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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笑有关的三种个体差异:
被笑恐惧 、被笑愉悦与笑他愉悦

喻　丰　郭永玉
＊

(华中师范大学 心理学院暨湖北省人的发展与心理健康重点实验室 ,武汉 430079)

摘　要:被笑恐惧 、被笑愉悦和笑他愉悦是三种不同的个体差异。被笑恐惧指个体在害怕被

嘲笑而产生的恐惧上的差异 ,被笑愉悦指个体由于被别人嘲笑而产生的愉悦上的差异 , 笑他愉悦

指个体因嘲笑他人而产生的愉悦上的差异。文章阐释了被笑恐惧的概念及相关研究 , 同时介绍了

被笑愉悦和笑他愉悦概念的构建和测量。对三者的研究尚处于初始阶段 , 但三个概念中所包含的

社会文化差异则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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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笑是一种日常现象 ,每天都会发生 ,每个人都有

着大量关于笑的经历。作为笑这个行为来说 ,有积

极的也有消极的 。而作为个体来说 ,可以是笑的发

出者 ,也可以是笑的对象。巧笑倩兮 ,美目盼兮 。笑

容常常带给人们愉悦的情感 ,笑靥如花会赏心悦目 ,

相逢一笑能泯却恩仇。在面对笑容的时候 ,大多数

人都会用一种积极的方式去对待 ,笑与幽默的研究

也多是基于一种积极的笑。笑也有消极的一面 ,如

嘲笑 、讥笑 、取笑等 ,这也为研究者们所重视 。但若

积极的笑或者模棱两可的笑被知觉为消极的笑时 ,

又当如何解释呢 ?

被笑恐惧(gelotophobia)的概念由此提出。试

想 ,当你正在逛街 ,如果有个陌生人对着你笑 ,你可

能会马上感觉到一些异样 ,可能会上下地检查自己 ,

想知道别人为什么在笑 ,也许在这之后 ,你再没有心

情去逛街了 ,心理充满着疑问和莫名的恐惧 ,只想尽

快逃到一个只有自己的地方。许多人都有同样的经

历 ,其实也许别人并非是真的在笑你。在被笑恐惧

被提出之后 ,另外两个概念也被提出 ,即被笑愉悦

(gelotophilia)与笑他愉悦(katagelasticism)。前者描

述了从别人对自己的取笑中而感到愉悦的程度 ,后

者则阐释了由自己取笑别人而产生的愉悦 。

2　被笑恐惧

2.1　被笑恐惧的概念

MichaelTitze首先在其临床实践工作中发现了

因害怕被嘲笑而产生恐惧的现象 。基于其临床实

践 ,他将这种现象描述为一种早期地 、强烈地和重复

地被置于嘲笑之中的效应
[ 1]
。 Titze用 “被笑恐惧 ”

(gelotophobia)命名这种现象 ,或者称之为 “Pinocchio

综合征”
[ 1]
。Titze的核心观点即认为这种现象的发

生是由于羞愧而产生的焦虑
[ 2]
。人类对压力的反

应不管是在生理上还是在行为上均是以 “争斗或逃

避”(fight-or-flight)为特征的 ,这能满足其生存价

值的适应机制
[ 3]
。但是个体在不能攻击也不能逃

逸时 ,那么他会产生第三种状态 ,即肌肉紧张 。在社

会交往中 ,一旦个体产生了这种恐惧 ,那么他将变得

僵硬而且肌肉紧张 ,因为肌肉状态经常可以表达某

些情绪。 Pinocchio意指 “木偶” , Titze用它来比喻这

种状态。当个体肌肉紧张时 ,他必然经历了相当程

度上的恐惧感 ,这种恐惧使个体难以将其生命力量

用于攻击或者逃逸
[ 4]
。

Gelotophobia是一个合成词 ,前半部分来源于希

腊文 gelos,意指 “笑 ”,而后缀 -phobia则是 “恐惧 ”

之意 ,此词直译即是 “由于被嘲笑而产生的恐惧 ”。

Titze将被笑恐惧定义为病人面对社会伙伴时 ,由于

害怕自己成为被嘲笑者而产生的一种病理学上的恐

惧
[ 1]
。但是之后的研究者们发展了这个概念 。 Wil-

libaldRuch和 René TProyer认为 Titze的研究有其

局限性 ,他只是将被笑恐惧这个概念限制在了临床

领域
[ 5]
。而 Ruch和 Proyer发现被笑恐惧这个概念

并非局限于临床中 ,它在正常人群中同样适用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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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将被笑恐惧看作一种个体差异现象。许多人在

