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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怒 ”，需 要 关 注 的 社 会 情 绪
本报记者 孙 璇

源 头 活 水 何 处 寻

5 月 3 日下午，成都一男子在驾车过
程中和另一女司机发生冲突，在公路上相
互斗气，最终男司机逼停女司机并将其暴
打，一时间，“路怒症”引发全社会关
注。事实上，不仅在马路上，机场、地
铁 、 商 场 等 公 共 场 所 里 也 频 现 “ 易 怒
族”，或大或小的冲突时常爆发。

怒气冲冲，社会疾病

许多人平时彬彬有礼，但手一握上方
向盘，就像换了个人似的，很容易被激
怒，严重的还会作出违章违法行为。具体
表现如下：路上遇到了堵车，就开始焦躁
不安地狂按喇叭；看见行人乱穿马路，嘴
里忍不住骂骂咧咧；遇到被他人超车，就
忍不住较劲飙车，甚至还有打人冲动⋯⋯

近期，成都变道女司机被暴打的新闻
尚在热议中，云南又曝光了一起司机斗
气、奔驰车撞死老人的案件。身处汽车社
会，那些开车心情烦躁、容易发脾气甚至
情绪失控的人群被称为“路怒族”，斗气
追逐、泄愤撞人则是极端表现。

是否容易成为“路怒族”，除了与个
人性格特质关系密切之外，与一个社会的
文 明 程 度 特 别 是 汽 车 文 明 的 程 度 更 呈
正比。

“中国好交警”、浙江省温州市公安局
交警支队宣传科交警张维文说：“我们奔
跑着进入了汽车社会，但汽车文明建设却
没有追上这个速度。如今，道路上的人为
冲突呈现上升态势，往往都是因为很小的
矛盾点引发的。每一位驾驶员都是道路交
通安全建设的一员，行车不能仅仅考虑自
身利益，良好的行车素养是交通安全的基
础。”

事实上，易怒并非部分存在，也非
“路上之怒”的专利，而是普遍存在的一
个现象。一言不合的拳脚相加，偶有摩擦
的暴力相向，正在成为公共安全隐患。5
月 5 日晚，一名男子在沈阳站买票想插队
遭到拒绝，发生口角后抽出刀具划伤周围
乘客。公交抢座、地铁冲突、飞机斗殴
等，也常见诸媒体报道，原本一句话就可
以解决的问题，最终却酿成了一场场生死
搏斗。

每天发生的大量案件和纠纷之中，其
诱发点往往很小。人们正变得越来越易
怒，就像一只只“愤怒的小鸟”，很容易
因为情绪失控而产生过激行为。

怒气何来，科学解释

为什么平时看起来和善的人，一旦置
身于公共环境中，开车上路就好像变了个
人，吵架吵到脸红脖子粗？

中科院曾对北京、上海、广州 3 个城
市随机选取 900名司机进行了一项关于路
怒症的调查，结果 35%的司机称自己属于

“路怒族”。表现出来的“路躁”情绪源于
驾驶中面临的各种压力，比如：交通拥
堵、恶劣天气、车辆事故、其他司机的野
蛮驾驶行为等。同时，赶时间、睡眠不
足、家庭纠纷、心情低落等也可能是路怒
症的诱因。

香港岭南大学心理学研究员高梦珊认
为，过去我们习惯于将这些行为归为素质
问题，这种解释忽视了心理因素，“从心
理学上讲，路怒是一种病态，主要症状包
括偏执状态、强迫观念、躯干化障碍等。
人们常常会被自己突然而来的情绪控制，
这些不可抑制的情绪会冲破大脑皮层理性
思 维 的 抑 制 ， 在 大 脑 皮 层 下 形 成 ‘ 短
路’，直接引发攻击或逃跑，这种短路现
象常导致人们作出错误的选择和冲动行
为”。

“在公共场所情绪失控往往是控制欲
比较强的人，他们希望事情都按自己的想
法实现。不幸的是，马路上的任何一种意
外、航班的任何一次延误都会打破控制，
进而引发愤怒。对于身边的陌生人，大家
会比较倾向于‘误解’，更容易对他人的
行为进行判断以及指责，从而进一步激化
情绪。”高梦珊说。

有调查显示，71%的人认为路怒族是
“生活工作压力大有情绪无处发泄的人”；
68.6%的人认为是“对无序状态和不公正
感觉愤慨又无处发泄的人”；63.3%的人
选择“心态不平和的人”。

