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微反应是人们在受到有效刺激的
一刹那，不由自主地表现出不受思维
控制的瞬间真实反应。读懂微反应能
够让我们快速熟悉并理解他人的隐藏
想法，因为你的小动作出卖了你的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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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容：隐藏的意义大不同

在人类的种种表情中，笑算得上是最为复
杂的。人们在不同情境下，会产生不同的笑
容。心理学家研究发现，笑能反映出一个人的
内心世界，笑这个动作本身虽然简单，但不同
种类笑容下可能会隐藏着秘密。

纯粹的笑是由颧大肌和眼轮匝肌这两块肌
肉运动产生的，当事人产生愉悦情绪之后，这
两组肌肉协同工作。如果当事人的愉悦情绪足
够强烈，会使肌肉强烈收缩，形成饱满的笑
容。但这种笑是一种容易作伪的表情，假装出
来的笑容和真实的笑容通常看起来很相似，从
根本上讲，虚假的笑容是能够随意制造出来
的，它是大脑有意识的一种行为，而真笑则是
大脑无意识行为。

辨别笑容真伪的关键就在于眼轮匝肌，因
为它的运动是在无意识状态下产生的。假笑
时，眼轮匝肌不会收缩。有些人为了充分掩饰
自己，将假笑时动作做得很夸张，甚至面部都
出现了扭曲，但是有经验的人可以通过辨识他
们的眼睛一下看穿，因为假笑中嘴巴的动作不
难做到位，但眼部变化是无论如何也伪装不出
来的。

有一种笑是负责的笑。做出这个笑容的
人，下半脸，特别是嘴部有明显的抑制痕迹，
而上半脸的表情与平时的开怀大笑的表情没什
么不同。微笑时，当事人的颊肌将下唇向上推
起，双唇在口轮匝肌的收缩作用下抿紧，唇间
线呈水平直线。

负责的笑给人以和蔼又不失庄重的感觉，
我们可以看到老人或者尊贵的人在面对晚辈时
会露出这种笑容，德高望重的他们凭借着学识
与身份地位高，自然透露出自信和正气，他们

对于晚辈所提及的事情和问题非常熟悉，在回
答时自然而然地会做出这样的表情。

眼部肌肉越灵活，暴露得越多

眼部肌肉是整个面部肌肉中最为灵活的，
所以眼睛才能泄露出多种微妙的情感。

眼睛上扬。如果一个做出眼睛盯着他人
看、上睫毛极力往上压的动作，表示他感到震
惊与愤怒。如果一个善于伪装的人在做错事时
做出了这个动作，则是在假装受到委屈。

挤眼睛。挤眼睛是一种信息传递方式。在
社交场合，两个相识的人挤眼睛，则代表着他
们处于同一立场中，比在场其他人关系更加亲
近。而在场的其他人会有被轻视和排斥的感
觉。所以，这个动作在一些非常重视礼貌的人
眼里，并不是一种令人愉快的行为。如果两个
不相识的人挤眼睛，则含有挑逗的意思，并不
是友善的表现。

如果在谈话的过程中，对方突然增加眨眼
睛的频率，就说明他在暗示些什么，可能是在
告诉我们要对某些事情保密。

在交谈中，我们要小心那些眼睛会经常做
出往上吊的动作的人，因为这类人精明圆滑，
城府很深，善用计谋，而且还会为了自己的利
益而歪曲事实。

眼睛下垂给人一种居高临下的俯视感，做
出这个动作的人是在轻视对方，或是对待他人
很漠然。做出这种动作的人通常性格都比较冷
静，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而事实上，这种人
十分任性，他们拥有很强的自我意识，而且一
旦认定某件事情，是绝对不会妥协的。

眼球不停地向右上方移动意味着在思索如
何应付当前的事件，做出这个动作的人一般比
较有心计，如果他们在报告一件事或是在回答

问题时这样做则表明他正在思考应付对方的计
策，很可能是在编造谎言。这种人一般会隐瞒
自己的想法。

眼球左右转动。这种人大多自信心不足，
缺少安全感，他们习惯于说谎，我们在与这样
的人交流时，一定要特别注意去辨析他们话语
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眼神中的内心密码

