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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难后的心理原始化回归

应小萍　罗　劲

[摘　要 ] 　根据对 “ 5·12”汶川大地震期间的社会心理现象的观察和分析 , 并基于以往有关重大灾难后

民众的心理行为研究 , 文章提出:灾难性事件会激活 “预埋”在我们的生理遗传结构 、心理反应倾向以及

社会文化传承中的一整套古老的应对模式 ,此模式经由当时所处的社会政治历史文化的条件与规范的

约束和修饰之后 , 表现为一系列极其复杂的社会态度与行为方式 , 而其核心则为灾难后心理行为上的原

始化回归过程。文章从精神分析和进化心理学角度论述了心理行为上的原始化回归何以能够帮助人类

适应灾难 , 在不确定的环境中寻求更好的生存和生活方式 , 并将围绕灾难后心理行为原始化回归过程的

短期与长期变化探讨和分析灾难后的心理行为变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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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提出

2008年发生的 “ 5·12”汶川大地震 ,是我国在经历长期和平繁荣的背景下突发的一次超大规模

的自然灾害 ,我们在其间目睹和体验了一系列极其复杂的社会心理学现象 ,其中既有感动和奉献 ,

也有愤怒和谴责 ,既有大无畏的抗争与奋斗 ,也有精神上的无助与恐慌 ,而这一切为我们研究重大

灾难后的心理与行为变化提供了重要的题材和视点。尽管灾难可以导致许多不同方面的 、极其复

杂的心理行为变化 ,但在这些变化之间却很有可能存在着内在的本质的联系 。

学者吕乃基
[ 1]
曾经用 “归零”一词来概括在 “5·12”汶川大地震之后在社会权利 、财产 、人工自

然甚至血缘方面所发生的巨大变化 ,但这种提法似乎只适用于描述社会建构在大灾难之后的瞬间

变化 ,而并不能用于描述人们的心理与社会认知在经历灾难之后的一系列短期和长期的变化特征

和规律 ,而更为重要地 ,对于心理而言 ,只存在一种模式取代另外一种模式的问题 ,而并不会出现心

理模式的彻底清空或 “归零 ”的情形。那么 ,在经历巨大的灾难之后 ,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心理模式

取代了原有的模式呢 ?

尽管灾难后的心理和行为反应都打着我们这个时代的标记 ,具有鲜明的时代和社会文化特征 ,

但我们同时也不能忘掉一个更加重要 、更加基本的事实 ,那就是我们在大灾难面前的反应 ,是生命

(包括个人经历 、家庭背景 、社会历史文化 、史前演化 ,乃至在人类出现以前的生命形态)在长期的

进化和适应过程中 ,在经历过无数次的这样的毁灭性的灾难以后 ,逐渐固化和形成下来的一套自然

反应模式的一种具体体现 。而在这种由巨大自然灾难所启动和诱发的强大的自然反应倾向面前 ,

我们个人的情感 、认知和思考判断很有可能被某种 “集体无意识的 ”情感 、认知和思考判断所取代

和左右 。例如进化心理学
[ 2]
的观点认为:育龄期女性在其所处的社会遭受严重的战争或自然灾害

破坏后会更多地繁育后代 ,特别是男性后代 ,尽管从表面上来分析产生这种现象的个人动机可能各

有不同 ,但其背后却隐含着更深刻的生物学原因 ,即:维持和保证物种的延续和存在。事实上 ,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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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生物演化过程中 ,物种往往会 “预埋”许多的反应模式。但并不是意味着所有的反应模式都会