苏州大学心理学副教授杨双认为，现
代生活的压力大，是公共场所怒气的最大
来源。容易“路怒”的人通常认为自己被
侵犯，对自己进行过度自我保护，从而造
成自我情绪的控制力下降。高梦珊认为，
大家对时间效率的要求较高，情绪较为紧
张，在遇到意料之外，且因陌生人的不良
行 为 阻 碍 了 自 己 的 时 候 ， 就 容 易 引 发
愤怒。

“就路怒而言，‘被侵犯’的驾驶员会

把情绪转移进车内，他们会把工作生活中
的怨气全发在一个陌生人身上，而不是身
边的熟人。路怒、机场怒、地铁怒等都属
于爆发型情绪失控，根源在于抗压性较
差。由于抗压性个体差异，有些人在拥堵
的马路上‘一点就着’。”杨双说。

如何息怒，专家支招

随着社会转型步伐加快，国人的情绪
引爆点却似乎降得越来越低。情绪引爆点
低，也与不遵守规则造成的不良心态有
关。长期关注社会心理学领域的美国宾夕
法尼亚大学社会学博士于乔认为，日常生
活中应尽量保持理性平和心态，在公共场

所、在与他人交往中遵守规则。
“无规矩不成方圆，规则就是制度的

具体化，其最大的特点就是确定性，即人
们知道按规则行事会有怎样的确定后果，
这正是理性的表现。如果人人都遵守规
则，保持从容冷静态度，减少各种犹豫，
杜绝机会主义思维，那么社会运行就会规
范有序，各类矛盾自然就会减少。”于
乔说。

遵守规矩、保持良好心态也是治疗路
怒的良方。“中国好司机”、北京公交集团
第五客运分公司 322 路车队驾驶员于京生
提醒说，在行车时保持平和心态，就是要
遵守交通规则。“在遇到插队、别车等有
意或无意的挑衅行为时，保持情绪淡定，
只会对驾驶员有好处，避免进入争吵、打
斗甚至撞车的麻烦里去。自觉置身于规则
的约束下，心里通畅了，你就会发现行车
也顺畅了。”于京生说。

对于频发的路怒症，心理专家给出
了简单实用的贴士。高梦珊建议，在情
绪不好的时候，尽量不要自己开车，选
择 公 共 交 通 出 行 。 大 城 市 交 通 比 较 拥
堵 ， 建 议 开 车 前 降 低 对 路 况 的 心 理 预
期。当在驾驶室里看到别的车挑衅超车
时，记住其没有针对性。如果遇到发怒
情况，先深呼吸等待 10 秒钟，通常怒气
值会大幅下降。

“首先，应该通过运动、唱歌等方式
扩大自己的排压通道。一旦因为工作太忙
导致排压通道堵塞，就会造成压力无处释
放，进而导致极端情况发生。其次，自己
应该减少或降低‘被侵略’的机会，比如
自己需要按照规矩行事。”杨双说，人的
愤怒是与生俱来不会消失的，它们呈碎片
式情绪贮存在大脑之中，我们要了解如何
排 解 愤 怒 ， 而 不 是 不 断 挤 压 等 待 最 后
爆发。

“易怒看起来并不是大问题，但长期
放任不仅对个人，对社会也会造成影响。
如果生活、工作中的压力太大，应经常与
家人、亲友沟通，排解郁闷，适当的时候
可以找心理咨询师。”高梦珊说。

于乔认为，从个体、社会、国家层面
都需要关注易怒的社会情绪。“对于个人
而言，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否则任性
之下，伤人伤己。从社会角度来说，必须
意识到发挥公众自我约束和自我管理的重
要性，让控制情绪保持宽容和冷静成为共
识。还应认识到社会转型期下，公众情绪
的暴力化和愤怒化倾向是需要面对的现实
问题，应采取更为有效的措施。”

① 今年4月26日晚，安徽亳州市希
夷大道上，一名骑电动车的女子拐弯时险
些撞上迎面而来的电动三轮车。由于躲避
及时，两辆车并未发生剐蹭。不过，三轮
车上男子立即下车，猛地跳起踹向女子，
将其和电动车都踹倒在地，还绕过去朝女
子的背部踹了一脚，又向其头部踹了三
脚，将其打伤后扬长而去。次日下午，该
女子被发现在自家自杀身亡，目前当地警
方已悬赏寻找嫌疑人。

② 2014年 1月 17日，正在江西泉
南高速公路上行驶的女子江某，被男子林
某驾驶的一辆小车超过。江某觉得自己被
欺负，随即狂踩油门超车。于是，两车时
速竟超过 180公里，相互追赶、相互竞
速、反复并线、频繁穿插、险象环生，吓
得过往司机瞠目结舌。27分钟后，两车
被交警拦截，这场疯狂的飙车闹剧才告
结束。