眼神是一个人的心灵密码，参悟透一个人
的眼神，就像是找到了他内心世界大门的钥
匙。

破解眼神的一个方面是观察注视的方式，
因为一个人的注视行为能够传达出大量的信
息。对于注视，我们则要留意注视的时间、注
视的部位和注视的方式。

注视的时间直接决定了一场谈话是让人感
到舒服，还是令人不自在。一般来说，同性之
间进行交流时，一个人如果是真诚的，他的目
光与我们的目光相接触的时间往往不少于全部
谈话时间的三分之一，如果达不到这个时间，
则他很可能是在撒谎或者隐瞒一些事情；如果
某个人的目光与我们的目光接触时间超过三分
之二，说明他对我们比较感兴趣，这时他的瞳
孔也会扩大一些。

人们在不同情景下注视的部位不同。在正
式严肃的场合，如商务洽谈、谈判时，人们的
注视部位是对方双眼和前额所组成的正三角地
区，注视这个部位，显得认真严肃，心怀诚
意；在社交场合，如酒会、茶话会、舞会和各
种类型聚会上，人们的注视部位是对方两眼和
嘴组成的倒三角地区，注视这个部位会给谈话
带来融洽的气氛；而在亲密关系中，尤其是恋
人之间，双方往往注视的是对方双眼至胸部之

间的部分，这样的注视显得温柔多情；如果一
个人死死地盯在对方的一只眼睛上，则是“怒
视”的意思，透露出敌意。

在注视方式上，如果一个人以眨眼的方式
进行注视，并且眨眼频率较高，在一秒钟之内
连眨几下眼，则表明他对某物感兴趣，但由于
内心怯懦而不敢直视。如果在注视的过程中，
当事人出现了超过一秒钟的闭眼，则表示动作
者对当前的事物感到厌恶，毫无兴趣。另外，
这也可能是高傲心态导致的，像是要把对方赶
出视野，具有蔑视或轻视的意味，是一种很容
易使人厌恶的不友好做法，会让沟通陷入僵
局。

说话时视线略微上扬的人一般比较外向而
强势，他们具有较强的自信心，对自己所处的
地位抱有优越感，这种眼神是政治家、企业家
等成功人士通常会表现出的。说话时视线略微
朝下或一接触对方的眼睛就马上转移视线的人
性格一般比较内向。他们在社交活动中往往不
大主动，大多缺乏自信，这种自卑感可能来源
于年龄或者社会地位上的劣势，他们在谈话时
也常常感到不安，带有一种紧张情绪。特别是
在比较正式的场合，他们会更加焦虑，甚至这
种紧张会表现在肢体动作上。如果一个人以笔
直的视线较长时间地凝视对方，则是他受到了
严重的打击或心中怀有强烈的敌意的表现。当
一个人的眼神飘忽不定，则表明他当时精神混
乱，对眼前的状况感到迷茫，或者是对当前的
谈话提不起兴趣。

视线转移也是一种重要的眼神，当一个人
的眼神向左或向右岔开时，表示他对眼前的人
或事感到排斥或在潜意识中对对方抱有不好的
感觉。比如，一位被某男士搭讪的女子，如果
她对该男子没有好感，甚至发自内心地感到厌
恶时，就会自然地出现这种眼神。

另外，转移视线也是人们心怀愧疚或有所

隐瞒时出现的眼神。
一般来说，初次见面时先移开视线的人性

格更为主动，而这也是他们在谈话中快速获得
优势地位的策略，甚至在一场谈话最初的30
秒，他们就完成了这个过程。当双方的视线刚
接触时，他们先移开目光，而对方很可能对这
个眼神耿耿于怀，开始猜测对方移开眼神的原
因，比如嫌弃自己或者对谈话的内容不感兴
趣，因此无形中产生了心理负担，而陷入被动
地位。这也告诉我们，对于初次见面却不集中
视线谈话的人，要特别小心应付，他们很可能
是不怀善意。

在人际交往中，学会通过“看人脸色”来
调整进退必备的能力，而眼神是面部表情中最
具特点的，所以，识别别人的心思，最重要的
是破解他人眼神的密码。

《图解微反应》
博煜 著
现代出版社

2015年初，厉以宁先生发表了题为《论蓝
领中产阶级的成长》一文，启动了对这一领域
的研究。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道路与蓝领
中产阶级成长》汇集了三十几位作者的文章十
数篇，分别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对蓝领中产
阶级的成长展开了分析和论述。

