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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有人喜欢看恐怖片
□ 周洲

养宠物，呈现年轻人对“家”的渴望
□ 齐元皎

成长研习社

心电影

心 知

日常的生活是安全、平凡的，

有时甚至是单调的，因此有些人

往往会期盼打破常规，而恐怖电

影则刚好能满足这一需求。它能

使人们在安全的情况下暂时跳离

日常的舒适区。

此外，恐怖电影的不可预测

性，也是人们喜欢恐怖电影的原

因之一。电影里高潮迭起的节

奏、曲折离奇的诡异事件吊足了

人们的胃口，充分吸引了人们的

注意力。

观看恐怖电影就像参加蹦极

或坐过山车一样，人们会在这些

活动里“痛并快乐着”。多巴胺、

肾上腺素和内啡肽是著名的三大

“快乐激素”。当人们在受到恐惧

刺激时，不仅会促使大脑释放出

应对恐惧的血清素，还会促使大

脑分泌出三大“快乐激素”。

当观看恐怖电影时，不仅心

率增加，而且血压上升、呼吸加

快；在电影结束之后，这种生理现

象会持续一段时间。有一小部分

人就十分喜爱这种生理刺激，这

导致他们对过山车、鬼屋、恐怖电

影等娱乐项目十分着迷。

恐怖电影虽然恐怖，却没有

真正的威胁，人们甚至可以在感

到害怕的时候随时离场。因此，

对于恐怖片影迷来说，恐怖电影

能让他们充分感受，甚至是享受

这种高激素带来的愉悦。

在一定程度上，恐怖电影为

人们提供了一个机会，体验恐惧

和灾难，并思考事情发生时的策

略。

不过，并不是所有人的大脑

都能释放出足够多的血清素来克

服电影带来的恐惧。由于负面情

绪胜过兴奋，不喜欢恐怖影片的

人自然不能从中获得足够的愉悦

感。过高的负面情绪也会战胜人

类的好奇心，这会让他们连想看

恐怖电影的冲动都没有。

美国电影《奇迹男孩》中，奥吉是

一个天生面部畸形的小男孩，直到五

年级时才进学校读书。第一天上学，

同学们用异样的眼光看他，用球打

他，喊他“丑陋的怪物”，嘲弄他的小

辫子。

奥吉没有反抗，甚至一句辩驳也

没有。可一回到家，奥吉就怒气冲冲

地闯进姐姐房间，找到梳妆台抽屉里

的剪刀剪掉自己的辫子。姐姐关心

地问他情况，他也不理睬，而是狠狠

摔了下门跑出去了。

在之后的剧情中，我们可以看

到，奥吉对老师和同学都彬彬有礼，

以为好朋友欺骗了他，他十分痛苦，

却仍然沉默忍让。而奥吉在家里不

是这样的，他会冲父母发脾气，冲姐

姐大喊：“给我出去！”

