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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老人贴上!坏"标签是以偏概全

在心理学研究中的确会分析不同年龄阶段的人的亲社

会行为以及道德发展 ! 相关研究发现 ! 儿童前期的亲社会

行为 ! 比如分享 " 帮助和提供安慰等等 ! 和成年期的亲社

会行为有关 # 换而言之 ! 一个人小时候比较亲社会 ! 那么

他成年以后也是比较亲社会的! 反之亦然$ 而道德的发展!

也是发展到青少年阶段就比较稳定地存在了 $ 从这个角度

看! 认为 %年纪老了! 变坏了&! 显然是不符合心理发展规

律的观点$

还有不少人在看到接连爆出的有关老人的负面后发出议

论说' %坏人变老了$& 对于这样的看法! 廖丽娟也不认同$

她指出' %心理学研究发现! 人们的认知特征! 往往是对自

己的经验进行一定的总结和概括! 假设最近看到类似的新闻

里面都和某个年龄阶段的人有关! 我们就很容易作出一些推

断! 并对这个年龄阶段的人贴标签$ 这种现象在生活中经常

会发生$ 比如看到身边几个特立独行的年轻人! 正好都是
#$

后! 我们就可能会认为
%$

后就是特立独行的$ 殊不知! 不管

是生长在哪个年代! 年轻人往往都会有特立独行的阶段$ 想

想看! 谁没有年轻过( 自己年轻的时候! 是不是也有过特立

独行的阶段( 所以说! 只是在一段时间内! 接连看到了几条

和老年人有关的负面新闻! 就把给老年人贴上了 )坏* 标签!

是典型的以偏概全的思维模式$&

此外! %孕妇效应& 也会导致人们加深这样的归类和概

括总结$ %孕妇效应& 是指偶然因素随着自己的关注而让自

己觉得是个普遍现象! 就像一个人怀孕了! 就更容易注意到

出现在周围环境中的孕妇! 自己开了奔驰就更容易注意到马

路上开过的奔驰$ 当我们有了 %老人变坏& 或者 %坏人变老&

这样的归类之后! 我们会更容易选择性聚焦相关的新闻! 而

这种选择性聚焦会验证这样的归类总结! 于是认识的误区就

产生$

草窠

金窠银窠 ! 不如窝里的草

窠+++老古话总有道理$

我到长宁区新泾五村采访$

一幢老公房! 二楼住着
&'

岁的

徐老伯伯! 六楼住着
"(

岁的老

郭! 两人面熟陌生! 不大搭界$

徐老伯伯觉得老太婆死后一个

人真没意思 ! 孤独 ! 郁闷 ! 加

心脏病 ! 每天早上起床都不晓

得做什么$

住在杨浦区的女儿说 ' 爸

爸 ! 你把房子卖了 ! 搬过来和

我住吧(

徐老伯伯低着头一言不发$

小的真是拎不清 , 你可以

说 %搬过来和我住&! 但绝对不

能说 %把房子卖了&$ 即使只有

)$

平方米! 即使一室一厅值不

了多少钱 ! 但最好不要动老人

的草窠 $ 草窠就是 %根据地 &!

%根据地& 没了就没有退路$ 英

国一位心理学家把这种叫做

%不言而喻的常识&$

后来 ! 居委会实施长宁区

政府布置的 %双结对 & 计划 !

请刚刚退休的老郭帮帮徐老伯

伯 $ 从此 ! 老郭每天清晨下楼

到菜场去 ! 总到二楼徐老伯伯

家看一看 ! 问问有什么小菜要

带 $ 买完小菜又到徐老伯伯家

去看一看! 把带来的菜递过去$

下午两三点钟 ! 老郭必到徐老

伯伯家去坐一会儿 ! 喝喝茶 !

聊聊天! 东拉西扯$ 每天晚上
*

点多 ! 老郭必打电话给徐老伯

伯 ! 道一声晚安 ! 问一声身体

可舒服$

%双结对& 计划很精彩! 但

也无奈 ! 如果不是老帮老而是

小帮老! 就完美了$

后来 ! 徐老伯伯把家里的

钥匙交一把给老郭 $ 再后来 !

徐老伯伯给女儿打电话 ' %我

在新泾住得蛮好 ! 不搬到你那

里去了$&

丢了草窠 ! 心里空落落 !

据说动物都是这样 $ 徐老伯伯

的草窠天天有人走动 ! 他就满

足了! 这是世界上最温暖的窝$

现在时兴一个家族住一个

小区 ! 靠得近 ! 有照顾 ! 但不

是一个门档子进出 ! 各归各 $

沈乐夫妇决定把爸妈的石库门

房子卖掉 ! 换成他们小区的三

房两厅$

妈妈不同意' %卖掉石库门

的钱换得到三房两厅(& 沈乐很

爽快' %多出来的钱! 我来贴$&

爸爸说 ' %你来贴 ! 我们

更不搬了$ 我们住草窠住惯了!

邻里之间都是几十年的老朋友!