在个体的一生中得以充分展现 ,比如说 ,每株植物中可能都保有与抵抗干旱有关的基因 ,但是 ,如果

这株植物终其一生都没有遇到过缺水或者干旱的生存条件 ,那么这些基因可能永远都不会被激活

而有所表现 ,而一旦遭遇干旱 ,则这株植物的整个生命状态都有可能被那个一直潜伏的抵抗干旱的

基因所调节和控制。再比如 ,社会中男性成员所具有的勇敢无畏和攻击好斗的潜质可能在当今文

明社会的条件下终其一生都无缘得以表现 ,而一旦遇到严重的危险和灾难 ,则这种特质就会显现

无遗。

基于上述考虑 ,本文将在这样的视野之下展开我们对于灾难后的心理变化特征与规律的探讨 ,

即:灾难会激活预埋在我们的生理遗传结构 、心理反应倾向以及社会文化传承中的一套古老的应对

方式 ,虽然这些应对经由当时所处的社会历史文化的条件与规范的约束和修饰之后 ,可能会表现为

一系列看似不相关联的 、复杂的社会态度与行为方式 ,但其中却包含着某种关键性的本质特征。

毫无疑问 ,上述视角具有进化心理学特征 。进化心理学认为 ,当代人类的大脑里装着一个有着

漫长进化历史的心理 ,它不仅包含了个体的成长史 ,而且更包含了漫长的人类种系进化史。事实

上 ,如果将人类的进化历程当作是整数 1的话 ,那么这个 1中的 99%都属于更新世(Pleistocene)的

狩猎—采集时代 ,因此 ,当今人类的心理中仍然带有漫长的历史所留下的痕迹 ,而这种痕迹则很可

能在经历巨大灾难之后凸显其决定性影响和作用。

与上述进化心理学的思想相一致 ,精神分析理论认为 ,当个体面临其难以应付的冲突 、紧张和

焦虑 ,特别是遭受严重的心理挫折时 ,可能会退回到较早年龄阶段的心理及认知水平 。例如 ,弗洛

伊德把这种心理上的退化分为两种:一种是对象退化 ,另一种是驱力退化。对象退化是指个体在不

能从某个人或物那里获得满足时 ,转向以前曾获得满足的对象 ,如失恋者可能会转而寻求以往恋人

甚至自己的异性父母 。而驱力退化是指个体在一种驱力受挫的情况下的转而追求另一种驱力的满

足 ,比如失恋者可能会抽烟 、饮酒 、过度饮食等 。但无论是对象退化还是驱力退化 ,都包含着在个体

心理发展历程中重新将心拉回到早期已经历过的需求与满足上 。事实上 ,回归现象甚至在动物实

验中被观察到 ,研究表明:当实验动物面临无法解决的困境时 ,可能会放弃新学会的方法转而退回

使用以前的旧方法 ,甚至可能会徒劳无益地表现出原始本能行为的迹象。荣格在弗洛伊德的心理

退化理论的基础上提出 ,如果人们在心理发展过程中遇到阻碍或者创伤 ,则有可能会退回到较早之

前的心理发展阶段 ,甚至可能会复演人类进化中的一些原始行为 ,这种变化被称为心理原始化回归

过程
[ 3-4]

。

纵观历史 ,灾难后心理原始化回归的迹象比比皆是 ,从伴随中世纪欧洲流行性疾病灾难而来的

大规模的驱魔和灭巫 ,到当今 “ 9·11”恐怖袭击之后魔幻文学的流行 ,从因 19世纪末华北地区的严

重自然灾害而产生的大规模的民间宗教运动
[ 5]

,到 “ 5·12”汶川大地震后网民关于福娃以及数字 8

的种种传言 ,都折射出人们的认知和心理在大灾难后回归的迹象。

需要指出的是 ,当我们在使用 “原始化回归 ”一词时 ,是站在一个中立 、科学的立场上看待灾难

后的心理与行为变化特征 ,其中并无任何褒义或贬义 。事实上 , “原始化回归”可能同样包含着积

极和消极的方面 。比如 ,研究表明美国国民在经历 “9·11”恐怖袭击之后 ,对国家的认同感明显地

恢复和增强 ,这种 “回归”对于国家而言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 。另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社会心理

学研究中所观察到的灾难后的 “心理免疫力”增强现象 ,即那些严重的心理打击所带来的不良后果

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反而会比那些看似轻微的打击更小 ,这种 “大打击小后果 ,小打击大后果 ”的现

象是由于在严重打击面前 ,原始化回归过程的启动对于个体心理起到了有效的保护作用。甚至 ,那

些表面上看起来具有明显的消极和非理性特征的灾难后心理原始化回归现象———如过度追求感官

刺激和快乐(及时行乐现象)以及发动对替罪羊的攻击———对于人们在经历无法控制的巨大灾难

后找回积极美好的生命感受 、增强自主控制感 、缓解心理压力也具有积极的作用和意义
[ 6]

。

·148·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年



因此 ,我们应当从生存适应与心理保护的角度来看待灾难后的心理行为的原始化回归 ,在面临

重大灾难所带来的冲击时 ,人们需要对消耗巨大的心理能量进行积极的调动与保护 、及时宣泄不良

的情绪压力 、有效调整思维风格以减少认知因素中的不确定性 、加强自我控制与效能感 ,还需要通

过强化对群体及国家的认同和心理依赖来应对和补偿心理安全感的缺失 ,而上述种种心理行为的

原始化回归过程 ,就其本质而言 ,都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心理上的灾难应急机制与有效保护机制。

