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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店重金收购头皮屑，每
片100元

近日，网上出现一篇名为《暴强！药店竟
然收购头皮屑》的帖子，把众人雷翻。楼主说：

“我在经过住地附近的一家药店时看到，店门
口竟贴出一张海报要收购头屑。而且是以片
来算，店方开出了‘每片头屑100元’的天价。”
楼主在帖中还附上药店张贴海报的照片，清
晰可见海报标题是《本店重金收购头皮屑》。
海报中对“参与对象”一项有明确限定：“头皮
屑、头痒及脂溢性皮炎消费者。”并特别指出：

“规定时间内在该店购买去屑洗剂前5名的消
费者……参与者要严格按照洗剂的使用方法
使用，在此基础上如能找到头屑，店方以每片
100元的高价收购。”对此，网友“孙小美”直截
了当地说：“广告呗。明显是为了推销某种治
疗头皮屑的药物。”不过，不管这种收购方式有
没有得到认可，网友还是评论其为“史上最牛
收购”。 据《天府早报》

最近，一则名为《90后小女孩为了纪念爷
爷裸背文身》的帖子现身网络，讲述了一个90
后小姑娘为纪念去世的爷爷，将老人头像文
在后背上的故事。该女孩的做法引起广泛质
疑，有网友认为这是个人行为，不值得提倡，

“如果真是为了纪念老人，又何必用这种形式，
还把照片贴在网上？估计是在炒作”。

也有网友称：“我们首先应该对这个女
孩的孝心报以掌声，然后再去讨论她这种做
法恰当与否。不要总把90后妖魔化。”对此，
青岛大学社会学教授孟天运说：“‘孝’在中
国是非常久远的思想，但‘孝’常常和‘顺’联
系在一起。我们做事情时要考虑老人的感
受，按照传统的想法去做。我觉得这姑娘的
爷爷如果在世，看了文身不一定会赞同，也
不一定会高兴。90后喜欢特立独行有时代
的原因，也有独生子女的原因。但不能笼统
地说是‘非主流’，非主流也有一天可能会成
为主流。” 据《扬子晚报》

网友“卷帘大将”：典型的为拜金主义找
借口。

网友“J&K”：人家是在解释一个科学
问题，这和道德无关。做研究应该这样，用
科学的方法去解释一种未知的现象。何必
大惊小怪？

网友“点零五”：既然研究金钱有“镇痛
功能”，那也应该研究研究它的“引痛功能”，
这才是“科学的态度”。这位教授不得了
啊！奇才？怪才？鬼才？庸才？木材？总
之，太有“财”了！

网友“好男儿”：真正能够镇痛的是人
的心！

网友“实在人”：不管这研究对不对，我
没钱时就浑身不舒服，有钱时心里亮堂堂，
这是事实。比方说，每月刚发工资时，就算
遇到点烦心事，我也经常一笑了之，但每逢
月底，我就事事不如意，不能受一点刺激。

据《新闻晨报》

金钱具有镇痛功能、失去金钱
的疼痛和肢体受伤的疼痛十分类
似……近日，中山大学心理学系副教
授周欣悦作为第一作者即将发表在
国际著名心理学刊物《心理科学》上
的论文《金钱的符号作用：启动金钱
概念改变社会痛苦和生理性疼痛》引
起了各界关注。28日，周欣悦说：“我
们的研究受到学术界之外的关注与
当下金融危机大背景不无关系。我
们的分论点之一‘损失金钱会令人们
感到生理性疼痛’告诉大家，人们在
金融危机中感到的痛是真实的，和生
理性疼痛的感受类似。”

在周欣悦的这篇论文中，作者通过 6个实验证
明了金钱对于生理性疼痛与社会性疼痛（即社会排
斥）的抵御作用。据介绍，这6项实验全部在中山大
学心理学系的实验室里完成，参加实验者均为大学
生，共有548名学生参加了实验。

据悉，其中重点实验分为“金钱概念启动”和“疼痛感
测试”两部分。金钱概念的启动可以采取不同的形式，周
欣悦向记者介绍了其中的两种：数钱法和造句法。

数钱法：启动活动是在测试前假意告诉被测试
者，接下来要进行一项手指灵活度的测试。然后，随
机分配其中一半的被测试者数80张百元人民币，另
一半则数80张纸。在数钱（纸）结束后，紧接着进行
下面的疼痛感测试。

造句法：在测试前假意告诉被测试者，接下来要
对他们的语言能力进行考察，请他们将打乱顺序的
句子进行重新排序。其中一组被测者的句子中包含
了“金钱”类词语，另外一组的句子中则无。在排序
完成之后，接下来进行疼痛感测试。

疼痛感的测试也分为两种，一种引发生理疼痛，
另一种引发社会性疼痛。生理痛感的测试可以通过
把手伸到温水和热水中的方式，结果显示，数过钱的
一组被测试者感觉到的疼痛程度较低。社会排斥试
验可以通过玩一种电脑游戏来进行：被测试者和电脑
中的两个虚拟角色进行三“人”间的抛接球游戏，持球
者可以传给另外的任意一方，被测试者在把球抛给虚
拟角色后，球开始在两个虚拟角色之间传递，再也不
会抛给被测者，被测者需要汇报他们的感受。结果显
示，数过钱的一组被测试者，或者是造句中带“钱”的
一组，相对来说更不易因遭受排斥而感到受伤。

周欣悦说：“实验证明，金钱概念的启动
能够减缓人们感受到疼痛，包括社会性痛苦
（社会排斥）和生理性疼痛（高温痛感）。”但
很多网友认为，周欣悦等人的研究可以归纳
为“金钱能镇痛”，“这项研究有鼓励人们拜
金的嫌疑”。

对此，周欣悦解释：“我们并不认为金
钱是万能的。使用功能核磁共振的脑成
像研究表明，受到他人排斥时，以及损失
金钱时，人的大脑反应与肢体伤痛时大脑
的反应是相似的。钱、爱和痛的关系究竟
如何？对这个问题的好奇是吸引我们研

究的最初动力。”
周欣悦还强调：“金钱的效应虽然被证

明可以减缓疼痛感，但金钱的效应十分短
暂，而且有各种副作用。我们提出了一个理
论，认为有两类社会资源可以帮助人们抵御
痛苦，一是金钱，二是社会支持。相比作用
力短暂的金钱，社会关爱才是‘痛苦的首要
缓冲器’。寻求社会关爱比起寻求金钱来
说，减缓疼痛的效用更加持久。金钱抵御疼
痛的功能主要是因为它是作为社会关爱的
替代品存在的。我们希望，社会上片面逐利
的人更少一些，相互关爱的人更多一些。”

声音
真正能镇痛的是人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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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表孝心，90后女孩将
爷爷的头像文上后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