特定的情境下都会对他人的笑和笑声有不同程度的

敏感性 ,这不仅仅是在临床样本中如此 ,在现实生活

中总会有那么一个群体 ,他们总是害怕被别人嘲笑

而带来的恐惧。被笑恐惧不同于社交恐怖症 ,它是

一种稳定的个体差异 ,它并非只存在于临床样本中 。

被笑恐惧与社交恐怖症有一定的关系 ,它们共

有着某些表现 ,比如社交退缩。但是 Ruch和 Proyer

认为被笑恐惧并非社交恐怖症的一种 ,其最主要的

区别在于 ,被笑恐惧者确信自己在他人看来是可笑

的 、奇怪的或者是反常的 ,而且被笑恐惧者会有被他

人嘲笑的预期
[ 7]
。社会恐怖症患者不同 ,他们没有

这种预期 ,他们的恐惧是发生于情境之中的。相反 ,

被笑恐惧的强烈情绪是发生于所预料的情境并未出

现之时
[ 7]
。被笑恐惧者总是确切地相信他们自身

存在某些问题 ,而这种确信导致了羞愧的情绪 。产

生被笑恐惧的羞愧 ,理论上来说应该是个体对自己

整体意义上的感受 ,而非对某一特定领域所经验到

的羞愧 。Ruch和 Proyer认为以往对被笑恐惧的研

究多是基于羞愧的直接经验 ,而这些经验又是直接

来源于患有社交焦虑和社交恐惧症的人群 ,这样的

群体多是因为只具有某一方面的羞愧 ,所以这是研

究被笑恐惧的一个核心问题
[ 6]
。被笑恐惧者将他

人的笑视作一种能够击败自己的武器 ,他们确信自

己是很可笑的而且他人必定会以某种理由来取笑他

们 ,其他社交恐怖症患者也会因为要避免某种消极

事件的发生而逃避社交情境。虽然很多典型的被笑

恐惧者所具有的行为 、思想和态度也能用于其他群

体 ,但是也有许多有关被笑恐惧的描述是被笑恐惧

者所独有的 ,这也被临床观察所证实 。因此 ,应该将

被笑恐惧和社交恐怖症分开来看。

被笑恐惧是一种个体差异 ,也就是说 , Ruch和

Proyer以一种人格维度的观点来看待被笑恐惧这个

概念
[ 8]
。在这个维度的连续体上 ,最低的一端表示

的是并不存在任何因害怕被他人嘲笑而产生的恐

惧 ,而最高的一端则表示完全地具有被笑恐惧所产

生的一系列症状。这种维度观超越了 Titze的二分

类型观 ,在 Titze看来 ,个体只有正常与产生被笑恐

惧两种状态 ,也就是要么是常态 ,要么是病态 ,而

Ruch和 Proyer的观点却认为个体是处于这样一个

维度上 ,产生被笑恐惧者和未产生被笑恐惧者只是

在量上的差异 ,并不是本质的变化
[ 6]
。同样地 ,作

为群体来说 ,每一群体也只是在这个维度上所占据

的位置不同而已
[ 6]
。

Ruch认为 ,被笑恐惧这一个体差异可能是由于

婴儿期亲子关系发展的不正常所造成 ,它也与童年

期 、青少年期以及成年期所直接遭受的创伤经验有

关
[ 9]
。

2.2　被笑恐惧的相关研究

对被笑恐惧的心理学研究刚刚开展起来 ,研究

者们验证了这一概念的存在 ,他们用大量的临床样

本以及正常样本进行研究 ,发现被笑恐惧组 、基于羞

愧的神经症患者 、基于非羞愧的神经症患者以及控

制组能够被分离 ,被笑恐惧是一种个体差异或者群

体差异
[ 6]
。

研究者们编制了 《被笑恐惧问卷 》(GELOPH

questionnaire),最初的问卷包含 46个项目 ,而在最

近的修订中 ,他们根据测量学指标将问卷精简为 15

个项目
[ 7]
,最后这份问卷被整合进 《被笑恐惧 、被笑

愉悦与笑他愉悦问卷 》(PhoPhiKatquestionnaire)中 ,

即作为一个分量表
[ 10]
。举例来说 ,其项目有:“如果

有人在我面前笑 ,我会怀疑他们是否在笑我 ”或者

“当陌生人在我面前笑 ,我常常会觉得他是在笑我 ”