下面 ,本文将围绕灾难后心理行为原始化回归过程的短期与长期变化特征 ,在迷信 、群体恐慌 、

替罪羊攻击现象 、默认脑认知网络变化等短期变化;以及生活方式 、信念 、观念 、文化等长期心理影

响方面探讨和分析灾难后的心理行为变化特征 。

二 、原始化回归:短期变化

我们将从灾难后民众的迷信心理行为 、迷信言论的传播 、群体恐慌 、替罪羊攻击现象 、默认脑认

知网络变化等方面论述原始化回归的短期变化特点 。

(一)迷信心理行为

大灾难发生之后 ,生命财产会招致损失 ,如 “ 5·12”汶川大地震之后 ,几万人失去生命 ,数万家

庭破碎 ,房屋倒塌 ,人员致残受伤严重 ,给受灾地区的民众带来了巨大的身体和精神上的痛苦 ,人们

的情绪会处于极度的恐惧之中 ,就会产生非理性的种种想法 。

有研究者在 “5·12”汶川大地震之后 ,在重灾区北川县 、安县 、江油市等地 13个调查点 ,采取随

机抽样问卷调查 、自由座谈等社会学实证考查方式 ,以佛教为例 ,对灾区佛教信众(含僧人 、居士)、

受灾群众 、参与救灾的公务员等人群进行了调研。结果显示被调查的 133名原不信佛教的人中 ,有

29人 ,即 21.8%的人认为 “地震以前不信佛 ,现在有好感 ,可能信佛 ”,认为地震后人们的皈依意向

有所增加
[ 7]

。此研究具有较强的佛教背景 ,研究并没有提供数据显示大地震后相信佛教的人数是

否超过了不相信或其他反应的人数 ,所以大地震后宗教倾向增加的证据并不是很充分的 。宗教作

为一种信仰 ,与迷信不同 ,灾难后的迷信心理行为的增强却是显而易见的。

雅霍达·古斯塔夫在《文明的困惑 ———迷信心理透析 》一书中解释 “何为迷信 ”时 ,采用的定义

是 “对未知的 、神秘的或想象中的事物 ,具有不合理的畏惧和恐惧 ,以及基于恐怖和无知的教义 、疑

惑 、习惯等”。所以说 ,迷信 “不仅仅包括幸运的数字 、日子 、颜色 ,或不吉利的数字 、日子 、颜色 ,而

且还包括占星术亦即其他超自然的体系 ,直到魔女 、亡灵 、妖术师 ”。分成四大类 ,一是 “形成宇宙

论或一贯的世界观之一部分的迷信 ”;二是 “社会公有的迷信 ”;三是 “个人的 `神秘 '体验 ”;四是

“个人的迷信 ”。
[ 8] 1-22

虽然 “这种分类 ,由于范围太广 ,所以各种类之间的界限未必是明确的 ,况且

进行其他形式的分类也不是不可能的 ”,我们在分析灾难后出现的迷信心理行为时将会采用这个

定义和分类 。

迷信心理和行为在中国这个自然灾害多发的国家由来已久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 , 1931年

初夏和 1935年长江全流域发生大水灾 ,有研究列举了两湖地区发生特大水灾后 ,对灾民的社会心

理产生的深刻影响 ,对灾害产生恐惧心理 ,出现了自杀 、野蛮 、残暴和为求生存不择手段的行为;民

间迷信活动急剧增加;奢侈之风也是随处可见;对自然神灵的崇拜时有发生。 1931年 ,祈祷龙王爷

保佑 ,政府官员路遇水蛇竟叩头为 “蛇大王显圣 ”;1935年水灾时正逢七月十五中元节 ,灾民花大量

金钱化纸钱 ,念经诵咒;相信洪水围城是因为一对石狮的迁动 ,是触犯了法力无边的降水兽 ,于是对

石狮烧香磕头 ,顶礼膜拜。
[ 9] 101-103

20世纪 30年代 ,江苏 、上海福州等旱灾严重地区的祭天求雨活动 ,江苏的蝗灾求神;抗战期

间 ,安徽皖江地区多次蝗灾 ,但把蝗虫当作 “神虫 ”,用烧太平香 、唱戏乞求 “神虫 ”不吃庄稼。民国

期间 ,水灾求神虽不多见 ,但仍存在 , 1924年 7月江西水灾 ,官方设坛祈祷以求天晴 。荆江地区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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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频发 ,民众铸造铁牛希求镇住洪水。云南鹤庆等多雹地区 ,每遇下雹 ,靠求神拜佛等方法消灾。

民国时期 ,官方主持 ,官民结合求雨仪式较多 ,如 1920年的北方大旱 、1925年的湖南大旱 , 1920年

安徽 、1924年 7月山西太原 、1925年 5月山东求雨活动 。
[ 10]
有研究对近代山东地区祈雨活动作了

详细的描述 。对灾后的迷信活动都有详尽的论述。
[ 11]

迷信心理行为随着灾难的持续和加重 ,往往会发展成为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迷信言论。

