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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位思考，聰明決策 

─讀《不理性的力量》 

◆董凱勝 

想像自己全身 70%的皮膚遭到三度灼傷，每天都得接受藥浴治療，你必須將身

體整個浸泡在殺菌藥水裡，護士會幫你把緊裹全身的繃帶拆除，剝掉死皮組織；殺

菌藥水的刺痛感固然難以忍受，但體無完膚的你，繃帶往往黏著肉，拆繃帶的過程

更是讓你苦不堪言。問題來了：你希望護士慢慢地撕下這些繃帶，僅管可能因此延

長疼痛的時間呢？抑或，你希望護士盡可能快速撕下繃帶，畢竟長痛不如短痛？ 

如果你選擇的是後者，恭喜你，大部分的護士跟你想的一樣，與其長期折磨，

不如速戰速決。不過，實驗結果卻恰恰相反，在痛感低、時間長的療程裡，病人的

痛苦程度會低於痛感高、時間短的療程。真的假的？我沒有燒燙傷的治療經驗，實

在沒資格發言；然而這個奇妙的實驗並非向壁虛構，而且做實驗的那位仁兄也確實

在燒燙傷病房住了 3 年之久，他就是這本《不理性的力量》的作者丹‧艾瑞利。 

方興未艾的行為經濟學 

目前在杜克大學任教的艾瑞利，在前作《誰說人是理性的！》書中，即已對他

遭逢爆炸意外後的療傷經驗侃侃而談，藉此說明「行為經濟學」何以會成為他日後

的學術關懷：「如果經驗豐富的護士都誤解了他們關切至深的病患的真實處境，那

麼其他人或許也會誤解自身行為所帶來的後果，以至於做錯了決策。因此我決定拓

展研究範疇，從研究疼痛轉而檢視那些個人無法借鏡過去經驗、一再重蹈覆轍的事

例。」 

傳統經濟學向來認為，人是自私自利的，總會以符合自身利益的方式進行理性

決策；我們會評估所有選項的價值，然後採取最佳行動。如果我們選錯了，那也是

例外的變異，無庸過於擔憂，市場力量很快就會發揮矯正作用，讓我們回歸理性的

正途。不過行為經濟學家卻不這麼認為，他們發現一般人在日常生活中所做的各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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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策，非理性層面的作用力不僅比想像中還要大，而且也非隨機發生，而是具備系

統性、可預測性，有其常模可循。行為經濟學家的工作，就是透過長期的觀察與實

驗，找出人們在判斷與決策過程中的不理性行為；再經由一連串的分析推論，歸納

出其中的基本規律。 

行為經濟學主要是經濟學與心理學的結合運用，而追本溯源，則必須從電影《美

麗境界》的主角約翰‧納許談起。傳統經濟學注重科學精神、強調數理邏輯，但它

其實並沒有那麼倚賴實驗室，主流經濟學家關切的問題，例如通貨膨脹、財政赤字、

賦稅政策等等，通常也難以透過實驗一探究竟。不過，納許在 1950 年代針對「囚

犯困境」等賽局理論進行廣泛實驗，開闢出實驗經濟學的新路徑；到了 1980 年代

初期，「囚犯困境」啟發出一種名為「最後通牒」的賽局，隨即帶動一股實驗經濟

學熱潮，而行為經濟學就是這股熱潮下開發出來的一個副領域。它一方面承續 1992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蓋瑞‧貝克，將學術關懷擴及一般日常生活，運用經濟學工

具來解析家庭、婚姻、生育、犯罪、立法政策等等傳統上不屬於經濟學的研究領域；

另一方面則是經由大量的實驗設計，深入探究驅策人類行動或使人誤入歧途的力

量，而不再執著於「理性經濟人」的預設。 

做為持續發展中的新學門，有實驗經濟學之父封號的弗農‧史密斯與心理學家

丹尼爾‧卡尼曼共同獲得 2002 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堪稱行為經濟學聲勢日隆的

里程碑；此外，任教芝加哥大學商學院的理察‧泰勒、華裔美籍經濟學家奚愷元、

已故的史丹佛大學教授阿莫斯‧特佛斯基，也被公認是這個學門的開創性代表。他

們對於人類不理性層面的深入考察，讓我們覺知自己的種種偏誤，並了解這些偏誤

對我們的影響，從而得以做出更好的決策。如果說《誰說人是理性的！》揭露出常

見的行為偏誤，幫讀者掀開障目之葉，那麼本書在延續前作精神之餘，除了對不理

性的正面意義給予較多肯定外，同時更強調以積極心態與實際對策，教導大家換位

思考並逆向操作，做的可說是把脈開方、對症下藥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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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非萬能，敝帚自珍 

本書計分十一章，前五章側重工作，後六章則聚焦生活。第一章〈給得愈多，

得的愈少〉探討金錢獎勵與工作績效的關聯。以金錢激勵人心，往往是把雙面刃，

對於簡單的機械性工作，低額到中等的獎金確實能夠發揮效用；但耗費腦力、注重

思考的知識型工作，高額獎金卻容易讓人分心，在不必要的壓力下患得患失，反而

拖累應有的表現。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但利之所在，群趨如鶩，勇夫為了贏得重賞，