等
[ 7]
。

有研究者测量了被笑恐惧与人格特质之间的关

系 ,他们发现被笑恐惧与外向性 、情绪稳定性 、友好

性 、开放性和社会称许性都成负相关
[ 11]
。在模棱两

可的包含有笑的情境中 ,被笑恐惧者更倾向于将其

中的笑都解释成消极的
[ 12]
。但是研究者的重点在

于和被笑恐惧有关的情绪 ,研究者发现 ,被笑恐惧者

经历了更少的愉快 , 而经历了更多的羞愧和恐

惧
[ 13]
。另有研究测试了被笑恐惧者面对消极的被

取笑和积极的幽默时的情绪反应 ,发现其并无区别 ,

说明被笑恐惧者对于笑 ,无论是积极还是消极都会

产生羞愧和恐惧的情绪
[ 14]
。研究也发现被笑恐惧

者缺乏幽默感 ,也缺乏创造幽默的能力 ,而被笑愉悦

与笑他愉悦则与幽默创造能力成正相关
[ 15]
。

3　被笑愉悦与笑他愉悦

3.1　被笑愉悦

对于被笑恐惧者来说 ,笑并不会包含积极的方

面 ,相反他们会把笑知觉成一种对其不利的武器 ,并

由此产生恐惧 。但是在被笑恐惧的研究中 ,发现被

嘲笑并不都是消极的方面 ,许多人也会从被嘲笑中

感受到一些积极的方面 ,哪怕是一些被笑恐惧者也

是如此 ,他们在产生被笑恐惧的同时也能产生一些

积极的情感 , Ruch和 Proyer用 “被笑愉悦 ”(geloto-

philia)来描述这种因被别人嘲笑而感到愉悦的个体

差异
[ 10]
。被笑愉悦者不仅在某一特定的情境中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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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嘲笑而感到愉悦 ,他们也会寻求并总是试图建

