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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如果说人紧张的时候语速会加快，说谎的时候眼神会飘忽不定，生气的时候脸色会变是一种正常
的心理投射，那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我们总是拿着手机找手机？
坐电梯的时候总是习惯性地看楼层数字？
女人在生理期总是更喜欢疯狂购物？
那些时尚潮男总是雌雄莫辨？
娱乐圈的女明星总是挤破头往豪门闯？
　　这些生活中常见的现象若深究根由，很多人都说不出原因，归之于“天生就这样”或“习惯成自
然”显然是很牵强的。
那应该怎么解释这些行为呢？
甚至还有一些更加怪异的行为，我们又应该怎样面对呢？
比如灵魂出窍、鬼压床，现在发生的事情是过去梦境中出现过的⋯⋯其实，这样的事情若能知悉怪之
根源，自然也就见怪不怪了。
　　每个人的思想、态度、愿望、情绪、性格等个性特征，都会不自觉地反映于外界事物或他人，这
是一种心理投射作用。
反过来讲，人的心理活动，会通过对外界事物或他人的态度和情绪不自觉地表现出来，因此，我们探
究人的某些怪诞心理就变得有迹可循。
　　为什么有的人办事情喜欢拖拖拉拉，约会总要迟到半小时，难道是天生的惰性在起作用？
其实不然。
有研究指出，人的惰性多半于后天养成，先天因素不大。
怪诞心理学告诉我们，拖拉源于对自我的反抗。
从心理上抗拒某件事情，要经过反复的心理挣扎才能下定决心，再反映到行为上，自然要比正常情况
慢半拍或慢几拍，“拖”也就难免了。
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早上赖床，少则几分钟，多则半小时甚至更长，尽管明知赖床有可能导致上学或上
班迟到，但你还是想多赖几分钟，这就是心理上对“起床”这一行为的反抗，以此衍伸到工作上的拖
拉，做决策时的拖拉，也是同理。
反之，你也可以就此按图索骥找寻工作拖拉的缘由，找到产生抗拒心理的原因，并积极做出改变，也
许就能对工作重新焕发热情。
　　《你不知道的怪诞心理学》以我们生活中看似常见却难以解释的现象入手，从性别、认识、决策
、行为、爱情等传统心理学角度进行解析，又从色彩、时间、营销、变态、休闲、灵异等新兴的心理
学角度进行解读，剖析了现象背后隐藏的怪诞心理，揭示了生活的本质和真谛。
　　本书观点新奇，语言清新易懂，诙谐幽默，深入浅出地诠释了生涩深奥的怪诞心理学知识，既有
经典信息涵盖，又富含当下的生活时尚热点，读完让人受益匪浅。
　　《你不知道的怪诞心理学》以专业且新颖的理论分析多个触角，揭示生活中的怪诞行为，它包罗
万象，使你读完有恍然大悟之感。
读完此书，你也学着剖析自己的怪诞心理，做个知其所以然的“怪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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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你觉得能够从一个人的笔迹里面看出他的个性吗？
你觉得有些人为什么就爱给自己找不自在？
你知道为什么我们会对一个观点有不同的见解和争论吗？
你知道现在的“男身女相”和“女身男相”都是为什么吗？
你知道颜色和减肥之间存在关系吗？
你觉得“笔仙”和“灵魂出窍”是非常诡异难辨的事情吗？
在这本书里，描述了许多怪异的现象，在这些千奇百怪的现象背后，隐藏着人类在不同层面的秘密心
理。
我们探索的是一个神秘莫测的世界，而这个世界就存在于每一个人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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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字里看出真性情：神奇的笔迹学　　报纸上刊登了一则这样的消息：　　2005年6月25日，北京大
学2002级预防医学2班的学生安然与同窗崔培昭发生争执。
安然挥起菜刀，向崔培昭头面部、颈部等要害部位连砍80余刀。
　　事后，笔迹专家通过他的笔迹对其人格做了分析，说明这次犯罪也与其性格中的隐患有关。
分析结果是，控制力差，内心抑郁，不遵守规范，容易冲动。
经求证，其人果然如此。
　　有人说，“笔迹是人类大脑的写作”。
社会上甚至还出现了一门笔迹学，以此来研究人的大脑反映和心理世界。
　　美国著名的心理疗法专家威廉·希契科克对笔迹学研究已达20年，他藏有4万份笔迹档案，从中他
得出了一些具体的结论：笔迹是一个人的性格、智力水平和思维逻辑的具体反映。
　　同时，笔迹学家雅曼，也为笔迹学总结了以下这些结论：　　我们在书写时，有人字迹清晰，有
人却颇为潦草，而这种字与字之间的连笔程度，也是对我们的思维和行动协调力的一种体现。
　　我们在书写字迹时，所用的力道，有可能会反映我们的精神以及肉体上的能量。