(二)迷信言论

2008年的 “ 5·12”汶川大地震之后 ,在举国哀悼之时 ,一些迷信言论在各个网络悄然蔓延 ,如 8

比 13更邪恶 , 2008年的五行之灾 ,福娃灾难学等等 。迷信泛滥到把地震和 2008年年初的南方大

雪 、胶济火车事故相连 , 出现了 “逢 8逢 9”, “逢子逢丑 ”等灾难迷信 , 把 2008年说成是灾

年 。
[ 12] 44-45

大灾难之后 ,出于恐惧 ,各种迷信言论就会出现 ,在之前所述的民国时期的自然灾害中 ,有很多

认为触犯了某些神灵而招致灾难的迷信言论。在 16、17世纪的西欧 ,由于天气突变导致的农业歉

收和饥荒 ,更是不断恶化了当时普通百姓的生活。当时的人们相信 ,这些灾害是巫师破坏的结果 ,

他们通过雷电 、冰雹 、霜雪 、风雨 、洪水 、鼠患 、虫害等灾害和其他各种手段 ,破坏上帝的意旨 ,给人们

带来痛苦和悲伤 。
[ 13] 15
在中国历史上 ,两晋时期 ,一旦灾难发生 ,借助巫术祈求神仙显灵或直接利用

巫术除害或消灾是民众和统治者常采用的方法 。
[ 14]

灾难或者灾害部分地为社会文化所界定。正如美国学者约翰·惠廷说的 ,看上去 “不过是野蛮

的迷信 ”, “既不是毫无作用 ”,也不是什么 “人的精神错乱” ,而是 “显示社会的……紧张程度的指

标 ”,同时也是作为 “减少紧张和敌意的机制”,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 ”。
[ 8] 3
举例来说 ,一个枪击伤人

事件在文明社会中会被看作是一场灾难 ,而在某些无秩序的社会中则不会;相反 ,一些诸如日食之

类的自然现象在未开化社会可能被看作灾难 ,而在现代文明社会则否 。只有当发生的事件被明确

地认知和界定为 “灾难 ”时 ,相关联的一系列心理 、行为与社会反应才会启动和发生 。而灾难后民

众的迷信心理行为以及广泛传播的迷信言论 ,更是加剧了民众对灾难的恐惧 。

(三)群体恐慌

灾难发生后 ,由于恐慌 ,民众会出现许多的负性情绪和行为。

1.谣言和抢购风潮

2008年 “5·12”汶川大地震后 ,由于出现 “都江堰一化工厂爆炸 ,造成水污染 ”的谣言 , 5月 14

日成都等地出现矿泉水和食品抢购风潮 ,超市一开门 ,市民就冲进商场 ,矿泉水一抢而空。

由于谣言而发生的抢购风波早在 2002年 12月到 2003年 1月间就发生过 ,广州开始谣言满天

飞 ,如 “广州发生致命流感 ”、“不明病毒一夜夺命 ”、“打个照面或者对望都会传染”等 。结果是广

州及相邻省市的市民大规模地抢购板蓝根 、食醋和医药用品 。

2.骚乱

美国新奥尔良市遭受 “卡特琳娜 ”飓风袭击之后 ,也曾经出现了骚乱 、抢劫 、强奸等事件 ,整个

新奥尔良市一度陷入无政府状态。
[ 15]

民国时期 ,黄泛区农民的恐慌心理十分严重 ,黄泛区民国以来就土匪盛行 ,被黄泛区人民称为

泛区四大害的 “水旱蝗汤”中的 “汤”就是指土匪 。另外黄泛期间的争抢食物 ,甚至为图一饱挥刀砍

向奄奄一息的灾民。
[ 16] 52

3.损人利己

1931年和 1935年的大水灾后 ,在两湖地区 ,损人利己成为部分灾民的生存手段 ,敲诈勒索交

通费用 ,明取暗窃时有发生 、囤粮垄断提价和作假 、私家高价购买公用洪水防救的麻袋黄土使得水

灾险情不能及时防护 、卖妻鬻子也时有耳闻。道德沦丧 、冷漠无情等人性的弱点在大灾难后得以放

大 。
[ 9]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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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负性情绪

汶川大地震后 ,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作为灾难后最严重的心身障碍 ,让我们认识到灾难对

情绪的严重影响 。两湖地区在民国的大水灾后出现的饿死或自杀 ,对生活绝望的投水自溺等等现

象在文献中都有所论述。
[ 9] 102
但与此相反 ,也出现了灾难后的及时行乐现象 。

5.及时行乐

汶川地震之后 ,成都以及四川出现的车市销售上升是出乎许多商家的意料之外的 ,虽然 SUV

和 MPV车型的销售上扬可以解释为 “移动帐篷”效应 ,是为了震后的避震消费需要 。但也有商家

看到是由于大地震后民众出现的及时消费现象 ,很多都是直接现金提车 。
[ 17-18]

14世纪中叶 ,黑死病在欧洲流行 ,成为一场巨大的灾难 ,对人们的心理行为产生了巨大的影

响 。 “欧洲人对这场死亡的体验是前所未有的 ,人们的心灵受到了强烈的震撼。 ……劫后余生者

从他人的死亡恐惧之中 ,唤起了对自我生命存在幸福的追求和对生之权力的百般珍惜。于是不失

时机地追求现世享乐便成为人们的生活信念 ,歌颂人生 、申扬人权成了新的社会观念 。”
[ 19]