学者们纷纷聚焦于蓝领，既因蓝领人员体
量庞大，是中国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
走向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打造中产阶
级、构建纺锤型社会无法绕开的话题。改革三
十多年来，中国蓝领阶层为社会经济发展作出
了巨大贡献，但总体上看，这种发展以增量为
主，蓝领阶层面临的一系列历史问题在发展中
有所弱化，不过仍十分突出。而随着2012年快
速跨过“人口红利”拐点，蓝领的“结构性”
问题变得愈发尖锐。曾几何时满地里找工作的
劳动力，顿时变得紧缺起来，用工荒从沿海向
内陆快速发展。而另一方面，蓝领阶层的工作

性质、劳动强度、工作收入等并没有实现质的
飞跃。有媒体就此指出，用工荒的背后，是技
工荒的 稀缺， 一 些 紧 俏技术岗 位 频 频 喊
“饿”，薪酬也相当可观，但后继乏人，比如
曾不被新一代农民工看好的木工等工种。

对于蓝领，本书作者们更愿意将他们视为
按经济收入和工作性质划分的特殊阶层，但现
实中，中国蓝领阶层组成极其复杂，既包括部
分城市工人，同时也包括大多数走向城市的农
民工。这种身份分野，不仅涉及收入、工作条
件，更多因为盘根错节的户籍问题——— 虽历经
改革，但农民工仍旧受阻于城乡二元户籍制
度，难以顺利融入城市。

就蓝领问题，厉以宁导入了有别于城乡户
籍的“二元”概念。在这种“二元”维度里，
一部分蓝领有着较好的薪酬，工作环境也较
好，另一部分蓝领则自始至终收入较低且工作
环境较为恶劣。尤其是，低收入蓝领阶层上升

通道极为狭窄，现实环境决定了他们再如何努
力，也难以超越另一部分高收入蓝领的收入下
线。这也就意味着，这部分低收入蓝领群体的
现状如果不能得到改观，很可能形成贫穷固
化，甚至进一步恶化为贫穷代际传承。

本书文章对蓝领阶层的分析探讨深入具
体，从中国蓝领目前面临的问题看，倒是觉
得，首先应当冲出两大“包围圈”：一是冲出
户籍制度的“包围圈”。许多政策依附于户籍
制度之上，客观上阻碍了人口顺应经济发展的
合理流动，这也是大批农村人口无法改变的
“候鸟”特征；二是冲出传统思维认知的“包
围圈”。传统思维模式里，技工有别于普通工
人，但技术工种仍然被看成中低阶层，表现在
用人单位里，技术工种收入始终难以超越哪怕
是最低级别的领导。

当然，这并不是说蓝领冲出两大“包围
圈”后，就会自动迎来又好又快的美好明天。

从发达国家的历程来看，蓝领阶层的爬升，普
遍需借助技术平台，这也是发达国家力推的
“工匠精神”。

德国是崇尚“工匠精神”的著名国度，
“在众多类似德国优秀中小企业中，有一个共
同的特点，就是工人都具有优秀的手工艺传
承，所有工人都具有着令人尊重的工匠精神。
在德国，一个技能高超的熟练工人的社会地位
和科学家基本没有差距，这也体现了整个社会
对工匠精神的认可和赞赏”。

只有冲出两大“包围圈”，中国蓝领才有
更多向上爬升的可能。而中国蓝领未来能否成
长为中产阶级的中坚力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工匠精神在这块土地上生根发芽直至繁茂。

《中国道路与蓝领中产阶级成长》
厉以宁 主编
商务印书馆

熊培云以记者的敏锐和学者的深度，详细
记录了旅日期间的所见与所思。《西风东土：
两个世界的挫折》不仅梳理了日本自明治以来
的思想流变，同时深入探讨了当今日本的社会
结构与社会问题。

作者认为日本是中国的一味药。至于药性
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对日本的态度。
如果认真学习日本的社会建设，日本将是一味
良药，可以医治中国“弱社会”与“强个人”
的病灶。如果只是看到日本在向右转、安倍在
参拜靖国神社、右翼在街头举旗叫喊，从而继
续以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来强化中国“强国家
-弱社会”的结构，则可能适得其反。倘若良
药未成反自制苦果，将是一味毒药。

“我之所以仍然热衷于寻访一些我所喜爱
的历史人物，固然是因为在他们身上我可以找
到精神与思想上的共鸣，此外还有对历史木已成
舟的某种伤怀。”

大自然馈赠人类太多的恩情。它给了人类
免费的死亡，人类却没有耐心等待这份施舍，
所以不仅发明了断头台并给刽子手发工资，还
制造战争把无数血肉之躯送上战场。然而，还
是要感谢大自然有关生与死的无私的施舍，它
教会我们要节制贪欲。因为有了这份免费的死
亡，我们可以在有生之年积极行善，至于除恶
的事情就交给大自然好了。

