意时，我们寻求他人的认同；欢乐时，我们
寻求保持欢乐的方法；相聚时，我们寻求越发美妙的体验；得意时，我们寻求更加得意
的资本⋯⋯在这个悲欢离合纷呈的世界里，在喜怒哀乐此起彼伏的内心中，每个人都好
像在寻找着什么，而且几乎从未间断。生命在我们寻找的步履中，蹒跚而过。
  为什么要不停地寻找？当我们的心灵有亏缺感的时候，才要寻找饱满；当我们感到生
命如浮萍的时候，才要寻找根基；当我们变得麻木的时候，才要寻找感动。究其根本，
我们所有的缺失，无不来自心灵的缺失，来自对生命的无知。
  无所畏惧蒙蔽着芸芸众生的心智，心灵上的蒙蔽和障碍来自我们自己的造作。因为我
们被蒙蔽在对过去和未来或高尚或卑劣的感知中，被纠缠在追逐欲望和不为欲望所困的
自由中，放弃了知晓并选择的权利，因而开启心灵的机会也就丢失于当下。当我们清楚
地知道恐惧开始于“假如”，为未来设定许多“应当”，无异于自讨没趣，就会学会理
性地感知与抉择，并在积极实践中产生力量，从而放弃控制事物的欲望，活在当下，对
于不确定的未来坦然处之，我们就一定能够从恐惧的病痛中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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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自我同情”与“鳄鱼法则”药家鑫上路了，但是制造对立矛盾的社会土壤依旧存在。
由权力和财富所铸造的社会等级观念，已经深入很多人的骨髓，人们自觉地站队归位，
仰慕比自己高的，鄙视低于自己的。我们渴望平等和尊重，却无时无刻不在歧视和鄙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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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生活，如果这样的状态成为习惯，就会成为一切灾难的开始。
  心理学里有一条“鳄鱼法则”，原意是假定一只鳄鱼咬住你的脚，如果你用手去试图
挣脱你的脚，鳄鱼便会同时咬住你的脚与手。你越挣扎，被咬住的就越多。所以，万一
鳄鱼咬住你的脚，你唯一的办法就是牺牲一只脚。
  作为有自由意志的存在者，每个人都要受到一种“存在伦理”的约束，每个人都要对
自己的“自我”承担责任。一旦人因为恐惧，或者为了利益出卖、扼杀自我，“存在伦
理’’就会自动启动内部审查程序，对此进行谴责。即使一个人要杀死“自我”，“存
在伦理”也只是被驱逐到内心的最深处，通过精神畸变、人格分裂、心理变态这样一些
迂回曲折的途径，让这个出卖或杀死自我、破坏自我内心的人，付出严厉的代价。
  为了在心理上活下去，一个陷于自我分裂的人，一个有着内心奄奄一息的真实自我和
一个作为外界代理人而侵占了他的内心并成为主人的假自我的人，两个自我，一直在他
的心理结构里面厮打着，让他不得安宁。
  第一种。他看不起自己，仇恨自己为什么在外界的压力或利益诱惑下不能坚守自我，
轻易就把它给卖了。这样的人基本上还有道德意识，对别人没有破坏性。尽管他没能坚
守自我，但他能够承担这个责任，而不是推给别人。他会有一定程度上的自虐倾向，极
端的就是自杀，以作为对自己出卖自我的行为的最严厉惩罚。但他不会去杀人。
  第二种。他不是看不起自己，而是恐惧看到那个出卖了自我的自己。这类人一般对道
德没多少敬畏，道德无法唤起他承担出卖自我的责任。在外界的压力或利益诱惑下出卖
自我时，为了在心理上摆脱恐惧和获得利益，他必须启动一种合理化的心理防御机制，
认同自己出卖自己的行为，认同那些强迫或诱惑他出卖自我的东西——他的父母、社会
价值排序或体制。他必须比谁都狠命地维护这些让他杀了他的自我的东西，否则，他就
不能合理化他杀死自我的选择以及证明这样做是值得的。
  一旦这样，他要干的一件大事，就是要像摆脱噩梦一样地摆脱原来的那个自己，彻底
遗忘出卖自我、破坏内心时的那种痛苦。
  但是，对这样一个残杀自我的凶手，残存的自我在内心深处绝不会放过他。为了在心
理上活下去，他就必须把残杀自我的责任推出去，推给别人。
  他的潜台词是“都是你们把我弄成这样的”。他把责任推给外界对他的破坏，他要对
这个世界进行报复。
  在心理上，由于他认同让他出卖了自我的那些东西，他的仇恨指向却并不是这些东西
，而是所有人，特别是那些可以让他看到当初的自己的人，正是这些人的存在提醒了他
：当初是他杀了他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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