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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心理》

内容概要

这是一本用推理和理性研究人类决策行为过程中不符合理性、不符合“规则”的书。而那些不符合理
性又不符合规则的决策行为，通过作者敏锐的观察、大胆的假设和小心的求证，却又存在着相当一致
的规律性，那就是齐当别决策法则。齐当别决策法则指的是一种“决策表征系统，认为决策者在诸多
决策中趋于采用单一策略，即对于二择一决策问题，决策者会‘齐同’掉选项在某一维度的差别，并
以另一维度的差别作为最终决策依据，即选择在另一维度上效用更大的选项”。本书以此齐当别决策
法则作为一条红线，串落起四大决策领域（确定性决策，风险性决策，跨期决策，空间决策）中存在
的多种与现有决策理论预测不相符合的异象（Anomaly），然后将它们之间的共性一一展现出来，表
现出齐当别决策法则强大的解释力。
作者从现实生活和个人体验中寻找养分，研究既简单又复杂的各种决策情境，将齐当别决策法则用来
解释各种有趣的现象。这本书内容丰富，文字简练老到，既有清晰的科学逻辑，又含深刻的哲学理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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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功夫在诗外
2、书的内容超级赞，汇集了作者多年的心血，不愧为大师之作！数十载的研究（1993年发表Journal of
Behavioral Decision Making论文始）；累积实验被试达六万人次之众；协助收集数据的学生弟子、亲朋
好友中竟有二位人名加了黑框。
3、身处不确定的世界，很多时候所作出的选择都是非理性的。李纾老师的《决策心理》恰能让我们
去了解行为决策背后的规则。本书对于非心理学人来说，不失为一本优秀的科普读物，对心理学人来
说，丰富的实验研究，严密的逻辑思维，可以从中学到非常宝贵的实验设计经验。
4、对于内行人来说，这绝对是一本决策心理学的专业书籍；对于外行人来说，这也必是一本对其生
活、生命有所启发的科普书籍。能做到这一点，真的是太难得，不得不佩服作者精深的学术造诣和智
慧的人生领悟，这绝非一朝一夕能够达到的境界。从专业性来讲，这本书展示了宽广宏大的理论视野
，前沿的问题视角，巧妙严谨的实验构思，以及精准适当的结果解读。从科普性来讲，它将生活哲学
和决策哲理寓于深入浅出的问题分析中，文字老练，不蔓不枝。这本书太厚重，浓缩了作者及其团队
数十年的研究成果，同时它也太单薄，研究背后的艰辛和汗水又岂是这数十万字的纸张能够承载？！
感谢这本书，感谢李纾老师，正是拜读此书后，引发了我对某个决策问题的关注和思考，并以此为题
申请了今年的自科基金，居然中了！我想，唯有踏踏实实做好研究，才能不辜负如此好书和好学者！
5、硕士期间研究决策了，读过不少文献，感觉自己对决策领域有所了解了，但是读过此书发现，自
己还差的远，想研究决策的孩子们可以看看，能够让你对决策的研究有深入了解，李老师是国内决策
领域大牛，此书的序也是给我很多启示，老师分享了自己的学术经历，对于不搞学术的非心理学人士
，如果想了解决策背后的奥秘，也可以读读，也会对自己生活中的现象有所了解，力荐。
6、 期待很久啦！李老师是我非常尊敬的老师，决策理论非我的研究领域但超感兴趣！
7、做人处事中，我们时常身处迷茫与不解，纠结于如何做出“正确”的选择？“应该”如何做决策
？《决策心理：齐当别之道》将齐当别模型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以最真实贴切的案例和严谨的实
验方案，着力从行为和神经水平方面了解人们如何以聚万念于一念的方式作出决策。洋洋洒洒数十万
字，是李纾先生及其研究团队数十年如一日致力于决策研究的宝贵成果，今集结成书，有缘拜读，实
为荣幸。
8、这本书是国内决策心理学领域的一股清流。对与决策心理学感兴趣的我们，在书中不仅可以读到
作者在决策心理学专业上的科研成果，还可以学到作者不忘初心，坚持不懈追求梦想的励志故事。科
研路漫漫，有这么好的前辈导师，为我们分享自己的学术成果与人生经验，这是给想亲近科学的年轻
人最好的礼物。感谢李老师的分享，无论是做学问还是做人，阅读此书我们从你那里学到的东西数不
胜数！
9、周末加班之余重读一遍，不由得感叹能逢此书真是十分幸运。初见体会到的是极度的严谨，再读
体会到的是学识的渊博。关于决策心理学，我也读过一些国外的译本，但是像李纾老师这样在旁征博
引之际还能细心求证，趣味横生的同时还能发人深省，贴近生活，把心理学大众化的例子，真的是前
无古人。心理学说到底是一门大众的科学，是应该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科学。决策心理学在生活中