20世纪 30年代两湖地区在大水灾后 ,虽然洞庭湖区的土籍居民偏于保守 ,客籍居民富于进

取 ,但是都共同表现出大水灾后的不顾今后生活的不知储蓄 ,只顾眼前的穷奢和浪费 , 打牌打麻将

赌博 ,富者更是呼妓弹唱。
[ 9] 103

(四)替罪羊攻击现象

替罪羊(scapegoat)是一种比喻和隐喻 ,指归咎为灾难和不幸事件的始作俑者 ,把许多问题的发

生归咎为一个人 、某个群体或某件事的行为。

群体性的负性情绪宣泄通常以一种社会认知或意识形态的形式出现 ,最为突出的例子是所谓

的替罪羊现象 ,即将灾难归咎于某个群体或者是某个人 ,尽管早期的研究者 ,如 Allport从个体心理

学的角度入手研究替罪羊现象
[ 20]

,但近期的研究者则倾向于将这种行为置于兼具社会文化与心理

动力学特征的视野之下
[ 21]

。而与 Allport早年设想典型的替罪羊行为是弱势群体把更弱势的群体

当成替罪羊的不同 ,当代一些灾难归因的研究显示人们也会将愤怒的矛头指向强势群体 ,如相对于

白人而言 ,美国黑人更多地将飓风卡特琳娜所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归咎于政府官员和总统漠不关

心社会弱势群体的死活。
[ 22]

现代社会已经具有一个相当客观甚至是数量化的体系来判断和评估灾难特别是自然灾害的发

生及严重程度 ,而这种判断又会反过来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和决定人们对于发生事件的认知及采取

的措施 。一个例子可用于类比性地说明这种情况:临床关于癌症痛的研究表明 ,一旦一种疼痛被确

定为 “癌痛” ,则主观体验到的疼痛强度及情绪反应都会立即发生质的变化 ,即使就单纯的生理疼

痛的水平而言特定癌痛与普通的肌肉拉伤或肠胃疾病没有明显差别 ,其心理反应却远为深刻和恐

慌 。从这个意义上考虑 ,权威机构对于灾难认定和判断 ,如地震级数的最终确定和公布 ,对人们的

灾难认知是具有引导作用的。由于客观条件的局限(如技术手段的限制 、不同方面的局部信息无

法及时整合等)以及人为因素的介入(如出于表功或获取更多帮助的目的而夸大灾害的程度)等因

素的存在 ,有可能使看似简单清晰的自然灾害及破坏状况的认定和评估变得复杂 。

而对于灾害情况不能及时准确地认定和评估 ,或认定和评估的结果与受灾民众的感知或期望

有差距 ,都可能导致不满 , 2009年南台湾部的八八水灾就曾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它说明人们对灾难

的认知过程是一个经验感知 、标签化以及期待与评价的交互作用过程 ,不但要考虑客观准确 ,而且

要考虑人们在灾难中的主观感受。而灾难最容易让大众产生群体恐慌 ,而恐慌的一个结果就是替

罪羊现象和行为的出现。

在 “5·12”汶川地震中 ,最明显的替罪羊的例子是对于国家地震局的指责 。震后 ,网络上充斥

着 “专家不如蛤蟆 ”, “撤销地震局 ,改养蛤蟆”等言论 ,把国家地震局推到了风口浪尖 。而那些认为

应该宽容对待地震局 ,因为人类还不能科学预测地震的说法 ,也遭到网友们的痛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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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本·拉登被确认为 “9·11事件”的头号嫌犯后 ,美国各地骚扰 、袭击 、恐吓阿拉伯裔和信奉

伊斯兰教教徒的犯罪活动剧增 ,一些狂徒焚烧 、捣毁清真寺和伊斯兰教活动场所 。攻击行为可能由

于不能直接施加在报复对象身上而转向其他替代物 ,所以只能采取所谓找 “替罪羊 ”的形式来发

泄 。
[ 23]

2001年热带风暴埃利森(Allison)造成了休斯敦历史上最严重的洪水 ,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惨

重 ,通过在灾后 2个月后的市长选举中所获得数据 ,研究者发现现任市长成为了对水灾准备不足的

替罪羊和责任者 。这个研究为我们提供了科学的证据说明了替罪羊现象的存在 。
[ 24]

历史上 ,最典型的替罪羊例子是欧洲中世纪由于严重的流行性疾病所带来的灾难 ,据估计 ,仅

14 ～ 15世纪发生的黑死病就曾使欧洲约二分之一的人口死亡 ,长期而巨大的心理压力和精神恐慌

最终使得像群体性歇斯底里症这样的群体性精神疾病和行为障碍在欧洲的广大乡村和城镇蔓延 ,

而继之而来的针对女巫和狼人(lycanthropy)等替罪羊的捕杀和迫害也达到了空前绝后的严重程

度
[ 25]