合肥路附近有
)

个菜场和两个医

院 $ 搬到你的豪华小区 ! 连个

人影都没有$&

爸妈没有说出来的话是 '

你贴了钱到时候你的名字就要

加进来了--

手中有房 ! 遇事不慌 ! 不

要以为只有青年人才这样认为$

手中有车 ! 遇事照样要慌 ! 一

辆普通的轿车值多少钱(

草窠是安身之地 ! 小一辈

最好不要触动它 $ 到老了 ! 也

许什么神经都有些麻木 ! 唯有

这根神经异常敏感 ! 看起来它

是不能直接观察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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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调查档案

!!!!!!!!前阵子"有关老年人
的负面新闻不断出现在
媒体上" 引起人们关注"

甚至有人惊呼#$老年人
变坏了% &而最近一位老
大爷被撞倒后'谎称有医
保' 放走撞倒他的小伙
子' 又引得了广泛的议
论'称这位老人家的宽容
是在传递正能量% 其实'

无论是讹人的老人还是
厚道的老人'都只是独特
的个体'因为个别老人的
行为给老年人群体贴上
$坏& 标签显然不妥% 不
过'过多地赞扬某个个体
的善举'也未必真的带来
积极作用%

#事件回放一$

(+,)

年
-

月
,.

日! 四川省达州

市某小区内
)

个小朋友在楼下玩耍!

扶起一位摔倒老人后! 却没想到遭遇

一场被索赔的持久风波$

%来源&'法制日报()

#事件回放二$

(+,)

年
,(

月
,/

日 ! 在辽宁沈

阳! 一位老人被一个小伙子的电动车

撞倒!但老大爷却对小伙子说'%孩子!

我没事!我有医保!你赶紧上班去吧$&

这贴心的举动感动很多人$之后!有媒

体记者找到了这位老大爷王福顺后才

发现!原来他根本没有医保$

%来源&中国广播网)

适度感谢是对善举最好的回馈

谁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充满善意的环境中! 为所处的环境

增加一些积极的正能量! 是每个人都可以做的事情$ 比如!

当我们以类别看人的时候! 不妨提醒自己! 看周围是否既有

人支持了这样的归类! 也有人反驳了这样的归类$ 如果答案

是肯定的! 我们也许就需要放下这样的归类! 而提醒自己!

看到的只是单一的个体$

也许! 我们身处的环境的确存在一些因素不利于激发人

们的善举! 那么! 不如从自己做起$ 当身边的人善待我们的

时候! 适度地表示感谢+++不要冷漠对待! 也不要过分地赞

誉! 适度的感谢恐怕是对善举最好的反馈$

此外! 有一件事情非常重要! 那就是! 我们需要集体归

属感! 但是同时也需要一种脱离集体的大爱! 每一个个体都

和我们是一样的! 当你这样去看待周遭的人! 就会减少对非

集体人群的道德排除$ 当爱和善举增加的时候! 恶行自然会

减少$ %据 '新民晚报()

过度表扬会破坏行善后的愉悦情绪

一个社会中! 人们的善举增多还是减少! 和一些组织环

境的措施是有关系的$ 当环境总是强制行善的时候! 得到的

结果往往是减少了人们的善举$ 为何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心理学研究发现! 自发地助人本身会导致人内心很美好的愉

悦感! 这些人会因为不断有善举而认为自己就是一个乐于行

善的. 比较无私的好人$ 但是这样的美好情绪和自我认识有

时候会被一些干预的行为破坏! 产生负面的影响$ 当人们是

因为被要求而捐款! 被要求向弱势群体提供帮助的时候! 他

们的内心就很难涌现出自己是无私助人者的自豪感和愉悦的

情绪$

对于一些善举进行大张旗鼓地宣传. 奖励! 有时也会破

坏行善者内心美好的自我认识$ 廖丽娟分析指出! 人们的行

善本身是一种内心美好的动机而激发的! 但是当组织环境对

这个行为给予超过适度的反馈时+++比如! 非常夸张的宣传

等等! 那么行善的个体就会把善行归因为奖励这个外部反馈!

而不是自己是个好人的内部动机$

道德的包容性和道德的排除性! 对于社会中人们的善举

的增减也有一定的影响$ 我国是一个集体主义文化的国家!

在我们周围到处是各类集体的分类$ 大大小小的集体! 就有

大大小小的集体规范和道德$ 这样的集体分类好处就是我们

会有很强的集体归属感! 但与此同时也增加了对非集体之内

人的排除和排斥! 所以! 很多人习惯把周围的人分为 %自己

人& 和 %别人&$ 对 %自己人& 肝胆相照! 对 %别人& 常常是

毫不留情$ %走在大街上的人! 其实都和我们一样是有血有

肉的人! 但是因为他们不是我们的家人. 同事. 朋友! 和我

们不在一个集体! 总是太过于 )被强调集体观念* 的我们很

容易就把他们归为 )别人*! 而进行了道德排除! 当我们进行

了道德排除的时候! 我们就会减少对别人的善举! 有时! 还

会增加恶行$& 廖丽娟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