更是随处可见，毫不客气地说，只要人活着就无法避免决策。如书中所说，该书“用理性的方式去分
析不理性的行为”，为我们了解自己提供了科学的证据，让心理学渐渐走近普通人的生活，这不仅仅
是一本科普读物，而是一份对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都有所启发的珍贵材料，它值得我们反复阅读，认真
吸收。
10、令人尊敬的老师，令人爱不释手的书
11、人的一生从出生B（birth）到死亡D（death），其间夹杂着无数的选择C（choice）。我们时刻都
在经历着或大或小的决策。萌生于内心最原始的好奇欲让我们在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时，不断想要去
了解与触摸自我的行为规律。于是乎生万念。万念难以归一，在人类的有限认知范畴内，激烈的碰撞
往往使我们再次陷入混沌。然则“齐当别”之道，聚万念于一念，起于生活，于万法中破除虚妄，唯
维度间的“齐同”与“差别”一心，从而帮助我们了悟自心，甚是妙哉！品完全书，只觉内心丰盈，
起于生活，精于视角，详于论述，终于升华，更有趣味的言语与故事穿梭于其间，实乃作者精心之作
，为近年集科学与艺术、严谨与趣味、哲思与朴素于一体之佳作，极力推荐！
12、个人浅见：决策心理如何固化为“拍板术或拍板道”并走向社会，是需要认真对待并大力推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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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在书里过于繁多（固然书后半部笔调也很有趣轻松），应该再出一本简化科普版书普及。
不妨多与易经相结合，古今中外融会贯通，超越齐当别、爱德华之流。/:strong
13、  微博上热传一段文字，主题是：选择比努力更重要。最近正在拜读李纾老师新作《决策心理》，
选择即是决策，人生无时无刻都在选择，都在做决策，怎样作出符合理性而又符合规则的决策行为？
李纾老师的《决策心理：齐当别之道》教导我们如何做决策。正如序言里提到的一本厚重却又轻松的
书，值得一读！
14、这本书是我的导师李纾研究员，集数十年来的研究成果而编写的。齐当别，乃是李老师所提的决
策行为的一个重要理论，从一个与传统折扣理论完全不同的视角，审视人们如何进行决策的过程。李
老师课题组这些年一直坚持研究决策过程，始终如一，甚是难得。诸多的研究成果更是毫无保留地尽
皆收录于此书之中。欲从事行为决策研究的同学或者研究者，都可以从此书中得到收获与启发，极力
推荐！
15、期待很久了，终于看到了这本书。该著作是李纾教授及国内外决策领域最为权威的专家根据多年
的研究成果精炼而成，从心理学、神经经济学、决策学等多个角度对人类的非理性决策行为做出了深
刻的探索和证实，是国内外均难得一见的著作。是心理学等专业学生的优质教材，也是平常百姓积攒
生活智慧的难得智囊，作为心理学博士，力荐！
16、这本书真的很值得阅读，是决策心理学大家李纾老师的心血之作！本书提出的“齐当别”决策法
则让我对人们决策时的非理性行为有了更深的理解和认知。本书通俗易懂，结合现实生活中的例子，
向读者揭示了个体决策行为背后的奥秘，对于喜欢决策的朋友和心理学研究者来说，都是一本绝佳的
读物！ 
17、李纾老师的最新力作！集合了他和课题组几十年的研究成果。每一章都从有趣的故事入手，将决
策的智慧娓娓道来。整本书既具有科学性，又对生活有很大启示。书的厚重感不言而喻。

2016年可谓是决策心理学之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接连推出了李纾老师的《决策心理：齐当别之道
》和王晓田老师的《进化的智慧与决策的理性》，对行为决策研究者与爱好者而言，是莫大的收获。
18、我很喜欢看有关人类做决策的书，比如《决策与判断》《别做正常的傻瓜》《思考快与慢》。这
些书我都看过，看完之后留下很多遗憾，“为什么人们是这样做决策的呢？” “歪果仁的某些思考方
式跟我不一样呢？！”，对这些问题，我想了解得更深，要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有时候甚至想逆着
人性原本的方式思考与决策。但作为一个非专业非学术的人，我才没有时间去翻看这些通俗读本本后
的学术文章，直到一个朋友推荐了这本书《决策心理：齐当别之道》——比通俗读物深一点，比学术
文章浅一点。作者力求做到深入浅出地给读者讲一个关于人类（尤其是东方人）做决策的“道”。
19、内容深入浅出，耐人寻味，从生活的角度 实用丰富，从学术的角度 科学专业。强烈推荐。 
20、齐差求变出决策 避繁就简成判断
21、闲来无事，总爱翻看一下这本已被翻阅的有些泛黄的《决策心理--齐当别之道》。钦佩作者能将
日常生活中的决策小事一一摆在科学的实验台上，巧妙的实验设计让我在追求学术的道路上大开眼界
