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少女性喜欢在性爱过程

中“瞎琢磨”， 如突然联想到

孩子会怎么样， 甚至催促丈

夫赶快“行事”。 《笑林广

记》 中有一通俗的笑话说：

贫人正与妻合， 妻云： “饭

米都没了， 有甚高兴？” 夫物

顿痿。 妻复云： “虽如此说，

坛内收拾起来， 还够明后日

吃哩。”

虽是笑话， 但也说明了一

个道理，就是在夫妻性生活中，

甜言蜜语必不可少， 而无关主

题的事情少说点为好。 人很难

做到一心二用的， 更何况在性

爱时听到扫兴的事呢？ 所以应

在床上将其它事情全部抛开，

要懂得，烦恼、忧愁、心有旁鹜

等不良情绪都会冲淡性愉悦。

文中同时还能看出夫有意而妇

无兴，因此，夫妻之间应该在双

方都比较有意的时候再行房

事，以免产生心理上的不合。

马凤喜

性爱时别

“瞎琢磨”

■心理透视

在墨西哥各地， 先后

已有三人被甲型 H1N1 流

感吓死， 其中一位被吓

死的是少女安妮。 安妮

远在伦敦读书， 当得知

父母与姐姐都感染了甲

型 H1N1 流感的消息时，

立即从伦敦启程回国，

当她刚从飞机下来踏上

自已的国土， 又得知母

亲与姐姐刚刚病死、 父

亲也是生命垂危时， 21

岁的安妮当即倒地窒息

而死。

这种现象称为诺思里

奇效应。 这个名称得自

1994 年 1 月洛杉矶附近

的诺思里奇大地震。 地

震发生之后， 接收幸存

伤者的医院发现伤者面临着又一

轮死亡袭击： 心脏病。 此后数

月， 研究者惊奇地发现， 因心血

管问题而死的人数急剧上升， 死

者并末受伤或受困于瓦砾中。

他们为什么会死？ 美国出版

的《新英格兰医学杂志》说：“在容

易患心脏病的人群中， 情绪紧张

有可能导致发病， 而且瞬间会窒

息死亡。 这就是 LSLQ 效应”。 简

单说来，他们是被吓死的。

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 紧

张、 焦虑、 敌意和抑郁等长期精

神状态对心脏的影响比地震这类

突发事件要大得多。 研究人员发

现： “50％发过心脏病的人胆固

醇并不高。 但是， 心理与社会因

素所产生的不良情绪对心脏的影

响， 和肥胖、 抽烟、 高血压等因

素几乎一样大。”

医生们逐渐发现， 心理和社

会因素对心脏的影响比他们以前

意识到的要大得多。 英国伯明翰

大学心血管医学教授迈克尔·弗

伦诺说， 抑郁至少会使一个健康

人心脏病发作的风险增加一倍。

敌意也是诱发心脏病的因素之

一。 杜克大学对患者进行的一项

大规模研究表明， 强烈的敌意会

使患者死于心脏病的几率增加

29％； 而在 60 岁及 60 岁以下的

人群里， 这个比率超过 50％。

树英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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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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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老师， 我今年 19 岁，