。虽然在进入解魅的现代文明时代之后 ,重大灾难不能再像蒙昧时代那样导致极端的心态和

行为问题 ,但其深刻影响仍会体现在一些更加微妙的方面。

猎巫可以看作是一种大众歇斯底里的集体行为 ,即在大众的紧张情绪下 ,通过偶发事件(如巫

术控告)来缓解人们的紧张情绪 ,而且这种偶发事件通常会演变为大众的集体行为。 16、17世纪的

西欧社会正处于一个激烈动荡的转型时期 ,在经济 、政治 、思想等各个方面都经历了激烈的变化 ,而

巫师正是社会危机的替罪羊。寻找替罪羊无疑可以抚慰个人和集体的挫折感 ,缓解他们对社会的

危机感 。当时的人们认为 ,只要从生理上消灭了这些巫师 ,一切灾难将会远离。这类似于古代的替

罪羊仪式。巫术复仇和寻找替罪羊就是非现实性冲突的典型手段 ,前者一般出现在文化较低的社

会中 ,后者则通常出现在有较高文化的社会。在猎巫中 ,这两种方式得到了有机的结合:当时的人

们寻找替罪羊以承担社会危机的责任;而之所以替罪羊是巫师 ,则是人们普遍相信他们通过巫术发

泄他们的不满。
[ 26]

罗素在 《西方哲学史》
[ 27]
中讲述霍布士 ,这位写出了《利维坦 》和《公民论》的哲学家时 ,曾有这

样的一个故事。

在王政复辟时期 ,霍布士受到国王的同党中较不热诚的人的抬举 ,及国王本人的好

待;国王不仅在自己屋墙上悬挂起霍布士的肖像 ,还授予他每年一百镑的恩俸———不过这

笔钱国王陛下却忘记支付 。大法官克雷伦敦对在一个有无神论者嫌疑的人身上加的这种

恩宠感到愤懑 ,国会也觉得岂有此理 。经过 “瘟灾 ”和 “伦敦大火 ”,唤起了人民的迷信恐

怖 ,这时下院指派委员会检查无神论著作 ,特别提到霍布士的作品 。从此以后 ,关于惹争

论的问题 ,他写的什么东西在英国也得不到印刷许可。连他那本取名 《狴希莫司 》(Behe-

moth)的长期国会史 ,尽管讲最正统的主义 ,也只好在国外印行(1668)。

霍布士的故事也让我们看到 ,替罪羊并不仅仅是芸芸大众会有的行为 ,被当作替罪羊也有可能

不是弱者。

灾难后群体性的负面情绪宣泄往往具有多重目的性 ,比如前述替罪羊的例子中 ,除了宣泄和攻

击的作用之外 ,还含有 “内在可控归因 ”的作用 。经典归因理论认为 ,如果人们将一件坏事(比如交

通事故)的原因归咎于内在的可控的原因(比如个人不够小心谨慎),则会相对于那些外在的不可

控的归因(如遇上了酒驾司机)增加对原本不确定的情景的主观控制感 ,从而减少焦虑。同样地 ,

将灾难归咎于群体内的替罪羊具有增加主观控制感的作用。灾难后群体性的负面情绪宣泄的 “多

重目的性”还可能表现为一种看似非理性的累积性报复或发泄 ,比如 ,我们显然不能以简单的就事

论事的方法看待万科董事长王石的震后捐款问题 ,因为对这个事件的非议背后的动机可能已经远

远超出了赈灾捐款多少本身的范围 ,它从某种意义上表达了民众对近年来获取高额利润的房地产

业的严重不满。事实上 ,就像那句精神分析的名言所说的 ,我们的潜意识是从来不犯错误 ,它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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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面权衡内心深处各种意识或无意识感受之后而做出的综合性表达 ,因此 ,尽管从理性层面看来

某些错位惩罚(即对某人在 A事件有所不满 ,但却在 B事件上实施攻击)具有明显不合逻辑之处 ,

但它却符合了人们内在的愿望 。同样地 ,有谁能说在人们对 “范跑跑事件”的猛烈抨击中完全没有

包含这些年来所积聚的对教育部门的某些不合理做法的不满 ?这说明了人们在群体性的负面情绪

宣泄当中很少因单一的动机而行动 ,尽管在表达的时候总会选择那些看起来最合理也最为冠冕堂

皇的方面做文章 。需要指出的是 ,那些在表面上看起来是属于迷信行为的社会现象 ,比如 ,地震期

间流行的那些关于 “五福娃 ”和数字 “ 8”的传言 ,其本质并非是一种迷信思想的表现 ,而是借助一种

符合迷信巧合的外壳来表达一种对社会权力的隐含的攻击和挑战 。

(五)默认脑认知网络变化

龚启勇领导的研究小组利用功能核磁共振成像技术(fMRI)进行了一项研究 ,对那些经历过

“ 5·12”汶川大地震后在各个方面都保持正常和健康的个体 ,记录了他们在灾后第 25天处于 “静息

状态”下的脑活动情况
[ 28]