、茅塞顿开；更难得的是，这本书不仅致力于解决科学问题，更是将决策这门科学带进了普通读者的
面前，若能细细品读，每一个体或组织都能从中汲取决策的智慧，期待自己能从中获取更多的精神养
分(*^__^*) 。
22、读着李纾先生所著的这本《决策心理》，不禁联想到“功夫在诗外”。学习做诗，若就诗学诗，
再华丽的词藻，再娴熟的技巧，再工整的形式，也没办法对没经历过的事物做出入木三分的刻画。与
此相应，做研究亦是如此。李先生这些研究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无不透露着研究者充实的社会经
验和善于观察的眼睛。
23、看了李老师这本书有一段时间了，知识都很新。真的感觉很棒。推荐给感兴趣的心理学同学老师
们。
24、这是一本富含人生哲理而又精密得如工程学的心理学著作。我觉得有好奇心去理解现象背后的终
极原则，尤其是对社会现象感兴趣的人都可以在这本书中找到思考的快乐。全书围绕’齐当别’这一
决策模型展开，讨论了生活中我们熟知的很多现象，并对传统理论解释不了的某些决策行为进行了合
理的解释。

全书大体可分为两个部分：前部分论述’齐当别’理论，后面利用这个理论，解释了诸多社会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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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基于作者多年的社会调查与实验研究。读完全书感觉到，如此多的看似矛盾、不好理解的人类行
为及社会现象，竟都能以’齐当别’理论来解释，实在是过瘾！

此外，书中提及的现象都很有趣且常见，有的甚至是我们常常犯难、困惑的情境，读完此书确实令智
慧增长不少！
25、这本书用合乎科学逻辑的数学方法结合现实生活事例对“齐当别”进行了剖析，它既是对古代思
想家心里学家主张的一种证明又是在现在社会背景下的一次深刻的探索。
现在社会人们竞争很大，决策的制定又需要在很短的时间作出，这本书可以很好地帮助我们进行决策
，减少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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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Professor Dr. Shu Li's recent publication &quot;决策心理-齐当别之道“ available on this web-site after
painstaking research is a most valuable contribution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decision making. Understanding the
processes involved may well enable us to make better decisions in major areas of our lives. Particularly an awareness
that logic alone may not always be the best criterion to employ compared with use of the
&quot;equate-to-differentiate&quot; principle with which this book is mainly concerned.After reading this work
you will deepen your understanding of why you are making particular decisions and this may well affect the
decision itself in a positive way. We all have to make decisions involving education,career, marriage and social
interaction in general. The more informed this decision, the greater the likelihood of a positive outcome.A decision
to purchase this book will surely have a positive outcome, and after reading it you will have a clearer idea as to why
you made the decision in the first place!