您一定想像不出我有多丑： 父

母给了我一双小眼睛、 塌鼻

梁、 阔嘴巴， 整个脸部就没有

一件得意之作。 而且我的皮肤

还很黑， 面部左右不对称。 我

不敢想以后的日子怎么过， 因

为丑陋， 我将找不到称心的工

作， 得不到美好的爱情， 甚至

得不到友情和关爱， 注定这一

生要孤独地一个人走！ 想起这

些， 我从心底感到绝望和恐惧

……” 热线电话中， 女孩子夹

杂着低泣的声音很压抑。

周末， 我终于见到了这个

把自己描画得极端“丑陋” 的

女孩子。 可是无论怎么看， 我

也没看出她的鼻子是歪的， 面

部不对称……整张脸并不像她

自己所认为的那样丑。

我的猜测得到了证实： 这

个女孩客观上并不很丑， 只

是主观上对自己的容貌有偏

见， 因而带着不满的眼光看

自己， 结果越看越丑， 越看

越自卑， 陷入到自设的心理

怪圈中。 王文

调查表明， 单亲家庭的孩

子会因缺少父爱或母爱而变得

心理失衡， 常常感到孤独、 自

卑、 低沉。 单亲家庭的孩子更

需关爱。

家长首先要调整自己的思

想和心理情绪， 引导孩子对家

庭环境有一个正确认识 。 不

要企图隐瞒发生了什么， 那样

会增加孩子的不安。 真诚告

诉孩子， 你们仍像以前那样

爱他（她）。

避免受害者心态。 不在孩

子面前讲另一方的坏话， 不要

相互破坏形象或当着孩子的面

使用污辱性的语言， 一味指责

对方。 最好不要向孩子控告对

方的无情和不负责任， 不要试

图将自己的创伤作为孩子今后

成长的借鉴。 孩子需要从更客

观的角度去看待世界， 他们有

自己探索和憧憬的权利。 “妈

妈不要我们了”、 “男人都是坏

东西” 之类的语言， 会使孩子

失去对人的信任和对未来的信

心。

离异夫妻尝试做朋友。 分

手后， 养育孩子仍是离异双方

共同的责任， 只有平静商谈教

育孩子的事， 才能让其有宁静

的学习、 生活心态。 双方要经

常保持和孩子的联系， 尤其是

孩子的监护方， 应允许另一方

探视， 使孩子享受亲情。

与孩子共同担起家庭的责

任， 避免补偿心态。 不要过度

补偿、 溺爱孩子， 对孩子的生

活， 要像对待正常家庭的孩子

一样。 物质补偿和娇纵都无法

替代孩子精神上的缺失， 相反

可能是任性、 暴力的来源。

帮助孩子处理好同学关系。

孩子的心理压力很大程度上来

自同学， 家长要鼓励孩子在班

上交几个要好的朋友， 经常一

起学习， 一起度周末。 孩子的

群体生活一旦正常， 许多问题

就迎刃而解了。

许建阳

“丑陋女孩”的心病

近年来， 心理工作者提出

一个名词“体丑症”， 其症状

就如这个女孩， 对自己的外表

过度关注， 对身体中某个部位

不满， 便夸大缺陷， 甚至产生

连锁反应， 将想像中的“缺

陷” 无限扩大， 波及身体中任

何一个部位， 尤以脸部最甚，

从而对自己整个人都产生反感

和厌恶情绪。

患“体丑症” 的人多以青

少年为主， 其中女孩比例远远

高于男孩。 究其原因， 主要是

随着性意识的产生， 少男少女

开始在内心描画心目中“白马

王子” 和“白雪公主” 的形

象， 这些形象往往完美到无可

挑剔。 为了和想像中自己所喜

爱的人相匹配， 他们势必对自

己的外貌寄予厚望， 希望自己

也能拥有美丽到极至的身材和

面庞。 当这种幻想落空， 心理

便产生极大的落差， 从而难以

接受现实中的自我形象。 此

外， 还有一部分青少年， 过于

追求外在美， 在挑剔的眼神

中， 缺陷自然会不断增多。

要消除这类女孩对自身容

貌的偏见和自卑心态， 首先要

让她认识到， 她并非自己想像

的那般丑陋， 她的相貌没有问

题， 出问题的是她的心理。 从

而把她的注意力从容貌

方面转移开， 激发她改

变心理现状的愿望。

其次， 要纠正她

思想中对容貌的偏颇

认识， 使她接受“一

个人只有心灵美好才

是真正的美丽” 的观

念， 从而将对容貌的关注转移

到对心灵的修整上。

还有， 不妨学学电视剧

《丑女无敌》 中的主角林无敌，

培养自己乐观自信的性格， 试

着以欣赏的目光打量自己， 多

发现自己的优点， 从而激发自

信。 王劲飞

学学丑女无敌

■心理医生手记

单亲孩子更需关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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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１９８４ 年 １０ 月到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文萃报走过了 ２５

年历程。 ２５ 年来，在千百万读者的精心呵护和培育下，文

萃报已由稚嫩的小苗成长为文摘报林的一棵大树，成为全

国同类报纸中的品牌。 为了感恩读者，回报社会，我

们联手国内著名企业中联重科，举办“中联重科”

杯文萃报首届读者节。 这届读者节时间跨度长

（从 ５ 月到 １０ 月）、活动内容多，我们真诚地欢

迎所有关注文萃、关心文萃、热爱文萃的新老

读者都能参与到这个“我们自己的节日”中来。

文萃报编委会

活动方式与要求： 请将您或您的亲朋好友在阅

读本报过程中的某些收获，例如：阅读人生百味的文

章启迪了

您对人生

的 理 解 ；

保健知识

治好了您的病

痛；财富故事帮您走上致富的道路等等，写成精彩故事寄

给我们，我们将从中择优刊发，并付给稿酬。 征文要求真实

有趣，故事性强，字数在 ８００ 字以内。 咨询电话：０７３１－４３２９３７５

活动方式与要求：征集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爱好编辑工作，想亲自体

验办文萃报感觉的热心读者。本报根据报名情况，最后选出 １０ 名老、中、

青读者来本报与编辑一对一选稿编报一期。 咨询电话：０７３１－４３２９３７５

活动方式与要求：在省内大中学校中，征集部分学子（特别

是高考上榜后家境贫困的学子）担任文萃报的发行员，在省会

长沙举行一场义卖《文萃报》和《文萃月刊》活动，销售收入将全

部用来资助贫困学生。 咨询电话：０７３１－４３２３８６２

活动时间：６ 月份

“我当了一次文萃报编辑”

活动时间：８ 月份

活动时间：１０ 月份

“我与文萃小故事”征文

活动时间：５ 月至 ９ 月中旬

“我是文萃发行员”

“文萃与读者心连心”联谊会

活动时间：７ 月－９ 月

评选“读者最喜爱的 ２５ 篇文章”

暨“文萃报最佳读者”

活动方式与要求：请读者从《文萃报》自创刊至今的 ２５ 年里

刊发的文章中认真挑选出自己最喜欢的 ２５篇文章 （每年 １篇），

将文章篇目寄至本报办公室。来信请将所选文章刊登的日期详细

标明，具体到年、月、日。 ９月初，本报将进行评选，根据得票情况，

最后确定“读者最喜爱的 ２５ 篇文章”，并从推荐这些文章的读者

中再评选出“最佳读者”２５名。 咨询电话：０７３１－４３１３２５８

邮寄地址：长沙市芙蓉中路一段 ４６９ 号湖南新闻大厦 ６ 楼 邮编：４１０００５ 电话（传真）：０７３１－４３１３２５８、４３２３８６２ 电子邮箱：

ｗｃｂ－ｂｗｂ＠１６３．ｃｏｍ （“我当了一次文萃编辑” 报名用） ｗｍｗｅｎｃｕｉ＠ｓｉｎａ．ｃｏｍ （“我与文萃小故事” 征文用） 来信请在信封上注明所参加活动的名称。

以上活动联系方式

活动内容： 邀请相关知名人士及上述各项活动的获奖者进

行联谊交流，并对各项获奖者进行表彰奖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