好的观念将人带上康庄大道，坏的观念让
人万劫不复。当一个国家被一种坏的观念所笼
罩，这个国家也就开始了它的灭顶之灾。日本当
年就是这样一步步从“明治维新”滑向“一亿总玉
碎”之疯狂的。在这里，“意义猛于虎”。许多人受
意义的激情驱使，最终又被意义吞没。

作者在书中说，每当我踏上日本的土地时
内心难免被另一种悲哀笼罩——— 同为东土，这
个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岛国，何以在其文明的
母国衰落之时，举起了屠刀？

人类尚未形成。虽然我们名义上同属人类
这一物种，并置身于所谓的人类文明之中，但
人类从来没有真正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里。误解
与被误解，施虐与受虐，征服与臣服，同胞与
异类，只要“我者-他者”这个模式一直存
在，人类就永远有两个世界的挫折。

《西风东土：两个世界的挫折》
熊培云 著
新星出版社

中国是一个很讲究“秩序”的国家。学者
葛兆光曾经指出，古代中国的“华夷”观念，
至少在战国时代已经形成，中国人在自己的经
验与想象中建构了一个“天下”，大地仿佛一
个回字形，中心是王所在的京城，中心之外是
华夏或者诸夏，诸夏之外是夷狄。中国历史的
确可以概括成一部华夷秩序构建史，经历战
国、秦汉、隋唐、宋元，到明朝大体完成。

日本史学家檀上宽的《永乐帝》，并非个
人传记，对于众所周知的朱棣篡位前后的事件
只作简略叙述，主要围绕朱棣的活动轨迹，将
之与明朝的制度建设、文化思想相融合，以研
究华夷秩序在明朝完成的过程。永乐帝只是个
切入口，而在说永乐帝之前，作者花了不少笔
墨讲述明太祖的统治措施，朱元璋一手打造的
明朝体制，其目的就在于让政治秩序固定化，
让中华与蛮夷各得其所。

作者说，作为历代中华帝国存在依据的天

命思想和华夷思想，发展到明朝初期，造就出
少有匹敌的专制国家。明朝对内推行皇权专制
统治民众，对外建立大明为中心的华夷秩序以
规范周边诸国。大明皇帝以天下秩序与华夷秩
序交叉构建起统括中华与蛮夷的世界体系。它
既反映了历经元末混乱创立的明朝在恢复政治
秩序过程中得以发展的儒家思想，也是中国社
会随着历代王朝更迭专制程度不断强化的体制
性归结。

朱棣的上位颇为可疑，所以他的神经特别
敏感，谁也不能碰触他的逆鳞。檀上宽并不停
留于控诉朱棣的残虐暴行，他认为永乐帝拉拢
作为“浙东学派”领袖的方孝孺，是出于谋求
自己皇位正统性的政治意图，因此他对此事的
研究蔓延至明初知识分子对秩序的维护。关于
建文帝的失败，大部分人都把导火线归因于削
藩，而檀上宽敏锐地看到了齐泰、黄子澄与方
孝孺三人之间的矛盾，削藩旨在强化皇权，而

方孝孺主导的官制改革则重视民生，这两者不
可相容，所以即使没有靖难之变，建文帝政权
的权力中心仍然缺乏一个能够平衡两种政策的
核心决策者。檀上宽还通过澄清、比较各类史
书记载，判断朱元璋其实早有意向把王位交托
给朱棣，对“燕王来朝”、“建文出走”等传
闻的真假作者也进行了细缕分析，这一类研究
见仁见智，可由各方家商榷中窥见历史的多种
可能性。

作为日本东洋史专家，檀上宽对于中日韩
多角互动格局相当关注。我们应当注意到日
本、韩国和中国在思想文化上互为背景与资
源，但日本史学界超越民族国家的政治边界，
对亚洲秩序乃至世界新秩序的格外关注，是否
也隐含着日本近代的亚洲主义思想呢？