2、去年的这个时候，我读研三，准备报考李纾老师的博士，发给李老师一封自荐信，李老师回复我
好好准备，并附上此书作为复习书目之一。决策心理不是我硕士期间的研究方向，怀着忐忑的心情开
始拜读，害怕文字过于专业，不好接触。读过序之后，我就被书中的文字吸引了，不仅饱含真情实感
，而且李老师文笔隽永，通过文字也能透出他的幽默感，经常读着读着就会心一笑。之后我每天的复
习计划中最开心的时刻就是读这本《齐当别之道》，虽然最终没有成为李老师的学生，此书却真正让
我受益匪浅，无论在生活方面，还是从科研的角度。前面都是抒情，下面开始描述~这本书主要介绍
了齐当别的决策理论，整本书凝结了李纾老师十几年的科研成果，看到这样一本以科研贯穿理论进而
指导实践的著作，我是震撼的，心生崇敬。齐当别理论还原人的常态，在决策时齐同小差异、辨别大
差异，这种观点比严密地计算最优获益再得出结论的决策理论更接地气。回忆往事，我确实在用此法
，读完此书又能指导以后的决策，面对繁杂的选择，我会问自己“当辨别”的维度是什么？事情往往
会容易很多。第二篇智慧决策中关于“价”和“值”的研究让我感叹科研的神奇。巧妙地实验设计将
很多俗语科学化，比如“吃亏是福”，其中的道理被详尽解释，而且在实验结果的支持下是真实可信
的。拜读此书时，经常摘取书中文字发朋友圈，并向朋友极力推荐，有内容、有深度、很实用、雅俗
共赏，作为科研工作者更能从书中读到作者持之以恒的精神和严谨治学的态度。喜见此书出版，速速
翻出考博时的笔记，结合近期的经历和感受，写下读后感，希望有缘人不要错过这本好书。ps.考博木
有成功，但因为读到了这本书，所以觉得那段时间是值得哒，为什么？自己去看书咯^_^
3、我是一个读书慢 忘东西快的人 这本书我读了好几遍 不要问我为什么 现在很多细节都想不起来了 
但是每当被提及书中某个内容 总体的轮廓还是会闪现半年前在它还没有蓝色的外表的时候 我就读了
表面看起来这只是茫茫书海中的一部学术之作 没有韩寒系列作家的短文集的高销量 也不会有言情小
说的高人气 但是却是满满的高智商？或者高情商？客观的说 作为一个非工科生 书里面的建模部分看
一眼是晕的 看两眼就是瞎的了 不过作为一个心理学学生 很多妙趣横生的心理学实验才是熠熠闪光的
东西 心理学不是虚幻的 是触手可及的 心理学不是荒谬的 是有理可证的 请打破你的弗洛伊德式梦的解
析 更请抛弃你血型星座式推测分手是不是因为性格不合所以我对这部书的评价——一个实验多年辛苦
劳作的汗水结晶 
4、今年的秋天来得好像很早，转眼间离大二申请去中科院李纾老师课题组实习已经快5年了。不禁想
起5年前那个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我，不禁想起在课题组的点点滴滴。课题组的每周例会非常有趣，除
了可以听到有趣的论文以外，还可以听到大家的讨论。有一次李老师就说到自己在看电影《断背山》
时，好奇两个男主角在没有事先沟通的情况下瞬间决定了彼此的角色。每当想到这句话，还是会禁不
住笑出声来。心理学家是无论看什么都能想到研究的啊！这是也是我从李老师身上学到的，带着批判
精神多观察身边的现象，勤于思考。今年课题组出的书《决策心理：齐当别之道》就很好地体现了李
老师的研究理念和风格。该书汇集了李老师及其团队二十多年的研究成果，结合实际生活中的各种有
趣现象，深入浅出地介绍了决策领域的基本理论 ，涵盖了决策领域的经典理论框架。比如相比于西方
用纷繁复杂的“求和序数效用函数”来解释人类决策的过程，更具解释力的“齐当别”模型的提出，
就体现了中华传统中追求简洁的哲学，有一种大道至简的美感。想知道人们为什么会迷信吗？为什么
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女生的拒绝到底该如何解释？读这本书，不仅可以学习到心理学的
研究范式和思路，更能发现一些为人处世的哲学和智慧！（P.S. 好感恩李老师当初接受我的实习！有
志于研究行为决策的本科小朋友们和研究生小伙伴们千万别错过这本好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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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13年9月，我很有幸成为李纾老师指导的学生之一。他给我的初始印象是严谨且有大师风范，在