。所谓 “静息状态 ”是指人们处于安静而意识清醒但却没有任何特定的

认知任务或思考主题时的状态 。以往研究的结果表明 ,在这个状态下通常会有一组被称为脑 “默

认网络 ”的神经结构(主要包括后部的扣带回以及额叶等区域)保持着持续的激活状态 ,用以维持

我们清醒正常的意识水平和认知信息加工能力 。而龚等人的研究结果发现 ,与未经历严重灾难的

对照组人群相比 ,在经历大地震的个体的脑内 ,与情绪信息加工相关 、特别是与调节压力和焦虑状

态相关的个别大脑区域表现出明显增强的倾向 ,而整个脑的 “默认网络 ”以及负责情绪调控的神经

网络的功能联结强度却均有明显降低 。也就是说 ,经历汶川大地震的人们 ,在灾后 ,压力和焦虑情

绪成为了他们内在心理活动的主要工作 ,并使脑认知功能在整体协同能力方面表现出明显的降低。

可以说协同功能出现了退化回归的现象。

鉴于这项研究所探讨的乃是经历灾难的人群在无特定心理信息加工任务的静息状态下的心理

与脑活动 ,它向我们揭示了灾难会对人类基本的意识状态和保持方式造成深刻的影响 ,为大灾难之

后 ,心理上出现的原始化回归现象提供了脑认知神经科学的证据。认知神经科学(cognitiveneuro-

science)的高技术手段为我们研究灾难后的心理与神经反应提供直接的观察窗口的可能性 。

三 、原始化回归:长期变化

灾难带来的巨大物质损失和精神伤害 ,由此激发的心理行为上的原始化回归会烙印在民众的

思维方式和认知风格上 ,形成人们独特的适应环境的生活方式。

(一)生活方式的改变

在 “9·11”恐怖袭击一年之后 ,有调查发现:

“9·11”对美国人来说 ,是刻骨铭心的日子。据 CNN和《时代杂志》最新民意调查 ,多

数民众认为 , “9·11”事件已彻底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 ,他们不相信美国能再回到以前

的正常情况 。至今仍有近 30%的美国成人每天都会想到 “ 9·11”当天发生的恐怖袭击;

35%的民众每周会好几次想到;27%的人每月会好几次想到 ,只有 6%的成人表示 “几乎

从未想到此事”。 68%的美国人认为 “9·11”事件已改变了他们的生活 , 56%的人认为生

活尚未恢复正常 , 54%的人认为 ,生活永远不会恢复正常 ,只有 4%的人认为生活终将恢

复正常 。

民国时期 , 1938年花园口决口后形成的豫 、皖 、苏泛区的河南泛区中 ,受灾最为严重的有扶沟 、

西华两县。豫东黄河泛滥地区的灾民众为例 ,在经历常年的灾荒打击后 ,原始化回归体现在生存和

生活方式的改变上 ,安土重迁的乡土观念在黄河泛滥前主要表现为黄泛区农民 “候鸟 ”式的生活方

式 ,长期季节性的在家乡与外地之间往返流动 。黄河泛滥后农民流动群体扩大 。黄河泛滥前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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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人为主 ,黄河泛滥后大多全家搬走 ,扶老携幼流落他乡 ,出现结伙大批的出外逃荒的群体行

为 。
[ 16]
从定居生活方式回归到原始社会的 “游牧”时的迁徙生活方式 。

根据进化心理学的原理可以预测大灾难之后结婚生育倾向的上升 ,这在群体层面上可以理解

为一种对种族生存繁衍能力的补偿性增强 ,而在个体层面上则可以理解为一种个人追求稳定而亲

密的社会关系从而减低其心理危机感的自我保护策略。美国的一项纵向研究
[ 30]
调查了飓风灾害

后 1975— 1997年间卡罗来纳州 46个县的婚姻和生育数据 ,其中包括受灾县 24个以及作为对照组

的未受灾县 22个 。调查结果表明 ,受灾地区相对于未受灾地区而言 ,不但结婚率和新生儿出生率

显著提高 ,而且离婚率也显著升高 ,这说明灾难所导致的心理与行为反应实际上十分复杂 ,既包含

因追求亲和以及宗族繁衍的动机所导致的结婚率和出生率的提高 ,也包含因应激和压力等不良情

绪反应所导致的离婚率的增加 。

(二)观念的改变

在文学艺术方面 ,我们也可以窥探到灾难对于民众的影响 ,如审美倾向的变化。美国 “9·11”

恐怖袭击之后 ,以 《哈利·波特》和 《魔戒》等为代表的一批魔幻作品在西方以及全球的风靡 ,在某种

程度上与人们内心的基本安全感丧失 ,并转而在虚构的正义与邪恶的斗争中寻求基于超自然力量

的出路与解决方案有关
[ 31]