求好心切的結果往往以失敗收場，只能徒呼負負；考場上的成績表現常不如模擬

考，其實也是同樣的緣故。 

如果有錢都不見得能使鬼推磨，那麼老闆又該如何激勵員工呢？第二章〈工作

的意義〉，光看標題就能猜出答案。電影《艋舺》有句經典台詞：「意義是三小，我

只知道義氣」，然而談到工作，我們對意義還真不能等閒視之，是否能將工作樂趣

轉變為工作意願，很大程度取決於自己賦予工作什麼樣的意義。專業分工固然帶來

高度效率，但工作內容過度切割，讓人無法看清全局，工作意義與成就感也隨之喪

失；知識工作者一旦陷入《摩登時代》裡卓別林那樣的制式化條件反射，做起事來

難免也會欲振乏力。 

第三章〈IKEA效應〉與第四章〈「非我族類」症候群〉，說明人類的「所有權」

心理以及情感依附。傳統經濟學認為，人皆好逸惡勞，喜歡現成的美麗家具，不愛

自己動手製作或組裝；然而，長遠的滿足感源自本身的付出，IKEA之所以會大受歡

迎，就在於成功掌握住人類渴望有所參與的心理需求。一旦我們認定自己創造了什

麼，就會產生一種「所有權」的心理，因而也傾向於高估自己「創作」的價值；所

以老婆或許是人家的美，但文章絕對是自己的好。父母親總是對「自己的」子女評

價甚高，並且相信他們也是人見人愛；我們會把寶貝的照片設為辦公室電腦桌布，

還會在部落格和臉書上到處「現寶」，想必也是同樣的道理。 

我們比較喜歡自己的觀點，通常不是因為它真的比較高明，而是因為它是「自

己的」。非我族類的心理也被戲稱為「牙刷理論」，人人都需要一把牙刷，但沒人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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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拿別人的來刷牙。只是，過於迷戀自己的點子，也可能讓人變得執迷不悟，因而

忽視或貶低別人更好的想法。愛迪生堅毅不拔的精神固然廣受讚譽，但他其實也是

個自視甚高，難容異議之人；明知交流電比直流電更具發展性，卻遲遲不肯接受現

實，還費盡心思惡意詆毀交流電，只因那是他手下特拉斯、而非他自己的發明。喔，

對了！關於直流電與交流電的鬥爭，作者說他是在肖爾的《聰明人為什麼幹傻事》

書中讀到的，我個人最早則是從麥可‧懷特的《毒舌頭與夢想家》得知此事（嘿嘿，

我也習慣用自己的牙刷喲）。 

了解情感，控制情緒 

第五章〈有仇必報〉、第九章〈同理心與情緒〉以及第十章〈短暫情緒的長遠

影響〉不妨參照併讀，它們都涉及情感機制的運作實況以及情緒的驚人力量。報復

之心是人類的本能，它與信任感緊密相連，我們往往會不惜一切代價，懲罰破壞信

任關係的人；最終或許得不償失，但只要能讓叛徒嚐嚐苦頭，我們也甘願爽快。不

過，作者說復仇不一定要赤裸裸血淋淋，我也認為確實還有一種格調更高、看來也

比較優雅的形式，並且立刻想到了賈伯斯。被蘋果掃地出門之後，他創辦了 NeXT

與皮克斯，愛上了一個好女人；女人後來成了妻子，與他共組美滿家庭，皮克斯製

作出史上第一部電腦動畫影片「玩具總動員」，成為最成功的動畫製片廠。後來，

蘋果買下 NeXT，他也榮返榮耀，NeXT 發展的技術更讓蘋果風雲再起；所以當賈伯

斯說：「蘋果公司開除我，是我人生中最好的經驗」，聽在我耳裡簡直就是甜蜜的復

仇告白。 

自己受害時，我們渴望報復，他人受害時，我們也會心生同情，但如果這個「他

人」規模過大且距離太遠，我們的反應還會一樣強烈嗎？史達林說：一個人的死亡

是悲劇，一百萬人的死亡則是統計數字。全世界每天都有許多人因戰爭、饑荒、疾

病而死亡，然而由於親密性、鮮明度以及杯水車薪效應的集體作用，多數人若非無

動於衷，也往往傾向於袖手旁觀。如何解決人們對「統計數字受害者」的漠視，作

者在書中提供二點建議，其一是認清自己同理心偏誤的運作模式，其二則是設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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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規範來引導自己的行為，如此一來，縱使情感未受促發，人們也能因有標準作業

