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题新闻08 版 |

上头条，找中国新报

China new newspaper

生活中十个重要的心理模型
【新华网】编者按：自然选择、

势能，还有复利这几个概念听上去都
不陌生，但你是否想过：这些概念其
实并不只是存在于书本，而是可以真
切得解释我们生活中所发生的事情，
可以为你所用。为什么酒店的床单一
般都是白色的？为什么人人都想生活
在一个没有污染的环境，但改善环境
污染的效果依然甚微？本文接下来所
探讨的十个心理模型就可以解答这些
问题。原文作者 Scott Young， 标题“The 
10 Most Useful Mental Models”。

所谓心理模型也是在现实中会反
复出现的一种模型。一旦识别到它的
存在，你就会发现它时不时就会跳出
来。如果能够了解这些心理模型的存
在和运作模式，那你无论是自己，还
是对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都会有更为
深刻的认知。

以下便是对我个人影响最为深刻
的十个心理模型：

1、  边际成本和边际效益
我们平时往往习惯于去看平均值，

但实际上真正起作用的是边际值。
经济学家喜欢谈论边际变化，也

就是再做一次所需要付出的成本。最
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要知道做某件事的
成本几乎没有一成不变的。

边际效益存在递减规律，当消费
者消费某一物品的总数量越来越多时，
其新增加的最后一单位物品的消费所
获得的效用（即边际效用）通常会呈
现越来越少的现象（递减）。例如，
吃第二十块蛋糕所带给你的满足感绝
对比不上吃第一块蛋糕时的满足感。
边 际 成 本 通 常 也 会 下 降， 例 如 写 第
二十篇论文肯定要比写第一篇论文容
易一些，因为熟能生巧。

我们普遍容易犯的错误就是总是
考虑平均值，我们总是看过去的数值，
而不去想接下来的边际成本和边际效
益。

2. 自然选择
达尔文不只是解释了物种的起源，

他也向我们展示了如何有章可循得去
生成一些有益的复杂机制。

你只需要忠实得复制那些尽可能
少有错误的东西，并且复制的东西要
有益于其自身的生存。这不仅适用于
生活，也适用于想法、技术和传统。

了解自然选择可以让你看透很多
事情。自然选择的规律可以解释为什
么疾病会随着感染人数的增多而降低
致命性，它也可以说明为什么借助于
社交媒体传播的新闻会激起最强烈的
反响。我们甚至可以在自然选择的基
础之上稍作调整，就可以解释文化是
怎样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变化。

3．信号传递
为什么酒店的床上用品都是白颜

色的？为什么我们花很多钱去买药却
没有将这笔钱用在预防上？为什么大
多数人更在意的是自己是否有证书而
不是教育的过程？答案就在于信号传
递效果。

信号传递是通过采取显眼的行动
来达到改变其他人想法的效果。因为
欺骗随时都有可能存在，信号传递可
以让信号接收人有了一个选择的理由，
降低自己被欺骗的可能性。例如，酒
店的床单通常是白色的，因为白色最
不耐脏，只要有任何的污渍很明显就
能看到。对于非常看重卫生的房客来
说，白色的床单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我们往往会对信号传递的效果产
生质疑，因为好像给人的感觉不是那
么切实。但这背后其实是心理学在发
挥作用，我们的大多数行为都可以朝
着信号传递的效果来进行优化，而不
必仅仅追求直接的目的。

4、势能
物体会下落。势能这一物理概念

是对高度的扩展，高空中的球存在重
力势能，松开手，它就会自然下落。

电压也被称为电势差，有电压才
会形成电流。高电压就像是位于高空
中的球，它会想要下降到低势能的位
置。为一台机器设置出电势差，就能
促成机器的正常运行。

势能这一概念并不是仅仅对于物
理学有用。机器学习会用到梯度下降
这一方法，背后其实就是基于这样一
个事实，小球从山顶滚下，初始速度
很慢，但在加速度作用下速率会迅速
大幅增加。对于这一现象其实我会联
想到关于习惯的一些问题，我也经常
会跟别人说我认为我们的许多习惯可
能就是亚稳状态，因为总是存在从高
处往低处走的这种势能，所以很少有
习惯能一直持续下去，

5、复利
指数级增长虽然少见，但威力巨

大。复利能否发生作用其实取决于在
你所拥有的事物基础上实现了多高的
增长率。金钱存在复利效应，因为你
所拥有的每一分钱都可以为你带来利
息，实现利滚利的效果。就如同你对
折一张纸，然后对折，再对折，如此
重复四十多次，这时候纸的厚度是多
少？你可能根本想不到，这时候的厚
度相当于地球到月球的距离。这就是
复利的魔力。

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拥有这种指
数级增长的复利思维，如何让复利效
果为自己所用？或许你可以尝试了解
一下这个问题。

6、贝叶斯法则
假设你是一位医生，你需要诊断

面前的患者是否患有一种罕见病。得
这种病的几率是万分之一，而判定是
否得这种病的那项医学检测出错的几
率是百分之一。此时，你面前就有一
位患者，手里拿着他刚刚得到的报告，
上面写着：检测结果呈阳性。那问题
来了，这位患者患这种罕见病的可能
性有多大？

你可能会说可能性为 99%，确实
许多人都会给出这个答案，包括大多
数的医生也会这么想，但事实上他们
都错了！他们错了因为他们没有学会
去应用贝叶斯法则。每当我们面对新