《永乐帝》
（日）檀上宽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速读

微反应：准确映射心理状态
□ 姜涛 整理

中国道路与蓝领中产阶级成长
□ 禾刀

西风东土
□ 小景

如果提问：“世上哪个民族最懂爱情？”
选择回答“法兰西”的必不在少数。据说，爱
是一种“发明”，法国人发明了它。这可真令
人好奇。

美国学者玛丽莲·亚隆多年从事性别研究，
她写了一本《法国人如何发明爱情》，抓取了近
九百年来法国文学、戏剧中的典型爱情故事，以
感性与理性兼具的笔调娓娓阐说，在例证剖析中
挖掘爱的本质，演绎爱情观念的变化。

本书开端讲述12世纪时阿贝拉尔和爱洛漪
丝的故事。这对著名的恋人常被看做爱情的殉
道者，阿贝拉尔遭受阉割的惨剧尤其令人感
叹，但作者掀开了另一层被遮掩的事实：爱洛
漪丝对阿贝拉尔无条件的服从。他是她的情
人、老师、丈夫和主人。她全身心地委托于
他，听从他一切合理、不合理的安排。这种
“无限的爱”是今人难以做到的，时空转移早
已泯灭了生成的条件。爱洛漪丝通过把自己交
付给别人实现自己的自由，控制与依赖是构成
她的自由的两个砝码。这让我顿悟这本书的女

性立场。
罗曼史一大发明是“骑士之爱”。以如今

的眼光，中世纪骑士小说显得虚渺浅薄，但它
得以流行就显示了人们对它的接纳程度。特定
的情爱类型是由历史塑造的。欧洲很长的一段
时间里，婚姻都不过是一种扩张势力或增加财
富的手段，以两情相悦为基础选择伴侣是不成
体统的。骑士与贵妇的搭配，是历史面貌的反
馈，婚姻与爱情的割裂，对女性的桎梏远远大于
男性。作者说，“《克莱芙王妃》代表了西方历史的
一个关键节点，浪漫爱情开始介入婚姻选择，甚
至是在最上层。”克莱芙王妃最终拒绝了内穆尔
公爵的求爱，这并非个人品德的体现，而是戳穿
了骑士之爱的虚幻泡沫。如果爱是一场追逐游
戏，那么就让它停在中途，永远不要抵达终点，
这是克莱芙王妃看透生活的悲鸣。

这种浪漫亦有可取之处。它将选择权赋予
女性，它让女性对爱情生出向往之心。女性的
觉醒是一个过程。莫里哀剧中天真的贵族小
姐、卢梭书里满腔感伤情绪的朱莉、《红与

黑》里莱纳尔夫人面临诱惑的犹豫与焦虑，
《包法利夫人》对现状的不满和对未知爱情对
象的热烈渴望……以及那些用生命投入爱情的
女性作家，一簇簇火焰由轻曳渐趋热烈，在蛮
荒中开拓出女性的天空。西蒙娜·波伏瓦与萨
特，他们的可贵之处在于提供了一种平等的伴
侣模式，就像圣-埃克絮佩里说的：“爱情不
是相互凝视，而是一起注视同一个方向。”

我们从书中辨认出了一个个历史节点，看
到了女性如何逐渐从压抑和控制中摆脱出来，
爱的自由边界如何在时代发展中发生变动———
它的个人主义、它的明确性、它的放任性、女
性和同性恋者要求的平等地位。

这本书让我们觉察到了爱的本质，它绝不
仅仅只是荷尔蒙或力比多的作用。欲念可能让
爱移动不定，但那些纯粹的、干净的凝视和守
望，始终应该是爱的核心内容。

《法国人如何发明爱情》
(美)玛丽莲·亚隆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爱是一种发明吗？
□ 林颐

以“秩序”构筑华夷世界
□ 赵青新

■ 新书导读

《血疫：埃博拉的故事》
【美】理查德·普雷斯顿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这是一本“人命关天”的书，艾滋病，
SARS，埃博拉，文明与病毒之间，只隔了一
个航班的距离。这不只是一个病毒的故事，它
关系着人类的无知、贪婪、勇气和牺牲，以及
我们面对大自然时的敬畏。真实，远比你想象
的更惊悚。

《狼苍穹》
王族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狼苍穹》的背景由特殊年代和复杂人性
构成，白鬃狼在命运突变和自然法则被改变后
的境遇中突围和挣扎，其艰难程度犹如在夹缝
中挤身挪行，但却传递出古老的草原神话在时
间变化中的延续。

《九十年代的爱情》
韩秀成 著
作家出版社

这是一个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的一段曲
折离奇、催人泪下的爱情故事。都市小人物
对于爱情的忠贞执着与现在的“滥情”婚恋
观形成鲜明对比，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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