立这样的情境。他们会对其听众或观众主动地讲述

或表演自己的一些事情 ,以博得他人一笑 。不论其

对象与自己是否熟识 ,被笑愉悦者都会因为自己被

他人所取笑而感到愉快 ,他们喜欢采用自己的经历 ,

通常在这些经历中他们自己扮演了一个十分愚蠢或

者极度尴尬的角色 ,可是被笑愉悦者并不在意将这

些事情告诉他人 ,他们并未因为这些事情而感到羞

愧或尴尬 , 反而很想与他人去分享 , 以求他人一

笑
[ 10]
。

被笑愉悦与被笑恐惧看似是两个相互对立或者

正好相反的概念 ,但是被笑愉悦并非就是被笑恐惧

维度的最低极端 。被笑恐惧维度的最高一端代表的

是高度的因害怕嘲笑而产生的恐惧 ,其最低一端代

表的就应该是不因害怕被嘲笑而产生任何恐惧 。被

笑愉悦不仅仅只是表达了没有恐惧而已 ,它还表达

了会因此而产生愉悦 ,所以被笑恐惧和被笑愉悦并

非同一个维度的两极 ,而是两个维度
[ 10]
。但被笑愉

悦和被笑恐惧又绝非毫无关联 ,前已述过 ,也会有人

在被嘲笑时同时感到恐惧和某种程度的愉悦。

被笑愉悦的研究不多 ,它与某些变量的关系现

在并不清楚 ,比如人格特质或者智力等等都有待研

究 。但是被笑愉悦和某些概念确有关联。自我防卫

幽默(self-defeatinghumor)指的是极度自我贬损的

幽默 ,或为了迎合自己以及为取得他人支持而以牺

牲自己为代价去做或讲述一些有趣的事情
[ 16]
。被

笑愉悦者所使用的幽默方式确实是某种程度上的自

我防卫幽默 ,但是二者最重要的区别是自我防卫幽

默的核心是取悦他人 ,他们自己并非会感到愉悦 ,而

被笑愉悦者之所以取悦他人是为了使自己感到愉

悦
[ 10]
。被笑愉悦与自嘲(laughingatoneself)也不相

同 ,被笑愉悦需要有他人的参与 ,愉悦也是首先建立

在他人的反应之上的
[ 17]
。

3.2　笑他愉悦

笑他愉悦(katagelasticism)与被笑愉悦一样 ,也

是来源于 Ruch和 Proyer的上述研究 , katagelasticism

来源于希腊文 katagelao,后者意指 “嘲笑别人”。研

究者发现有些被试在害怕被嘲笑的同时 ,他们又十

分喜欢嘲笑别人 ,他们在尴尬的情境中还试图将这

种尴尬转移到别人的身上
[ 10]
。基于此 ,他们便提出

了笑他愉悦的概念。笑他愉悦者会积极地寻找并享

受着能够嘲笑他人的情境 ,如果可笑的事情或者不

幸的事情发生在别人身上他们会很高兴。但是需要

说明的是 ,笑他愉悦者在嘲笑他人时并没有包藏祸

心 ,他们仅仅是嘲笑并因此感到愉悦 ,而没有其他不

良的意图
[ 10]
。当然笑他愉悦者嘲笑的对象都是他

人 ,他们不会以自己作为嘲笑的对象。

被笑恐惧 、被笑愉悦与笑他愉悦三个概念得到

了实证研究的证实 ,研究者也编制了一套问卷来测

量这三种个体差异 ,即 《被笑恐惧 、被笑愉悦与笑他

愉悦问卷 》(PhoPhiKatquestionnaire),标准版本包括

45个项目 ,简版包括 30个项目 ,共三个维度 ,即被

笑恐惧 、被笑愉悦与笑他愉悦 。被笑恐惧分量表的

项目与 GELOPH量表的项目相同。被笑愉悦的项

目有 “如果别人因我而发笑 ,我会感到高兴 ”或者

“即使冒着被嘲笑的危险 ,我也会毫不犹豫地将我

碰到的尴尬事或不幸的事告诉朋友或熟人 ”等
[ 10]
。

笑他愉悦的项目包括:“我喜欢嘲笑被人 ,当他们被

嘲笑时我感到很高兴 ”或者 “如果别人取笑我 ,我就

用相同的方式还击他们 ,甚至更狠 ”等
[ 10]
。三个分

量表的结果显示 ,被笑恐惧与被笑愉悦存在负相关 ,

而笑他愉悦与被笑愉悦则存在正相关
[ 10]
。

4　研究趋势及其与中国社会文化之关系

关于被笑恐惧 、被笑愉悦与笑他愉悦三者的研

究并不多 ,但发展良好。被笑恐惧的概念从临床领

域扩展到了普通人群中 ,从一个病态症状发展到了

一种稳定的个体差异 ,并由此引出另外两个概念 。

关于三者的相关研究并不多 ,也不知道三者与更多

变量之间的关系 ,但可以预见的是 ,在不久的将来这

些研究都将兴起。在对三者的研究方法上 ,研究者

不仅使用了相关的方法 ,而且开始采用实验的方法

来探讨因果关系 ,这对了解三者的原因和结果是十

分有益的 。

被笑恐惧 、被笑愉悦与笑他愉悦在中国并没有

研究 ,但作为三种个体差异变量 ,他们也理应存在于

所有人包括中国人之中 。在西方社会 ,被笑恐惧有

着深刻的哲学基础
[ 18]
,而就其三者的概念而言 ,他

们必然体现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异 ,也能体现

传统文化与当代社会的结合与矛盾 。表 1是根据日

常观察与生活经验对被笑恐惧 、被笑愉悦与笑他愉

悦的典型行为在中西方文化以及在中国传统文化与

当代社会中的总结 。
表 1　被笑恐惧 、被笑愉悦与笑他愉悦之社会文化比较

西方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当代社会

被笑恐惧 避 趋 不避不趋

被笑愉悦 趋 避 趋

笑他愉悦 不避不趋 伪避实趋 亦避亦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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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被笑恐惧的典型行为 ,是个体或群体会因

害怕被别人嘲笑而产生恐惧 ,研究者已经证实 ,和这

种恐惧相关最密切的就是羞耻。西方文化有所谓

“罪感文化 ”之称
[ 19]
,虽然有学者将中国传统文化

称之为 “乐感文化”
[ 20]
,但更多的学者也认为东方

文化都有 “耻感”的特征 ,这与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

不可分割。西方人有着道德的绝对标准 ,违背了这

种绝对标准 ,人就是有罪的 ,而诸人皆为有罪者 ,则

不必为他人所笑 。而中国传统文化则是宣扬耻的 ,

“行己有耻 ,使于四方 ,不辱君命 ,可谓士矣(《论语

·子路 》)”,要作为士则首先要知道耻 ,而 “礼义廉

耻 ,国之四维 (《管子 ·牧民 》)” ,国家也是一样 ,

“有耻且格(《论语 ·为政》)”是个人乃至国家的典

范 。一个人感到羞耻是因为当他被当众嘲笑或遭到

拒绝 ,或者他自己感到被嘲弄了。被他人嘲笑是一

件 “丢面子”的事情 ,这将带给传统的中国人极大的

耻感
[ 21]
。羞耻感是一种有效的强制力量。所以中

国的传统文化中 ,强烈的羞耻感会产生强烈的被笑

恐惧。中国社会的变迁使得民众从 “笑娼不笑贫 ”