不止奥吉，很多孩子表现出来的

窝里横，是因为他清楚地知道，家人

都宠爱着自己。他们会对自己的行

为表现出无条件的让步，这本质上会

有一种“恃宠而骄”的味道。

孩子虽小，但潜意识里有对风险

的判断，这种判断决定了他在什么场

合采取什么态度。

还有的孩子心里也知道自己发

脾气是不对的，他之所以在家里肆无

忌惮，是因为他确信家是最安全的，

家人会接纳他、包容他。

家庭给了孩子抱持的环境，让他

放松下来。他在家门外吃了瘪，渴望

在家里得到安慰。这种窝里横不是

真的嚣张跋扈，而是用来掩盖自己在

外面的挫败感与自卑，并对自信的一

种找补。

孩子的表现是天性流露，也是情

绪释放，本来无可厚非，但如果他习

惯了以自我为核心，面对家人一味地

任性、蛮横，不管不顾地闹脾气，总是

把在外面被压抑的情绪发泄到亲近

的人身上，显然也不是一件好事。归

其原因，是父母的宠爱。越是无原则

娇惯孩子的家庭，这种情况越会变本

加厉。父母的宠溺、纵容与妥协，很

容易变成滋生窝里横的土壤。

作为家长，可以用正确的教育方

式，来引导孩子管理情绪：

定明确规则，拒绝溺爱。想让孩

子正确地融入社会，首先要纠正他的

错误认知，不偏宠、不放纵，让他知道

窝里横并不能解决问题。

培养孩子的抗挫力与社交能

力。情绪与智力不同，除了天赋，后

天的练习尤为重要。想修正孩子的

“出门怂”，要多给他制造出门的机

会，鼓励孩子与人打招呼交朋友，进

行社会活动，学着表达需求。让他

在探索同伴关系的过程中构建自

信。

父母以身作则，表里如一。孩子

最先在家庭中学习情绪，并天生喜欢

模仿。父母就是孩子的一面镜子，想

要孩子表里如一，自己首先要以身作

则。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和孩子一

起做情绪的主人。

你是否发现，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

可爱的小猫小狗照片已经占领了你的朋

友圈。越来越多的自称铲屎官的年轻

人，开始养宠物。数据显示，2010 年至

2020年，中国宠物数量从0.59亿只猛增

至1.89亿只，其中城镇宠物猫狗数量突

破1亿只。

心理学家艾瑞克·埃里克森（Erik

H Erikson）认为，在20-40岁的青年期，

人类心理发展的主要任务是获得亲密

感，避免孤独感。对于在大城市打拼的

年轻人，虽然内心渴望恋爱婚姻，但是现

实困难重重，因此养宠物成为很多年轻

人获得亲密感的替代性选择。有实验数

据表明，与宠物互动可以降低血压，减缓

心率，并降低体内压力荷尔蒙皮质醇的

水平。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当代年轻

人的工作压力，提高了他们的生活质量。

“我可以吃土，但别的小猫咪有的东

西，我的小猫咪必须得有！”微博上，网友

的一句玩笑话引起了许多人的共鸣。这

一届年轻人，在宠物消费上也毫不含

糊。网友小艾在豆瓣小组发帖称：“我每

顿饭吃15块钱的外卖，但我的狗要吃一

袋三四百元的狗粮。”2020年，宠物市场

规模接近 3000 亿元，超过了婴幼儿奶

粉、纸尿裤的市场规模，预计 2023 年宠

物市场规模将达4456亿元。

有人觉得难以理解，养宠物的都市

年轻人到底在想什么？

在中国心理学会注册心理师魏冉看

来，这种现象并不矛盾。当年轻人从宠

物那里获得了充分的陪伴，感受到亲密

感之后，他们会在情感上依赖宠物，并且

期待这段关系的持续，花钱在宠物身上

是这种情感自然而然的行为表现。而在

消费宠物用品的过程中，也潜移默化地

提升了年轻人在“宠物圈”的归属感。

在搜索栏里输入“为什么养宠物”，

搜索结果出现频率很高的一个词是“治

愈”。在车水马龙般喧嚣的大城市里，一

群群年轻人肩负着来自升学、就业、职

场、房贷等各种压力，顽强地想要在这个

城市扎根。奔波劳碌一天之后，回到房

间，他们总有一种方法可以治愈自己。

“当年轻人意识到自己能够为宠物

负责，感受到宠物对自己的依赖时，无形

之中满足了他们‘被需要’的需要，让他

们感受到自己的不可替代性，提升了自

我价值感和力量感。这很大程度上消解

了‘打工人’常有的无力感，甚至是低自

尊感。”魏冉说。

27 岁的姑娘何子涵正在考虑与相

恋 5 年的男朋友结婚。她觉得，养宠物

的意义在于，自从养了宠物，她与男朋友

的关系变得更加融洽。“不仅仅是两个人

在一起了，宠物让我有了家的感觉。”

魏冉认为，将宠物看作家庭一员，呈

现出年轻人对于“家”的渴望。与此同

时，类似“爸爸”“妈妈”这样的称谓也呈

现着一种责任感。

近日，据澎湃新闻报道，《柳叶

刀》发表《柳叶刀-世界精神病学协

会抑郁症重大报告：对抑郁症采取

联合行动的时候到了》，该报告由全

球各地的 25 名专家联合完成。研

究者们坦承，抑郁症单纯靠卫生系

统的努力无法解决，缓解、治愈抑郁

症需要整个社会共同的帮助。其中

的中国作者、中南大学公共卫生学

院肖水源教授在接受采访时指出：

“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抑郁症的

预防、诊断和治疗，单纯依靠卫生系

统是解决不了的。”

不能只靠卫生系统解决病症，

听起来匪夷所思，治病不靠医生还

能靠谁？其实，虽然抑郁症不是传

染病，但联合行动的道理却和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十分类似。如果只靠

医护人员治病，没有政府和社会大

众携手做好预防、宣传、检查、善后工作，其势

头很难得以遏制。

从预防层面着手，是降低抑郁症发病率

最有效的手段，而这也是卫生系统无能为力

的首要原因：大部分预防措施都在卫生机构

之外进行，这正需要国家与社会的助力。青

少年是抑郁症高发人群，可能影响终身。

2020年一项调查数据显示，我国青少年抑郁

检出率为 24.6%，其中重度抑郁为 7.4%。已

经有许多研究指出，家暴、校园霸凌、学业压

力等更深层的社会问题，是直接引发青少年

抑郁症的主要因素，而这些都是医学以外事

务。学校可以通过引入社会工作者为青少年

的精神困惑提供帮助，观察青少年是否遭受

家暴或校园暴力；政府则应细化相关法律条

文，向青少年提供司法保护。当青少年不再

被这些不良因素影响时，罹患抑郁症的可能

性就会大大降低，即使有抑郁的症状，他们主

动向师长寻求帮助的可能性也会上升。

抑郁症让医生束手无策的另一个重要原

因，就是许多患者根本没有走入医院接受治

疗。据统计，在高收入国家，约一半的抑郁症

患者未得到诊断或治疗，而在中低收入国家，

这一比例则达到80-90%。患者拒绝寻求医

疗帮助，主要是因为社会大众对抑郁症了解

不足。一方面是对其症状及治疗不了解；另

一方面是对抑郁症的污名化与社会歧视，因

此才会患上抑郁症，使得患者宁愿忍受病痛

也不愿意寻求医疗帮助。

经验告诉我们，抑郁症患者需要的不仅

是医生与药物，更需要法律和社会大众的支

持、关心与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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