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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問卷式進行的性格分析，往往因為每個人的認知

與價值觀不同，無法得到精準的答案。

80年代曾經在台灣高雄市青少年輔導中心“張老

師”當義務輔導員的姚進瑞發現，“皮紋測試性格分

析”對心理輔導界非常適用。“測試者無須開口、對

話，只要手指拿出來，就可以直接分析出他的性格。”

他說，“連老師皮紋智庫”的性格分析主要分成5

大類，即“酷酷鷹”、“炫炫雀”、“乖乖鴕”、“穩

穩雁”和“變變鸚鵡”，5種個性還細分至120種。

“比如說‘穩穩雁´是主要分類，而‘溫溫穩穩

雁´是細分出來的。同樣是大雁，但是這是有點差別

的，有些人甚至是矛盾的‘炫炫乖乖雁´，看得出一個

人的雙、三重性格。”

他相信環境會造成一個人的性格轉變，不過性格受

基因所牽引，而基因又影響大腦結構，大腦結構影響人

的性向發展。

在成長過程中，人們每天帶着腦袋接觸外在事物，

用自己的慣性思考模式來回應所接觸的一切。當他長年

累月都用那樣的習慣去回應事物時，久而久之就形成了

所謂的“外在”性格。

姚進瑞透露，“性格分析”還能測試一個人

是否患有憂郁癥。“左手拇指指紋是我們腦袋

的‘前額葉´，大腦的‘前額葉´控制對外

的人際互動以及生命價值、生活意義。換句

話說，如果左手拇指的大腦細胞數目字很

低，就代表他對人際的互動、生命價值和

生活意義比較低，因此他的抗壓性也低，

輕易感覺活着沒有意思，人生沒有意義，

甚至容易患上憂郁癥、有自殺傾向。

大腦是錯綜複雜的通訊系統，其他

因素如TRC（大腦神經細胞總數）、ATD

（學習敏銳度）都會對一個人的性格有

影響。

皮紋不對你說的秘密：

皮紋指的是“指紋”、“掌紋”和“足紋”。皮紋的形成是從

胚胎期的第十三週到第十九週，由外胚層發育形成。

皮紋的型態受染色體基因調控，遺傳學家對皮紋遺傳的研究證明，

皮紋的排列形式是一種多基因遺傳。他們發現皮紋形成前，胎兒真皮層

血管神經系統的排列規則，因而認為血管神經系統決定着掌、指紋的形

成。換言之，就是手指紋路能夠投射大腦功能。

指紋之所以能成為一個人隨身攜帶的“身分證”，是因為每個人都

有與生俱來的獨特指紋，不同人的指紋相同的機率趨近於零。

1880年代，英國科學家高爾頓爵士（Sir Francis Galton）

在《Fingerprints》（1892）以及《Fingerprint Directories》

（1895）研究有關指紋、遺傳、生理以及心理的關聯。他的研究不僅證

明指紋具有永久性與獨特性的特質，可以辨識遺傳與生物的特徵，而且

建立唐氏症候群的皮紋鑑定指標，根據他的指標可以篩檢出70％之唐氏

症群患者。

人們可以發現指紋會隨着年齡的增長而變大，但是卻不會有所改

變，只要不是嚴重受傷，不傷及真皮層，指紋都會隨着傷口的癒合而恢

復原狀。不過目前為此，也有過因皮膚病或其他疾病，造成指紋變淺甚

至消失的例子。

比如去年8月，新加坡有一對情侶在機場入境處，女方因沒有指紋

而無法通過自動通關係統的檢查。女生聲稱是因為她患有濕疹而導致手

指沒有指紋，雖然無法印證此一說法，然而從中還是可以發現社會上還

是有一小部分是沒有指紋的。

●皮紋測試也能看性格？
台灣早在19年前開始接觸到從美國引進的皮紋學，不過坊間的皮

紋機構在紋型的分類，早前普遍分為4種紋型。1966

年，國際皮紋期刊提出至少要分為8種紋型，而12年

前，創辦“連老師皮紋智庫”的連裕興將紋型細分為

11種紋型。

連裕興透過相關學術論文、期刊、調查報告，

在長達7年的研究與人類行為科學及多元智能做學術

多方應証與研究調查報告，彙整上萬筆有效樣本及

案例，制作出“連老師皮紋智庫‘指點迷網´系列報

表”，同時出版《非常指點》系列皮紋專書，而《非

常指點：從皮紋找職場幸福》還獲得2002年臺灣國家

圖書館年度出版TOP 1代表圖書之一。

“台灣連老師皮紋智庫”大馬評量顧問姚進瑞指

出，早期台灣的皮紋測試功能只限于測試個人智能，

一直到2004年連裕興研發11種紋型分類，讓皮紋測試

不再只是測試個人智能，而且還能進行性格分析，

“只有台灣有皮紋測試性格分析，也只有連老師的系統可以做。”