日后的指导交流中，李老师给我们分享了很多有趣的研究及研究方法。启发我们的思维以及看研究的
视角，我很享受其间的乐趣。李老师算是我的学术启蒙者。拿到这本著作，翻看了老师写的自序，我
非常地震撼，震撼他的经历，震撼他在学术道路上的奋斗，以及震撼他有“在世上走一遭想要留下印
记”的想法。我一直也在探索人生的价值和追求人生的意义，我也想让自己有限的生命在世上能够留
下点什么。这本著作来得刚刚好，给了我力量，让我下定决心要走学术路，要做一个像李纾老师一样
的学者。星星之火有燎原之势，我很感恩，感恩李老师，感恩他带给我的学术星火。看这本书的整体
感觉是理论性与趣味性并存，是李老师多年在行为决策领域地深耕细作的学术结晶。此书不仅高度概
括了决策领域的各种决策理论，还包罗了非常丰富的研究案例。对于在行为决策领域学习的学生亦或
是学者而言，都是一本了解行为决策全貌的佳作。并且在每一章节背后，还有大量有价值的参考文献
，再一次体现了李老师的学术严谨性，同时也方便读者查阅相关资料。书中论述的“齐当别”决策之
道是帮助人们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快速有效做决策的方法，是李纾老师的原创性理论。我虽还处在对
这本书的学习过程之中，但我感觉我不是在读一本书，而是在享用决策领域的“饕餮盛宴”。突然觉
得自己很幸运，有这样一些学术“大牛”和集大成的学术著作在前边引路，让我们少走多少弯路，帮
我们节省了多少时间。在这样优越的研究环境下，还有什么理由抱怨，难道不该带上感恩，带上专注
，带上年轻人的干劲和激情，在学术道路上心无旁骛地狂奔吗？还是那句话：感恩社会，感恩这个时
代，感恩学术的星星之火，用时间和努力去创造燎原之态。路漫漫，上下共求索，我们，在路上··
····
6、以下书评摘要为南京师范大学心理系教授刘长江所写：人们如何做决策是世纪科学之问。在众多
决策理论和模型中，齐当别理论作为一种非规范性理论以其对决策的独特解释和预测而显得尤为突出
。该理论指出，人们的许多决策行为是在选项的诸多维度中进行差别判断，也即人们会齐同掉较小的
维度差别而保留最大的维度差别，并依据后者做出最终决策。齐当别理论的提出者李纾研究员最近将
其思想和研究成果撰写成著作《决策心理：齐当别之道》。在该书中，作者集合其在过去20多年间对
该理论进行检验、求证与拓展的研究成果，精彩地展现了决策的齐当别之道，为决策研究提供一条简
洁而有效的法则。正文请见大道至简，悟在天成——评李纾著《决策心理：齐当别之道》
7、决策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江湖之高，庙堂之远，无一不需要时时刻刻进行决策。这本《决策
心理：齐当别之道》兼具科学性和趣味性，是一本不可多得，值得品味的好书。一方面，该书立足于
作者多年实证研究的基础，有理有据；另一方面，书中颇多耳熟能详的名人轶事和俗语谚语，却被决
策中的心理学现象予以印证，读来诙谐幽默，常让人会心一笑。读此书可让人体味生活中的决策智慧
，亦或可解决“选择困难症”。窃以为陈晓萍老师对《决策心理：齐当别之道》的评论《聚万念于一
念的决策法则》一文，精辟地评点了本书，文中说“这是一本让人耳目一新的学术著作，不仅能让学
者体会到学术的奥妙和趣味，而且能让社会实践者和企业管理者学习到无数可以巧妙运用的决策心理
学原理，比如“吃亏是福”，比如“难得糊涂”，从而使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更加妙趣横生，精神和心
灵更加充实幸福。”
8、闲来无事，总爱翻看一下这本已被翻阅的有些泛黄的《决策心理--齐当别之道》。钦佩作者能将日
常生活中的决策小事一一摆在科学的实验台上，巧妙的实验设计让我在追求学术的道路上大开眼界、
茅塞顿开；更难得的是，这本书不仅致力于解决科学问题，更是将决策这门科学带进了普通读者的面
前，若能细细品读，每一个体或组织都能从中汲取决策的智慧，期待自己能从中获取更多的精神养
分(*^__^*) 。
9、利用国庆假期仔细研读了李纾老师的决策心理，第一感觉是神奇，几乎所有艰难复杂的决策过程
放在“齐当别”的法则下都显得理所当然。诚然，身为一个心理学入门小白，要完全理解书中的理论
实属不易，硬着头皮啃完这本书也受益匪浅，更加坚定自己研读心理学的决心，并且可以深刻体会到
李纾老师的良苦用心，无论是蕴含哲理的章节引入还是趣味盎然的例子讲解。我想说，这绝对是一本
值得反复研读的书籍，一遍比一遍来得更加深刻。