流程可循而隨即行動。 

人是血肉之軀，哀樂有時，喜怒有時；智者教人別在氣頭上做任何決定，還真

有一番道理。人類對過去的情緒記憶十分短暫，卻能清楚記得自己彼時的行為，一

旦我們在情緒下做出反應，不僅會為立即招致的後果懊悔不已，同時可能也會創造

出一種長期的決策模式，這也就是「情緒瀑布」的概念。情緒總是稍縱即逝，但一

時情緒下所做的決定卻會長期挾持我們；在自我因循的作用下，持續誤導未來難以

計數的決策，終而演變成永無寧日的惡性循環。 

習以為常，日久生情 

第六章〈適應力〉、第七章〈醜男悲歌？〉與第八章〈市場失靈時〉，先說明人

類的適應能力，再由此切入線上交友網站的市場失靈，凸顯人性的複雜與理性的盲

點。正常人往往低估了自己的適應能力，好事發生時，我們的快樂時間不如想像中

持久；但壞事發生時，我們也不至於「此痛綿綿無絕期」。不論好事或壞事，任何

干擾因素都會延緩適應過程；因此，當你從事一件討厭的工作時，應該一鼓作氣將

它完成；而在享樂的情境中若能適時暫停，愉悅的感受也會跟著提高。一次瘋狂大

血拼的滿足感，不如多次間歇性的小採購；同樣的，如果你正打算用手邊的閒錢換

間大房子，不妨考慮將它挪作多次出國旅遊的盤纏。 

儘管人們的審美觀多少存有差異，但郭子乾跟郭富城誰比較帥，大家的看法總

不至於南轅北轍。在擇偶市場中，長相出眾的人多半也都是「外貌協會」的會員；

長相吃虧者則有三種可能的適應方式：第一，改變審美觀，第二，重新考慮交往對

象的條件與特質，第三，完全無法適應。調查結果顯示，採取第二種方式者佔絕大

多數，長相吃虧的人會調整擇偶條件的優先順序，傾向與幽默風趣、才華洋溢或其

他非外貌條件較佳的對象交往，而比較不注重外表。畢竟色衰則愛弛，愛弛則恩絕；

而情人眼裡出西施，長相再憋扭的人，看著看著也就順眼了。 

由此觀之，時下的交友網站確實隱藏著重大缺陷。每一個人都比自己各部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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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合來得更加豐富，也更為複雜；身高、體重、信仰、收入，這些量化數據與分類

標籤，固然利於資料庫的建立，也方便使用者搜尋，卻完全不足以反映我們是什麼

樣的人。交友網站最根本的問題，就在於把人當成可拆解、歸類、檢索的商品來處

理；如果真要把交往對象比擬為一種商品，那也應該比較像「體驗型商品」。正如

同我們無法根據包裝標示的成分來體會餅乾的滋味，個人基本資料寫得再詳細，也

無法讓我們了解約會或相處時會是什麼感覺；要讓飽受挫折的單身男女重拾信心，

還得發掘與人性更加相容的設計才行。 

實驗之必要及其缺陷 

第十一章〈從我們的「不理性」所學到的事〉，可說是本書的結論；作者不僅

回顧了稟賦效應、損失趨避、沉沒成本偏誤、現狀偏誤、適應性偏誤等等人類不理

性的層面，也重申懷疑精神與實驗檢證的重要。事實上，不論是老生常談或當頭棒

喝，本書最有價值之處，絕不是條列式的研究結果或教訓，而是為了探究左右人類

行為的真正力量，作者設計並實地進行的各種趣味盎然的實驗。而他在前作《誰說

人是理性的！》給讀者的建議，仍然值得繼續傾聽：「讀完每章之後停下來思考，

實驗所揭露的原則是否可讓你的生活變得更好或更壞，同時更重要的是，根據你對

人性的全新認知，思考你要如何改變行為。這才是這段探險之旅真正刺激有趣的地

方。」 

不過我想提醒的是，高度倚賴實驗的行為經濟學，也有它自身的缺陷。史帝文‧

李維特與史帝芬‧杜伯納在兩人合著的《超爆蘋果橘子經濟學》書中就曾指出，實

驗室裡的發現，在真實世界中不一定都能成立。實驗的洞察之所以不可盡信，主要

有幾個原因。第一，選樣偏差，亦即自願參與實驗的人，往往都是合作意願與配合

度較高的人，我行我素者或許根本不會來參與實驗。第二，人類與細菌、病毒、白

老鼠最大的不同，在於後三者都不太可能因為有個身穿白袍的人在旁觀察，就因而

改變其行為；然而實驗對象一旦換成人類，監視觀察的影響就極為顯著。第三，人

類行為受到社會規範、參考準則、過往經驗等等眾多誘因的影響，實驗的人為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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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往往會誘發實驗對象「配合演出」，展現研究者想看到的特定結果。最後，

就算實驗過程未受汙染，但實驗所得的資料總是需要由人來解讀與詮釋，「一種結

果，各自表述」的情況也就勢所難免。 

哲學家巴斯卡說過：「人心有它自己一套理智難以理解的運作方式」，行為經濟

學往往也無法以嚴謹的數理邏輯來歸納說明。然而，人生無非是一連串的判斷與選

擇，有時我們正是自己的敵人；努力了解人性的真實樣貌，持續探究我們與決斷之

間的複雜關係，總是可以培養出一種有憑據的直覺，迅速做成最佳的選擇。行為經

濟學既有趣又實用，欲一窺堂奧者，就從這本深入淺出、平易近人的佳作開始吧！ 

（本文作者現為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事務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