連裕興於1997年開始對皮紋進行深入研究，花了9年時間研發皮紋

測試的軟件系統，到了2004年才正式開始為社會人士進行皮紋測試。

●“該種榴槤的地，就去種榴槤！”
在測試智能方面，如果說一個人的皮紋永恒不變，一個人才智是

“天生注定”的，那么后天的努力豈不是無法發揮作用？

姚進瑞表示，皮紋只是協助人們了解自己的一項“工具”。大腦神

經細胞單元在人類一出世時，數量就已經固定了，能夠增加的是腦部的

連接性。“我們學習，其實就是增加腦細胞之間的連接。”根據他的說

法，腦部連接發展得越好，學習反應和效果就會越強。

另外，進行皮紋測試并非鼓吹人們為先天強項與優勢貼上標簽。比

方說一個人進行皮紋測試，發現自己的音樂能力較強就只往音樂發展，

忽略其他能力，這樣會導致學習不夠健全。

換句話說，為了強化自己的先天強項，后天努力與了解弱勢相當重

要。清楚自己具天分的領域後，再強化學習和訓練，對于不影響整體進

度的弱勢，可以以一般進度來學習，無須刻意進補，因為弱勢領域將不

會是那個人將來選擇的方向；如果弱勢差強人意，嚴重影響整體表現，

那么就必須想辦法通過學習來提升。

無論如何，皮紋分析只是作為一種參考，對照各種紋型去了解每個

孩子的個別差異，作為因才施教的方向。

姚進瑞將腦部比喻成上天給人們的一塊地。“如果那塊地最

適合用來種榴槤，你種榴槤的話，將來收成肯定非常豐富。不過

人們不了解這個土質，偏偏選擇種甘蔗，于是甘蔗長得不好。

即使比別人更努力施肥，更勤勞灌溉，卻怎么也比不上別家

農場的收成好。”

智能指紋測
一般人對指紋的認知，就是可以用來辨識身分。尤其是拇指指紋，不管是警察在用指紋追擊犯罪者，

還是運用在生活中的高科技身分辨識儀器上，比如高級房車內的指紋辨識防盜器系統、指紋辨識碳纖門等。

其實自20世紀60年代起，皮紋學、解剖學、遺傳學、腦神經科學結合人類行為等科學研究，

已衍生皮紋另一種功能——皮紋智能測試。

不過，“皮紋智能測試”迄今未被社會廣泛接受，主要原因仍然是可信度受到各方質疑。

再來，一些為利益、程度良莠不齊的皮紋評量公司如雨后春筍般冒起，

這些公司沒有經過長期與嚴謹的研究，測試造成嚴重的判讀錯誤，禍害深遠。

型態：基本型態像簡

單弧，但在中央處有角度明

顯的轉折點，向上突起的紋

線或類似箕紋但無法計數出

迴路數等。

意義：較易呈現二極

化的狀態，有時極具沖動、表現活力與熱誠，

處于陌生或不安全環境中易內斂與保守。

型態：向瀑布一樣的

水流，朝小指方向流去，

擁有一個三角點。

意義：被動性的人際

導向，喜歡穩定規律的生

活方式，和諧度高、配合

度好，相對較缺少驅動力，目標掌控較隨性。

型態：如正箕般但水

流方向朝向大拇指，有一個

三角點。

意義：有時會相當以

自我為中心，帶批判及質疑

特質，思維方式較獨特，傾

向與眾不同及唱反調。

斗紋型態（左圖）：指端上的紋路以完整的

圓圈出現，并以同心圓方式向外擴散，擁有兩個

三角點。

螺紋型態（右圖）：從核心點開始，以螺旋

狀方式向外旋出，擁有兩個三角點。

意義：以自我為中心，獨立、競爭、展現

強勢效應，以目標導向為主軸，較不遵循任何規

則，只依照自己的。

形態：或稱復

合斗，主體由兩個相

反的箕紋組合而成，

看起來像太極圖形。

意義：周延性

高、適應性好，因多

元的目標及多角度考

量事件，所以經常有不一致或隨環境變更

的決策狀況。

認識皮紋之一

明日預告：

帳紋

正箕紋

反箕紋

雙斗紋

從你的手可

看穿你的心

▲ 姚進瑞乃“連老師皮紋智庫”講師及諮商

師、新山佛光諮商室“人本教育課程”義務

講師、資深諮商員及督導。

▲“連老師皮紋智庫”

創辦人――連裕興。

斗紋、螺紋

現今社會商業欺詐手段日新月異，打着

“科學實驗”名堂卻沒有進行研究的公

司大有人在，市面上的“皮紋智能測

試”是否真的可靠、值得信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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