字迹清晰并有力者，说明其内在能量十分巨大。
　　每个人对笔画的结构方式都是不一样的，比如，有人的一横方方正正，而有人的却微微向上翘起
。
这样的不同，其实也暗示着其内心在面对外部世界时所展示的态度。
　　书写速度和我们的理解力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
同时，我们的行文布局和我们的主观思维也有很大的关联性。
　　同一个字，有人写得大，有人写得小，这种大小上的不一致，也是一种自我意识的反映。
　　字和字行的走向，也就是有人一行字很整齐，有人一行字逐渐就写出了“下坡路”或者“陡坡”
，其实，这是我们的自主性和社会关系的反映。
　　笔迹分析的方法很多，由笔迹观察人的内心世界，可以从笔压、字体大小、字形几个方面来观察
。
在我们的人际交往中，肯定离不开字迹的交流，所以，如果我们能掌握笔迹分析的一定规律，那么对
更好地进行交往也是有一定益处的。
　　1．笔迹特征为字体较大，笔压无力，字形弯曲，不受格线限制，具有个性风格，容易变成草书
。
这类人和蔼可亲，容易与人相处，善于社交活动，为体贴、亲切类型的人，气质方面具有强烈的躁郁
质倾向。
　　2．笔迹特征为字形方正，稍小，有独特风格，尤以萎缩或扁平字形为多。
这类人气量较小，凡事都缺乏自信、不果断，极度介意别人的言语与态度，属于神经质性格的人。
　　3．笔压有力，笔画分明，字字独立，字体大小与间隔不整齐，具有自己的风格，但笔迹并不潦
草。
字体大小虽有不同，但一般而言，显得较小。
这类人处事认真，但稍欠热情；对于有关自己的事很敏感、害羞，对别人的事却不甚关心，反应较迟
钝；气质方面具有分裂质倾向。
　　4．笔迹特征为字形方正、一笔一画型，为有规则的平凡型，无自己的风格，字迹独立工整，字
形一贯，笔压很有力。
这类人做事很慎重，做事风格也一板一眼、中规中矩，但行动有些缓慢；意志坚强，热衷事务；说话
唠叨，不懂得幽默，不识风趣，有时会激动而采取强烈行动；气质方面具有癫痫质倾向。
　　一般情况下，他们都有较强的逻辑思维能力，性格笃实，思考问题周全，办事认真谨慎，责任心
强，但容易循规蹈矩。
书写结构松散者形象思维能力较强，思维有广度；为人热情大方，心直口快，心胸宽阔，不斤斤计较
，并能宽容别人的过失，不拘小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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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包藏隐私：选包反映精神思维　　英国心理学家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研究，结果显示：女性愿
意随身携带手提包，是因为各式各样的手提包给她们带来了足够的自信。
同时，在特定的场合，提包也可以为女性带来安全感，因为紧握提包可以暂时缓解她们内心的紧张。
　　提包在人们的工作、生活和学习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件物品，很多时候它几乎与人形影不离，人走
到哪里，它们也随之被带到哪里。
　　提包能给我们安全感。
因为，我们都会将比较隐私的东西放在提包里，那里装载了我们生活中的部分秘密。
同时，提包里所装的东西，也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需要用到的东西。
这种贴身的便捷感，会让我们觉得自己的需要被满足，自己的隐私被保护。
所以，很多时候，提包对我们来说存在着一份可依赖的踏实感。
同时，由于提包的每日必用性和使用持久性，我们对它的选择总是具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和心理意味。
　　我们选购的提包，无论颜色、款式，都是我们自己的心头所好。
这种喜好和选择过程，体现了我们的各种想法、价值观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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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你不知道的怪诞心理学》以我们生活中看似常见却难以解释的现象入手，从性别、认识、决策
、行为、爱情等传统心理学角度进行解析，又从色彩、时间、营销、变态、休闲、灵异等新兴的心理
学角度进行解读，剖析了现象背后隐藏的怪诞心理，揭示了生活的本质和真谛。
　　本书观点新奇，语言清新易懂，诙谐幽默，深入浅出地诠释了生涩深奥的怪诞心理学知识，既有
经典信息涵盖，又富含当下的生活时尚热点，读完让人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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