③ 今年5月3日下午，在四川成都锦
江区一十字路口，男司机张某开车将女司

机卢某驾驶的车辆逼停，并将其从驾驶室
内拉下车拳打脚踢，卢某身上多处受伤。
事后张某称，卢某的车子在行驶过程中突
然变道，使他车内的孩子受到惊吓，因气
不过他才一路尾随实施暴力行为。目前，
张某涉嫌寻衅滋事罪被刑事拘留，并录了
一段视频对卢某道歉。而被打的女司机日
前也向公众致歉，对自己随意变道表示懊
悔，希望事件到此为止。

④ 2013年 9月 25日上午，青岛市哈
尔滨路，一名男子趴在别克商务车车头上，
被车推着走，车越开越快，男子干脆拽住雨
刷两脚离地，别克商务车左右晃动想把男
子甩下来却没成功，随后走到一个路口处
向右急转弯，把车头上的男子甩到路上。
这一疯狂举动惊呆了附近的路人。后经了
解，事件的起因是两车变道中互不相让，下
车后又起冲突，别克商务车司机先推倒面
包车上孕妇陈女士，又顶着其丈夫孙先生
前行上百米，事后 110 巡逻车联系救护
车，将倒地的孕妇送到医院。

□ 张 双

“ 路 怒 ”案 例

近期发生的几起“路怒症”事件，

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专家指出，工

作生活的压力加大和生存空间的进一

步紧张，使人们容易产生暴躁心理，一

旦控制不住，就容易发生恶性冲突。

这实际上是一种心理症候，是一种极

端心理状态，也是一种社会情绪，应当

引起全社会的共同重视。近日，《经济

日报》记者对社会学、心理学专家进行

了采访，对暴躁心理的产生原因、如何

科学控制暴怒心理等进行梳理。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热度在不

断攀升。无论是中关村创业大街上涌动

的 热 流 ， 还 是 3W 咖 啡 馆 里 暖 烫 的 咖

啡，都在宣告一个“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时代的到来。

我国有 13 亿多人口、9 亿劳动力资

源、7000 万企业和工商户，每年还新增

700 多万大学毕业生，蕴藏着无穷的创造

力。如果能够让千千万万个市场细胞活

跃起来，必将汇聚成发展的巨大动能。

作 为 实 现 经 济 提 质 增 效 升 级 的 “ 双 引

擎”之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稳增

长促就业的重要基础，是真正的富民之

道、强国之举。

“双创”是转换经济发展动力、解放

生产力的必然要求。要顶住经济下行压

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必须发现新

的需求和新的市场。新需求和新市场并

不是凭空想出来或在纸上规划出来的，

是要依靠千百万人民群众在实践中的创

造摸索。

“大众”、“万众”与生活贴得最紧，

与需求离得最近，因此最有可能创造出

有潜力、有活力、有竞争力的新技术、

新产品、新业态和新的商业模式，有利

于 产 业 、 企 业 、 分 配 等 多 方 面 结 构 优

化。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就是要

引导和鼓励市场主体加快创新，充分解

放社会生产力，增添社会活力和发展的

内 生 动 力 ， 让 中 国 经 济 焕 发 出 勃 勃

生机。

“双创”也是增进社会公平正义、释

放创造力的必由之路。当今时代，创业

创新不再是少数人的专业，而是多数人

的机会。作为党的群众路线在经济领域

最生动、最彻底的实践，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有利于释放创业带动就业的倍增

效应、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加快社会纵

向 流 动 、 增 进 社 会 公 平 正 义 ， 是 最 现

实、最长远的发展之道和惠民之策。大

众创业、万众创新将全社会的创造热情

和创造智慧释放出来，让更多人在创造

财 富 的 过 程 中 实 现 精 神 追 求 和 人 生 价

值，正在成为一种新的价值导向、生活

方式。

为了给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清障搭

台，营造更好的政策环境和制度环境，

培育百花齐放、万流奔腾的“双创”生

态，今年以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

深化体制机制改革 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的若干意见》、《国务院关于进一

步做好新形势下就业创业工作的意见》、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发展众创空间 推进

大众创新创业的指导意见》 等一系列重

要文件陆续出台，简政放权放管结合、

深 化 科 技 体 制 改 革 、 构 建 创 业 服 务 平

台、拓宽创业投融资渠道、支持创业担

保贷款发展、加大减税降费力度等一系

列重点改革也在统筹推进。

让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引擎轰鸣

起来，牵引起创客时代的新梦想，牵引

起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力，牵引起民生

改善、经济结构调整和社会和谐稳定的

新动能，助力中国经济行稳致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