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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的第三版重点发生了很大变化。
1988年的第一版主要目的是为那些教授思维与决策的学校教师提供有关背景，同时作为心理学本科生
的教材。
第二个目的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虽然其他出于此目的的书同样也填补了这一需要。
《思维与决策》更多地被用于大学高年级和研究生的启蒙课程，并作为参考资料。
第一个目的，就我本人看来远未企及。
另一方面，我却发现，我的书出现在许多药学院书架上，作为那些希望进行医药决策研究人员的基本
介绍书；从某种程度看，此书也是商界、法律界和公共决策界学者所熟悉的图书。
于是我决定顺势而为，减少对一般思维的强调，同时增加更多的可能运用于医药、商业公共政策和法
律应用研究的决策内容。
尽管它主要针对这些领域的研究生，我还是将此书作为我自己学科本科生的教材，学生们也喜欢这本
书。
这一版本保留了前两个版本的许多特点：1．关于思维与决策分散在一系列不同的领域，哲学家、心
理学家、教育学家、经济学家、决策科学家和计算机科学家对于思维和决策都有各自不同的方法，这
本书呈现的方法代表了我自己试图把来自这些学科有关思维的关键观点组合成统一理论的努力。
这一理论观点中许多并非原创的或新颖的，如果是其中之一，我也不会如此确信这些观点是基本正确
的。
2．我始终保留这一观点，即所有目标导向的思维与决策能被描述为我所称为的探寻推导框架：思维
能被描述为由经探寻后发现的可能、证据和目标所作出的推导。
3．我同样认为，我们思维与决策中的主要问题是缺乏积极的发散式思维：我们忽视应该考虑的可能
、证据和目标，总是保护自己偏好的观点并以此来作出推导。
在这本书中，我将这些观点运用于思维研究的主要概念和理论。
在第一部分，我先从一般考虑开始：理性的特性，研究思维的方法和逻辑。
第二部分主要是信念的形成，这是一种思维目标恒定的思维形式，在这一部分，我以规范标准介绍了
概率理论。
第三部分涉及决策制定，包括个人计划和目标决策制定；影响别人的决策，如包括道德成分和涉及公
共考虑的事务，这一部分介绍了效用理论，这一理论形成了贯穿全书的许多观点。
尽管方法很多，有些被省去。
在这里，我把思维作为有目的的行动——一种选择行动、信念和个人目标的方法——而不是一种经验
。
我同样剔除了诸如演讲和理解语言之类的高度技巧性行为，这些技巧有助于我们思维，良好的思维又
有助于我们掌握它们，但是这些技巧本身并不适应这一框架。
许多人给予了我有益的评论和帮助。
第三版得到了彼得·沃克等人的大力帮助和有益评述。
我同样感谢我的许多同事对我思想的影响。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思维与决策>>

内容概要

本书大量采用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卡尼曼的理论和观点，以及其他经济学家、心理学家、临床
医生、政府管理机构的大量研究案例，探讨了人类思维的方式和影响思维从而决策的因素。
    思维方式受文化等因素的影响。
    思维有好坏，好的思维即理性思维引导我们作出正确决策去实现目标。
    不良思维的特点是思维太少，而真正的危险在于没有好好思维就满怀信心地去行动了。
我们未经考证的信念和别人思前想后得出的，浮在表面的结论都不足以成为我们行动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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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理性形成的信念具有其他优点。
从深层角度看，准确的信念和真实的目标相结合，可能比非理性的信念和不现实的目标相结合要更切
实可行，尽管这两种结合都能给我们带来一时的幸福。
理性和情感理陛常常与情感相对照。
如果我们认为“情感”是不假思索地作决策的方法，那么这样的对照是合理的，有时候值得去思考。
但是，我们已经看到，情感以各种方式进入思维本身；尤其是，我们注意到情感可以作为一种依据，
创造或者避免某种情感可以作为行为的目标、从而作为思维的目标。
让我们进一步探寻情感和理性之间的关系。
什么是情感?粗略地说，情感是“一种主观地经历愉快和不愉快的状态，是一种驱动或者推动某种针对
特定情感的行为状态，是很容易被某种情况所激发的。
”例如气愤往往是不愉快的，极度愤怒时，我们的肌肉绷紧，心脏急速跳动；我们更容易出击；我们
想挫伤某人或者看见他们被挫伤；气愤显然由我们所认为的不公正待遇(我们自己的或者别人的)所激
起。
恐惧同样是不愉快的，是由危险所引致的；恐惧会增加我们对于受到伤害的相信度，会减少我们采取
冒险选择的倾向。
其他情感有兴高采烈、悲伤、害羞、骄傲、遗憾和喜悦。
有些情感与道德行为特别相关，如罪恶感、愤怒和悲伤或者快乐的移情感。
激发情感的情况及其对行为的影响会因人而异；同样，人们会以不同方式使用相同的情感。
我们的许多行为看来是设计得让我们感觉到合理的情感，我们这么做的方法常常是间接的。
研究者告诉我们，第一次跳降落伞激起了恐慌，接着是如释重负；但是在跳了几次之后，恐慌减少了
，而如释重负的感觉成为持续几天的喜悦。
另一方面，一个极度的正面经历(如赢得彩票)会减少以后经历快乐的能量。
试图直接引发愉悦的情感有时候是自欺欺人，许多合理的情感基本是来自其他原因的行动的副产品。
尽管情感可以充当目标，但是它们不是我们行动中努力去达到的惟一目标。
如果你认为这难以令人相信，想想这一事实：许多人努力去实现今生无法企及的目标，死后也就没有
任何未来的情感经历了；他们把钱存起来让孩子继承，或者他们年老时从长计议而工作，尽管知道已
经临近死亡。
也许可能是对情感经历的渴望在大多数人的主要目标中作用并不大，一些佛教徒一生都排斥情感，认
为从总体来说，不值得去为情所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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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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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它主要针对这些领域的研究生，我还是将此书作为我自己学科本科生的教材，学生们也喜欢这本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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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家、教育学家、经济学家、决策科学家和计算机科学家对于思维和决策都有各自不同的方法，
这本书呈现的方法代表了我自己试图把来自这些学科有关思维的关键观点组合成统一理论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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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能被描述为由经探寻后发现的可能、证据和目标所作出的推导。
    3．我同样认为，我们思维与决策中的主要问题是缺乏积极的发散式思维：我们忽视应该考虑的可能
、证据和目标，总是保护自己偏好的观点并以此来作出推导。
    在这本书中，我将这些观点运用于思维研究的主要概念和理论。
在第一部分，我先从一般考虑开始：理性的特性，研究思维的方法和逻辑。
第二部分主要是信念的形成，这是一种思维目标恒定的思维形式，在这一部分，我以规范标准介绍了
概率理论。
第三部分涉及决策制定，包括个人计划和目标决策制定；影响别人的决策，如包括道德成分和涉及公
共考虑的事务，这一部分介绍了效用理论，这一理论形成了贯穿全书的许多观点。
    尽管方法很多，有些被省去。
在这里，我把思维作为有目的的行动——一种选择行动、信念和个人目标的方法——而不是一种经验
。
我同样剔除了诸如演讲和理解语言之类的高度技巧性行为，这些技巧有助于我们思维，良好的思维又
有助于我们掌握它们，但是这些技巧本身并不适应这一框架。
    许多人给予了我有益的评论和帮助。
第三版得到了彼得·沃克等人的大力帮助和有益评述。
我同样感谢我的许多同事对我思想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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