的信息，例如面对新的测试结果，我
们都需要将这些新信息嵌入到我们已
有的背景信息中，而不是孤立的去看
待它。

我们可以分析一下，如果有 10000
个人进行了这项医学检测，那平均来
说没有得这种病的人应该是 9999 人，
但因为测试结果存在 1% 的误差，所以
在这其中有 9899 个人的检测结果呈阴
性，101 个人的结果呈“阳性”，但其
实真正的患病人只有 1 位。也就是说，
前文我们所说的 99% 的正确性最终会
提示出 99% 的错误病例！

7、“共同知识”
这里所说的“共同知识”（common 

knowledge）也就是人人都知道的东西，
但却不是常识。因为它的概念还不止
于此，它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认为其他
所有人都知道的东西。甚至，每个人
都认为其他所有人都知道我们每个人
都知道这些东西。如此重复，一直重复，
就是我们口中所说的“共同知识”。

《皇帝的新装》其实就是关于共
同知识这一概念最强有力的一种讽刺
和质疑。皇帝赤身裸体，每个人都知
道事实就是如此，但这不是一个“共
同知识”。于是，每个人都配合着他
的说法，表现得好像皇帝身上穿的确
实是一件华美的礼服一样。最终还是
一位无辜幼童说出了每个人心中都有，
却没有说出的话。

理解共同知识这一心理模型很重
要，因为你可以围绕任意一点来形成
稳固的看法。例如，金钱之所以有价
值就是因为每个人都赞同它具有价值。
如果金钱的价值不是“共同知识”，
那也就无法发挥金钱的作用了。

8、反馈
反馈其实是更广泛层次的一种系

统思维模式。系统思维适用于神经科
学、分子生物学、政治和经济学等等。
因为复杂的行为一般是由许多抽象的
信息流所共同形成的，因此仅仅分析
其中的某个环节或者说部分根本无法
达到预测效果。

反馈有两种形式：正反馈和负反
馈。负反馈是输出抑制自身输入，系
统输出与目标误差减小，系统趋于稳
定。正反馈是指输出放大输入，结果
就是系统震荡，放大控制作用。

我们的许多行为都是由负反馈所
控制。例如，感到饿了，吃东西，然
后就没那么饿了。工作很努力，感到
很满足，然后休息一下。但也有一些
循环是正反馈的作用，例如成功可以
让你更有自信，从而实现更大的成功。
恐惧可能会让你逃避，又进一步加重
焦虑。知道哪一点会为你带来很大的
改变至关重要。

9、激励因素
假设我们的奥运会增加了一项新

赛事，前半程是百米短跑，后半程是
选美比赛。那你可以想象得到，无论
他们跑得多快，最终获胜的都是长的
最好看的人。

如果真有这样的赛事，相信参赛
者会将大部分的训练时间用在化妆和
发型设计上，几乎不会花时间去练习
跑步，这个应该不难想象吧？

我举得这个例子听上去很极端，
你可能会说现实中根本就不会有这样
的比赛。但不可否认，类似的情况却
真实存在。我们会用科研成果去评价
一位教授，而不是看他的教学能力。
所以，你会发现即便是顶尖学府，许
多教授讲起课来也会让你昏昏欲睡，
毫无生动性，毫无感染力。

了 解 这 种 心 理 模 型 之 后 我 们 可
以反向推理。看到一种行为，一种现
象，我们可以反向推理，猜想导致这
种行为，这种现象的激励因素是什么？
那我们又该如何去利用这一反向推理
呢？那就是在最开始的时候就注意到
激励因素，去鉴别这种激励因素的合
理性，从而可以避免浪费时间、精力
去达成最后根本不重要的结果。

10、纳什均衡
以约翰·纳什的名字来命名的纳

什均衡是博弈论的一个重要概念，达
到这一均衡状态下，无论其他玩家的
策略如何改变都不会使你的收益变差。
也就是说纳什均衡是一个相当稳定的
点，你知道其他人在做什么，你也这
样做就可以，没有必要去改变策略，
也能实现自己的收益。而与此相对的
就是你改变自己的策略，让自己的策
略与他人不同，结果就是可能影响别
人的收益。

囚徒困境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如果你招供，但对方不招供，那你就
可以立即无罪释放，对方将被判刑十
年。如果两人都招供，将都被判刑两
年。如果两人都不招供，则判刑最轻，
只有半年。问题在于你无法确定对方
是选择招供还是不招供，那在这种情
况下，从各自利益出发，无论对方选
择什么，你最好的选择就是招供。这
种情况就被成为纳什均衡。

了解了纳什均衡这一现象的存在，
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每个人都同意，
但要促成社会变革依然举步维艰。污
染环境要比不污染环境容易，而污染
环境的后果又是所有人共同承担，那
纳什均衡效果下每个人都会更容易做
出污染环境的举动。这是不可否认的
一个事实，虽然每个人都想要生活在
一个没有污染的环境当中。

心理模型的价值所在
仅仅知道这些心理模型的存在还

远远不够，要想真正地让这些心理模
型为你所用，就需要更深层次的挖掘，
获取他们真正的价值所在。你需要在
不同的情景下，去审视这一个个心理
模型，探究他们的适用性，知道他们
如何才会发挥作用。

如果有一种不可名状的抽象感觉
一次又一次的出现，但你又无法用这
些心理模型去解释，那这也许是提醒
你，有一个隐藏的心理模型正等待你
去解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