。

(三)信念变化

民国时期 ,由于灾害不断 ,农民生活困苦 ,农村中的宗族制度已经动摇 ,宗族观念逐渐淡漠。在

维持宗族制度的族产 、族权 、族谱和祠堂中 ,仅剩下形同虚设的祠堂。亲戚之间关系淡漠一直延

续 ,即使在新中国成立后 ,当问到 “建国后 ,你们家和亲戚之间关系跟发黄水期间相比:a.疏远了;

b.比原来更亲;c.跟原来一样”时 ,回答 c的占到 80.1%。
[ 16] 51
可以看到 ,灾难对宗族亲属关系的

影响不是短期 ,而是长过到能够改变人们的信念。无论是用灾后个人祈求合群 、群体包容 ,还是用

灾后的地缘关系来解释 ,本质上都是体现了原始化回归 。

有证据显示 ,在缺乏控制感的情况下 ,人们会更加倾向于将原本没有关系的事物或者因素联系

起来。比如 ,那些在深海捕鱼的渔民会比那些在浅海捕鱼的渔民有更多的迷信行为和禁忌
[ 32]

,这

是因为在深海捕鱼需要面临更多的不确定因素 。

樱井龙彦在 《灾害的民俗表象———从 “记忆 ”到 “纪录 ”再到 “表现 ”》
[ 33] 83-84

中有如下的描述。

副田义也在阪神淡路大地震后的第十年 ,对震灾遗孤家庭进行了调查。调查中浮出

的一个重大的课题是生存者和死者有交流的这一说法 。在采访调查中 ,对 “你认为你死

去的双亲或兄弟姐妹的灵魂在什么地方 ?”这样的提问 ,幸存下来大多数的遗孤回答是 ,

他(她)们不是在天堂或极乐世界 、或是去了很远的什么地方 ,而是说在自己很近的地方 ,

换句话说就是那些灵魂在自己的家里 。

对死者的存在场所持有的这种感觉 ,一般被认为是震灾过后的几年可能存在 。不过 ,

实际上十年过去了这种感觉仍是存在的。十年的时间就结束对死者的悼念或许是时间太

短了。遗孤们的感觉是生者和死者同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家庭。在死别这一事实面前 ,生

者会想各种办法来弥补死者不在的感觉。虽然现实中死者已不存在 ,但相信和死者同在

的想法 ,假想把死者为复活的生者。祈祷的力量使这种不可能成为可能。对遗孤来说家

庭这个单位 ,通常想象为是父母 、兄弟姊妹一家团聚的场所。那种想象被突发而来的灾害

打碎时 ,他们为了弥补在心理上的失落感或不安感 ,可能会以想象进行修复 。作为修复的

方法 ,生者像每天的习惯一样对着死者的照片倾诉 。面对死者的照片和死者谈话沟通的

行为 ,是在创造和死者一起生活的感觉。

(四)文化改变

有研究人员从历史学出发 ,认为由于赣南地区的自然灾害种类多 、发生频率高 、水旱灾害严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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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了客家人的独特的人文特制 ,诸如显著的流移性 、强烈的宗族观念 、浓厚的迷信习俗等 。灾难

多发地区形成了适应灾难的独特的文化特色。
[ 34]

灾难对民众心理行为的影响还体现在民俗观念在对灾难起因理解 、预防以及灾难如何救助方

面的表现。残存的灾害记忆不仅会决定个人的生活方式 ,在集体记忆的情况下 ,也会决定社会整体

走向 ,以至成为文化。
[ 33] 76

四 、结束语

灾难后民众的一系列复杂的心理和行为变化 ,可归纳为心理行为上的原始化回归过程 ,表现为

短期和长期两种变化特点 ,对于人类具有灾难后的生存适应和心理保护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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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ychologicalPrimitiveRegressionAfterDisaster

YingXiaoping　LuoJin

Abstract　Basedonthesocialpsychologicalphenomenaafterthe5.12 earthquakeinSichuanProvinceofChina, together

withtheevidencesfrompreviousstudiesonhowthedisasteralteredpeople' smindandbehavior, theauthorproposedthat

thereweresetsofcopingpatternsthatwereprogrammedorpreprogrammedinhunman' sbiologicalgeneticpotentialities,

psychologicalresponsivetendencies, andsocialculturaltraditiontoresistthebigblow.Thesepatternscouldbetriggered

andreleasedbythedisaster, andregulatedandmodifiedbythegivensocial, political, historical, andtraditionalsettingof

thattime.Inspiteofitscomplexityanddiversity, thecoreofthesecopingpatternsistheprimitiveregression.Primitivere-

gressioncouldsupportpeopletoadaptwelltodisasterandseekmorelifestyleontheuncertainenvironmentaccordingtothe

perspectiveofdepthpsychologyandevolutionarypsychology.Thecharacteristicsofpsychologyandbehaviorwereexplored

bytheshorttermeffectandlongtermeffectrelatedwiththeprimitiveregressionafterdisaster.

Keywords　Disaster;Primitiveregression;Evolutionarypsychology;Superstition;Group;Scapego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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