10、有句电影台词这么说 “If every unfolding we experience takes us further along in life, then, we are truly
experiencing what life is offering”，既如此，那么在这每个转变的时机到临时，面对各种风险选项，你
是否能做出“正确”的选择？而有关这类风险决策的研究孕育了现代决策理论的发源，本书以相当的
篇幅做出了深刻的解读，例如以赌博行为的研究构建期望价值理论作为出发点，深入研究了这类风险
决策行为的影响因素以及作用机制，特别是李老师以澳门人为被试展开的系列研究，给读者提供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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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的同时也给予你人生的启迪：如何看待生活中的各类风险决策，这里，或许能找到你一直在寻觅
的答案。生活总会猝不及防的需要你做出各种选择，你是否有勇气改变可改变的，有胸怀接受不可改
变的，有智慧分辨二者的不同？一读、再读本书，你一定会从中获益。
11、喜闻华东师大出版社出版了中科院研究所李纾研究员的新书《决策心理：齐当别之道》，新书入
手二十余日，虽然水平有限，但仍认真拜读，不为别的，只为本书作者是大学时期一直乃至今日唯一
喜欢并崇拜的师长，1988年曾在华南女子学院教授了我们《行为矫正》、《发展心理学》等课程，与
当时的华南女子学院名誉院长刘永和博士一同教授心理咨询与治疗的重要课程，至今历历在目。社会
心理学告诉我们，生存在这个地球上人是需要与社会互动的，并且处处存在多样性和联系性，所以生
活离不开决策，我们无时不刻不在决策，但是否做出了最佳的决策我们往往事前无从知晓，于是乎常
常事后后悔，经常听人们嘴中说起“如果⋯⋯”“早知道⋯⋯”，在读这本书之前，有一个念头一闪
而过，如果早早了解决策之道，我的人生会不会是另外一番风景。不由得想起《红楼梦》中曹雪芹给
王熙凤的一副对联，其实是对王熙凤的评价，“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贾府上上下下
，里里外外，哪一件事不需要有个精明的头脑，正确的决策，还真得佩服曹雪芹笔下的王熙凤八面玲
珑，长袖善舞；前一两年受众人追捧的《甄嬛传》中的甄嬛更是不在话下了；电影《肖申克的救赎》
中老布、瑞德和安迪又是基于哪些原因分别作出了生与死的不同抉择。当然那些都是小说或影视作品
中的人物，回到现实中来，没有一个人能够离开各式各样的抉择和决策。比如每逢高考季，就常常听
到一句话：六月考孩子，七月考家长。高考中孩子们力图做最正确的答案来赢得分数，七月的家长动
用所有的脑细胞来报考分数能及的最好院校最佳专业。可是，这个结果的好与坏并不是一时能显现的
，四年之后，对于各个专业的需求产生了怎样的变化现在无从得知。如果考生家长能有幸并及时了解
书中第32章《趋利避害：厌而避额外之“利”，喜而趋额外之“害”》，搞懂什么是报考的重要维度
，什么违背了趋利避害的原则，就不会导致趋害避利的行为产生，不会轻易在报考的结局上产生后悔
和懊恼了。记得作者曾经说过，他看学生的毕业论文，首先看致谢部分，就大致可以看出论文是否合
格。依此可见作者心里常存感恩，从某种角度来说他甚至觉得有一颗感恩的心有时比单单会写文章来
得重要，这里不得不提的是在书第25章第289页，我的名字也有幸列入致谢词中，那么不起眼的事老师
不提我早忘了，不由得感叹老师毕生做事的周详及超强的记忆力。说到第25章，《潜在的维度：齐当
别眼中的心理咨询》，由于涉及本人工作的领域，我有比较深的感触，觉得书中所言，在齐当别理论
中，成功的心理咨询即在“给定的表征空间”之外能为受咨询者指出一潜在的维度。这段话看似简单
，实为经典。来访者往往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而咨询师则需帮来访者拨开迷雾
，引导之见其真身，于是便有来访者豁然开朗或“顿悟”一说，即本书中所说的给受咨询者的一条生
路。可是这潜在的维度并不是一个咨询师随随便便就能够给出的，需要咨询师有扎实的理论功底、丰
富的心理技术以及不断累积的咨询经验，如老师书中所言：窃以为这行对智商的要求实在太高。看到
