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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36/2021_2022__E5_8C_96_

E8_A7_A3_E2_80_9C_E6_c24_236857.htm 李广怒斩霸陵尉 —

—报复心理及其化解 《史记》载：汉朝将军李广因抗击匈奴

失利而被削职为民。一天晚上，李广与朋友在乡里喝酒返回

途中路过霸陵亭，被霸陵尉拦住不放行，李广家人报：“故

（前任）李将军。”刚喝过酒的霸陵尉听罢大声喝道：“今

将军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李广从此怀恨在心。不久，

汉武帝起用李广担任右北平太守，李广要求霸陵尉随他赴任

，到了军中就寻由将其斩了。显然，李广怒斩霸陵尉的行为

背后，是那种因受冒犯而予以回击以发泄怨恨的报复心理。 

人们在共同工作和生活中难免产生矛盾或受到冒犯，这时被

冒犯者通常会产生不快、怨恨等负面情绪，有时还要发泄或

回击。如果对恶意伤害的回击或处罚“合理、合法、适度”

，那么对方的恶行就会有所收敛。因此，美国迈阿密大学心

理学家迈克尔博士说：“报复是对恶行的威慑。”正由于群

体成员对恶行的报复心理才使个别人不敢贸然越轨，从而有

利于维护群体的稳定与和谐。如果人受到冒犯后做出过度反

应，对他人的无意冒犯睚眦必报，甚至像李广那样置人于死

地，这种报复心理就是消极有害的。 报复心重的人整天盘算

如何报复他人，实施报复行为后处境难堪，内心痛苦，精神

压力大。一位青年对自己报复行为的反省值得我们深思。他

说：“我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爱的人对我冷若冰霜。

让我生活在地狱里般痛苦。⋯⋯覆水难收，破镜难圆。”“

其实任何报复，并不能减轻任何伤痛，相反会加剧自己的痛



苦。报复的永远是自己，痛苦的永远是自己。”报复心重的

人由于精神压力重，还容易导致健康恶化。与心情愉快的人

相比，更容易患头痛、消化不良、失眠、心脏病和高血压。

更可悲的是，会影响同志团结、邻里关系，激化人际矛盾乃

至引发恶性事件、家庭悲剧。 在入党、提干、晋级、上学、

奖励等个人愿望得不到满足，受到批评处罚，婚恋受挫，人

际关系紧张，面临突发事件（诸如个人伤残、家庭遭不法侵

害）时，个别人容易萌生“以怨报怨”的报复心理。“冤仇

宜解不宜结”。报复心理一经产生即应及时化解，才能避免

“怨怨相报”的恶性循环。 作为部队官兵，个人在集体生活

中应努力培养化解矛盾的能力，特别是提高自制力。在产生

报复心理时，要能冷静地预见到报复行为导致后果的危害性

，从而学会宽容，“得饶人处且饶人”。首先是“以责人之

心责己”，避免把过错都归于他人。李广若能认识到自己夜

行是违犯规定，霸陵尉按章办事或酒后失言并非故意刁难，

其报复心理就不会滋生。其次是“以爱己之心爱人”，即忘

掉宿怨，待人以善。宽容别人的人会被人宽容，这是人际交

往的对等原则。一项调查显示：以友善态度待人引起对方友

善反应的比例高达65~90%。诚如孟子云：“爱人者，人恒爱

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