转而 “笑贫不笑娼 ”,过去深以为耻的事情现在可能

成为光彩的事情 ,反之亦然 ,这体现了价值观的转

变 。而在当代社会里 ,耻感文化似乎被发展到了极

致 ,人们擅长使用各种方法去杜绝耻感或者不承认

自己的耻感 ,羞耻的内容也发生了变化 ,这样的转型

也使当代社会所表现出的耻感程度有所减轻。

被笑愉悦的典型例子莫过于喜剧演员 ,作为被

笑愉悦的提出者 , Ruch和 Proyer认为这种行为在西

方是被社会赞许的
[ 10]
。从中国历代的艺人 、说书人

等典型的被笑愉悦者的卑微社会地位可以看出 ,中

国的传统文化并不鼓励被笑愉悦 。而在当代 ,相声

演员 、喜剧演员等等典型的被笑愉悦者拥有着平常

人所不及的社会与经济地位。由于互联网的影响 ,

更多的人热衷于将自己搞笑的事情 、搞笑的照片与

他人分享 ,更有甚者以此为荣 ,许多网络红人应运而

生 ,他们要让所有人去嘲笑他们 ,然后便一炮走红 ,

而影响甚广的电视节目中也更多地出现了以揭短或

者揭隐私为主的许多大众节目 ,这已成为严重的社

会现实 。由于 “面子 ”与个人对其所处的社会情境

的认知评估有密切的关联
[ 22]
,网络红人和大众节目

参与者已经不再认为自己的行为会 “丢脸 ”,反而这

样做在当代社会能给他们争取到极大的 “面子 ”。

不得不承认 ,在当代社会中 ,价值观有着某些转变 ,

被笑愉悦是受到鼓励的。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取笑别人并不是被鼓励的

行为 ,五十步笑百步 (《孟子 ·梁惠王上 》)并不可

取 ,即使自己是站在旁观者的立场上看别人的 ,也当

怜悯互助 ,在别人遭遇不幸的事情或者尴尬的时候 ,

嘲笑别人便是落井下石 ,是被视作有违道德规范的

行为 。或许是因为人有这样的个体差异 ,虽然文化

如此宣扬 ,但是实质上的行为却是相反 ,阿 Q的精

神很严重 。中国传统的幽默是为了表达高度的严

肃 ,而普通的笑他愉悦并不被传统文化所欣赏 ,世俗

的幽默往往流于纯粹的讥刺 ,因为幽默之中有一个

极微妙的分寸 ,失去这个分寸就落到下流轻薄
[ 23]
。

传统文化鼓励高等的幽默而反对取笑别人 ,而民众

却要从讥刺中寻求乐趣 。西方文化却不排斥笑他愉

悦 ,反而还有 “愚人节”这种典型的笑他愉悦节日 ,

至少西方对笑他是不趋不避的 。当代中国社会的价

值体系在这个方面仍然承袭了传统文化 ,又受到西

方文化的影响 ,产生了亦避亦趋的态度 。因此 ,对被

笑恐惧 、被笑愉悦与笑他愉悦在中国的研究以及跨

文化研究将是十分迫切以及非常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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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eIndividualDifferencesRelatedtoLaugher:
Gelotophobia, GelotophiliaandKatagelasticisma

YuFeng　GuoYongyu
(SchoolofPsychology, CentralChinaNormalUniversity, andHubeiHumanDevelopmentandMental

HealthKeyLaboratory, Wuhan430079)

Abstract:Gelotophobia, gelotophiliaandkatagelasticismarethreeindividualdifferences, whichrespectivelyrefertothefearofbeing

laughedat, thejoyofbeinglaughedatandthejoyoflaughingatothers.Theconceptandresearchesofgelotophobiaarereviewed.The

conceptsandmeasurementsofgelotophiliaandkatagelasticismarealsoexpounded.Theresearchofthisthreeconstructsareonlyinini-

tialstage, buttheircultureandsocialdifferencesisnoticeable.

Keywords:gelotophobia;gelotophilia;katagelasticism;individualdifferences

86 心理学探新 200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