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頭條心聞

                                玩轉腦朋友(Inside out) 
的主角韋莉又被口香糖廣告歌洗腦了。相信
大家看到這一個片段的時候都會會心一笑。
這種現象在心理學上被稱為 耳蟲 (Earworm) 
或不由自主音樂想像 (Involuntary Musical 
Imagery)，即某段歌曲不斷在腦海中重複出
現。超過90%以上的人士每星期至少經歷一次耳蟲 (Liikkanen, 2008)，由此可
見其普遍性。

極危險 連「聽覺」也似失調!

　　我滿腦子都是 音我要我嘅肚仔每日健康啲～ 音　音尖尖尖～ 音，這些歌曲
是被施咒嗎？

　　事實上引起耳蟲的歌曲因人而異，當中唯一的共通
點便是「受害者」均對歌曲旋律熟悉 (Beaman, 2010)。傳統
認為引起耳蟲的都是較討厭的歌，但引致耳蟲的更多是
自己喜愛的歌曲。但重點並不在於人們喜歡與否，而是
他們對歌曲的熟悉程度 (Burland et al., 2013)。通常我們愈喜
愛的歌會聽得愈多，對它便愈為熟悉。同時旋律較簡單和重複的歌會易於
記憶，這也能解釋廣告歌和電視劇主題曲的洗腦之謎。

因耳蟲感到困擾 ?

　　你可能會強迫自己忘記那首歌，但最後卻弄巧反拙。根據 自我控制的
逆效應理論( Theory of Ironic Mental Control)，當你愈想把旋律趕
出腦海，你愈容易想起它 (Wenger, 1994)。假如真的無法忍受耳蟲，你也可
以嘗試咀嚼口香糖 (Beaman, Powell & Rapley, 2015) 或做一些難度適中的認知作
業（例如做數獨、解字謎等） (Burland et al., 2013) 來驅走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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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與情緒的方程式?

　　正所謂音樂無分國界，人類對音樂情感的詮釋並不受到文化背景和地
域的限制 (Fritz et al., 2009)。一直以來，人們傾向把大調音階 (Major Mode) 的
歌曲定型為快樂的歌；小調音階  (Minor Mode) 的歌則定型為傷心的歌 (Peretz et 
al., 1998)。其實大調音樂與人們興奮時說話的聲譜十分相似；小調音樂則與
人們心情低落時說話的聲譜相似 (Bowling et al., 2010)。但這並非絕對，現實
中也有大調音階卻是傷心歌的例子，而西班牙的輕快歌曲更以小調為主。

恐怖電影中的音樂

　　《大白鯊》裏面的音樂是不是令你心怦怦地
跳？為什麼會這樣？原來電影、遊戲中的恐怖音樂
大部分屬於「非線性類似物」，它們的特徵是有 噪音 
(Noise)、混亂感 (Deterministic Chaos)、突然音量與頻率轉
變 (Abrupt Amplitude and Frequency Transitions) 等。有趣
地，恐怖音樂與動物界（包括人類）的求救信號（如
尖叫）都是非線性類似物，所以與尖叫聲一樣能引起
人們的不安，加上電影的情節，引起觀眾明顯的情緒
波幅，令他們感到恐懼或傷感 (Blumstein, 2012)。

莫札特效應的真真假假

　　大家可能都聽過莫札特的作品對認知及智力發展有幫
助，究竟這效應有真憑實據嗎？「莫札特效應」的起始是
美國三位心理學家於1993年在《自然》期刊上發表的一篇報
告。他們給三十六名大學生聽十分鐘莫札特的作品後，再
給學生做智力測驗，結果學生的空間推理能力增加了九分 
(Rauscher, Shaw & Ky, 1993)。然而，這種功效其後被傳媒渲染、
誇大，指莫札特樂曲可應用臨床增加病人的認知功能。事實
上，學者研究指莫札特的音樂能改善人的空間概念，但對於其他方面的認
知能力如排序、記憶、辨識方向等則沒有同樣效果。而且，專家指莫札特
效應對人空間認知能力的影響最長只維持十至十五分鐘 (Jenkins, 2001)。雖
然如此，古典音樂在降低病人躁動情緒及攻擊性行為有一定成效 ( Courtright, 
Johnson, Baumgartner, Jordan & Webster)。

傷心的時候為何總喜歡聽傷心的歌 ？

　　傷心的時候聽傷心的歌，不應該會感到更傷心嗎？五月
天都提醒過我們「傷心的人別聽慢歌」，難道人類就是要重
複犯錯？看似矛盾的行為，引起心理學家的興趣，研究指出
導致以上行為的四個原因 (Van den Tol & Edwards, 2014)。

1）尋求連結 (Connection)：
音原來她不夠愛我 原來我坐後備座 原來相愛並非講求付出過有幾多音

　　聽眾能透過歌曲中表達的情感認清自己的情緒，並沉
溺在失落與怨恨當中。因為歌裏表達了心底裏的遺憾、絕
望，與聽眾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繫。

2）傳遞訊息 (Message)：
音不再去說從前　只是寒喧　對你說一句　只是說一句好久不見音

　　聽眾透過歌詞，能把自己梗在喉嚨的話說出。歌詞成為聽
眾的代言人，像是明白自己一切的後悔、錯誤的決定，為聽眾
講出心底話。

3）回憶觸發 (Memory Trigger)：
音那動人時光　不用常回看音

　　傷心的歌曲能喚起自己過去的回憶，例如和伴侶、朋
友、家人快樂的時光、單戀時的希望，是所謂的「難忘的
因你太念念才難忘」。

4）美學價值 (Aesthetics Value)：
音菊花殘滿地傷　妳的笑容已泛黃　花落人斷腸我心事靜靜躺音

　　用詩般的字句來形容悲傷，是一種情感的昇華，也是
一種美。有研究亦指出受訪人士對傷心的歌曲的「美感指
數」評分較高 ( Eerola & Vuoskoski, 2011)，「淒美」的歌與改
善情緒有關，並有冷靜、感到被安撫 的作用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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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古典音樂會否更聰明 ？

　　相信不少同學習慣一邊聽歌，一邊溫
習，究竟聽音樂對溫習有沒有幫助 ?　聽古典
音樂又會否產生特別大醒腦提神功效 ?　研究
指出，參加者身處寧靜環境時認知能力比較
理想。而且，高頻率的音樂更會降低實驗者
的認知能力表現 (Dolegui, 2013)。不論聆聽柔
和的古典音樂或重節奏的搖滾音樂，對於我們的認知能力都沒有幫助。其
中，歌詞內容及帶有重金屬樂器伴奏的樂曲更尤其容易分散注意力，令人
難以集中溫習。所以，同學如果想將知識吸收得扎實一點，不妨留在寧靜
的環境溫習，例如圖書館、自修室。
是次出版蒙香港中文大學心理學系張謙教授作顧問，特此鳴謝。

P.4

Now Playing：新莊上任
我哋係2016年香港中文大學學
生會心理學推廣學會候選內閣 
心覓理 Psy & Seek~ ❤
心覓理有尋覓道理嘅意義，代
表我哋致力於找尋正確又有趣
嘅心理學知識向大家推廣～另
外，「理」同「您」同音，亦
都係代表我哋會努力搵出對心
理學有興趣嘅您，一齊探索心
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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