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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情绪是人类心理现象中最丰富多彩的一个组成部分，喜、怒、哀、乐等像调色剂一样为我们的生
活赋予了各种色彩。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体验着各种情绪和情感，在文学艺术作品中抒发或领会着各种情绪和情感，同时也
从未停止过对“情绪是什么”这一本质问题的探讨。
从古典哲学到现代心理学，多个学科的研究者们从不同的切入点对“情绪”这一命题进行了大量的理
论阐述和实验研究。
　　在科学心理学的发展历史中，因为其主观性和测量、操作上的难度，情绪曾经在很长时间内被研
究者回避或忽视，直到20世纪70年代前后，情绪研究重新获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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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你是否也曾问过：　　“怒发冲冠”或“不寒而栗”足怎么同事？
　　人为什么会有忧愁和悲伤？
　　怎样才能永远幸福快乐？
　　从古至今，人们所做的一切都在围绕“情绪”打转。
你体会到情绪在人生中所占的份量了吗？
　　如何用科学的方法挑战神秘莫测的“七情六欲”，是情绪心理学家长久以来的追求。
随着科研领域中情绪研究的同益升温，研究成果也逐渐应用于日常生活，遍布儿童发展与敦育、运动
、司法等多个领域。
人们开始从认识和顺应情绪，稳步走向管理和利用情绪。
　　《情绪》总结了进化、生物、文化、发展、临床和社会行为等各个领域的成果，全面解读和剖析
“情绪”。
它不仅可以作为心理学专业的教材，更足集科学性和实用性为一体的科普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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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些研究已经证实，婴儿有时能够做出类似于成年人的情绪表情，但是却不一定发生在“正确”
的情境下。
例如，厌恶。
甚至很小的婴儿有时也会对酸味和苦味产生反应，他们会张开嘴，撅起嘴唇，好像要将它吐出来一样
（Ostersta1.，1992；Rosenstein&Oster，1988）。
这些表情看起来与成年人厌恶的反应有些相似。
除此之外，成年人还会皱着鼻子，紧闭双唇（见图2.4）。
同样，婴儿只有在尝到不好的味道时才会出现这样的反应，在看到流血、血迹或者其他让成年人觉得
恶心的东西时并不会出现厌恶的表情。
简单说，我们很难去确定婴儿是否能够“真正地”体验到厌恶的情绪。
　　婴儿是否能够辨别情绪？
对于这一问题，我们应持有谨慎的态度。
成年人，特别是父母，会过分地揣测婴儿表情中所包含的意思：“哦，看，我们的宝宝很高兴！
哦⋯⋯她现在生气了。
”实际情况或许与你猜测的一样，或许不一样。
同样，心理学家有时也会过分地揣测婴儿面部表情的含义。
我们不能“进入婴儿的头脑里”去了解他们的感受，同时，我们也需要在缺乏面部表情的情况下谨慎
地推导出结论。
例如，一个面部肌肉瘫痪的成年人没有面部表情，如果我们就此推测他没有情绪的话，那就是错误的
。
同样，婴儿不能表现出清晰的面部表情，反映出的也许是脸部肌肉运动的限制，而不是情绪的缺乏。
情绪是如何发展的？
　　不管年幼的婴儿是否有能力去辨别情绪，可以肯定的是，在生命开始的头两年，他们对情绪的体
验和表达会有很大的变化。
到了1岁左右，——JL就能够清晰地表现出高兴、悲伤、愤怒和恐惧的面部表情（Lewis，2000）。
这种发展有多大程度是依靠学习，又有多大程度是因为生理的生长与成熟呢？
生理的成熟情绪表达能力对生理成熟度有一定的要求。
例如，新生儿的视力较差，尤其是眼睛的中间部位，而这是成年人视觉最敏锐的部位（Abramoveta1.
，1982）。
在最初的6个月，婴儿将视觉注意从一个物体移向另一个物体是比较困难的；一个发光或者移动的物
体能够完全吸引他们的注意，以至于他们不能将注意从这个物体上移开（Clohessy，Posner，Rothbart
，&Veccra，1991；M.H.Johnson，Posner，Rothbart，1991）。
他们未发育成熟的视觉没有限制他们的情绪，但是却限制了他们对视觉刺激反应的能力。
　　同样，爬行和行走能力的发展为情绪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环境。
一个刚刚学会爬行的婴儿要面对迷路或者陷入危险等新的威胁。
一个刚刚学会站立和行走的婴儿要应付突然的摔倒。
这些运动能力的改变会引发新的情绪系统的发展，也会激活那些已经存在但未表现出来的情绪系统。
　　更重要的是，运动能力的成熟使得婴儿能够更加清晰地表达情绪。
新生儿不能在愤怒时握紧拳头，或者在受到惊吓后逃走，也不能大笑。
在很多情况下，新生儿更像一台没有与显示器和打印机相连的电脑。
也就是说，婴儿可能有很多的内部感受，但是没有人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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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内容划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的主要内容为与情绪有关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情绪的本质、
情绪的分类、情绪的发展、以及情绪与文化的关系等。
第二部分则对一系列常见的具体情绪分章节进行了阐述，包括恐惧、焦虑、愤怒、悲伤、幸福、爱、
恶心、轻蔑、羞愧、内疚、自豪感等。
第三部分阐述了情绪与其他心理过程之间的关系，包括情绪与信息加工、情绪性决策和情绪智力、情
绪调节等方面内容。
作者以深入浅出的语言对上述问题进行了详尽陈述，涵盖了理论建构、实证研究等各个方面。
总体而言，本书既适合专业的学生和研究者阅读，又可以作为心理学爱好者的科普读物。
因此，我们将这样一本书翻译出版，希望对专业领域的情绪研究以及情绪心理学的科学普及研究工作
贡献微薄之力，同时也希望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引起更多研究者及读者们对情绪研究领域的关注，
使得对情绪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作用有更深入的理解和认识，培养积极、愉快的情绪、情感，降低或
消除不愉快的情绪、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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