这话我不由得汗颜，我自觉得并非智商高于他人之人，看来要把咨询做得不负众望，学生日后必须加
倍努力才是。《决策心理：齐当别之道》一书共计八篇58章，84万多字，600多页，正如华盛顿大学福
斯特学院的陈晓萍教授所言，这是一本厚重却又让人感到轻松的书，它凝聚了老师毕生的探索和研究
，使之在众多决策心理丛书中脱颖而出，不失为一本既值得专业学者认真研习，又能使普通大众从中
受益的佳作。常说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看了这本书，我想说的是，与其浑浑噩噩读十年书，不
如拜读为君一本书，相信齐当别之道的理论一旦被我们读深读透，那便是人生觉悟时。
12、前几日赴京开会，遇见李纾老师。会后告别时，李老师欣然提出给我寄本书。第2天返回武汉后即
收到李老师的大作。感慨现代邮寄之迅速的同时，也更为切身体会到李老师雷厉风行、毫不拖沓的行
事风格。特别是，书中赠言扉页李老师用一小张宣纸盖上，以免墨迹染及他页，细腻之情跃然纸上
。80多万字的书《决策心理：齐当别之道》洋洋洒洒，蔚为壮观，汇集了李纾老师几十年来的研究发
现和创新。李老师的研究成果我不敢遑论，但一定会细细拜读每一页的文字，因为这当中的许多研究
我感觉非常有趣，很吸引我。我首先读到的是书中后记，让我耳目一新。在并不很长的篇幅里，李纾
老师以特有的语言风格、个性化的语言文字，娓娓道来他的人生经历，他的夫妻奋斗岁月，他的求学
苦与乐，他的智慧感悟，以及他对儿子婚姻的关注。憨厚朴实的李纾老师文采飞扬，处处从生活中发
现决策的奥妙，从决策中张开生活的态度。阅读这些文字，它们平实却生动，简明却深远，细微里透
露出立世为人的精神。复杂性的事情总有简单性的原则。但简单性的原则需要一次又一次“复杂”地
验证推理。我以为学术创新很大意义上就是完成这样的工作。从书中可以感到李纾老师用超于常人的
睿智、眼光、实干以及表述完成着一项极富价值的，标识中国学者贡献的决策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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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今年高考的全国课标I卷，作文题是一幅漫画，漫画内容是两个孩子的考试成绩带来的家长的反应
：一个孩子先考了100分，脸上是口红印，家长给予奖励，后来考了98分，脸上是巴掌印，家长给予惩
罚；另一个孩子先考了55分，脸上是巴掌印，家长给予惩罚，后来考了61分，脸上是口红印，家长给
予奖励。着实引人深思，小A以98分的成绩领先小B的61分，出人意料的却是高分者小A受到了惩罚，
这引发了人们对评判者决策依据的好奇，那么到底考多少分才能得到一个吻呢？求学之便，读到了由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科院心理所李纾研究员的新书《决策心理－齐当别之道》，其中第32章
“趋利避害: 厌而避额外之‘利’；喜而趋额外之‘害’”以及第47章“冤：逻辑错误的情绪”等，可
谓是为该考题事先准备好的完美解答。小A自始至终高于小B的考分，却引来惩罚的异常结果，待你在
书中窥见众多决策异象后，你变会欣然接受这惩罚与奖励的“不公平”结果，并深谙决策之道。首先
该“惩与罚”违背了价值最大化原则，98分完胜61分，这种本身的逻辑错误反映出人们的决策可能非
基于对结果的考量，而是基于维度的思考影响了最终的判断。参照点理论告诉我们，影响决策判断的
因素并非是结果的最终状态，而是基于参照点，这个点不是数学意义上的绝对零点，而是决策者用于
衡量损益的心理参考值；对小A小B的最终惩罚，非基于分数本身，而是参考之前考分，诚如书中说言
的“惠多而不乐”。诸如此类的生活智慧在书中比比皆是，该书凝聚了李纾研究员二十多年来对人类
决策的探索，创新和智慧，这是一本用推理和理性研究人类决策行为过程中不符合理性、不符合规则
的书，作者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提出了中国为数不多的原创理论－齐当别决策法则，并在数十载的研
究生涯中，不断进行理论完善和创新。全书共分为58章，涵盖了从基础决策理论到社会实践应用在内
的行为决策相关知识，不仅广大学者可从中吸取进行科学研究的思路与创新点，普通人亦可从可汲取
生活中进行决策的智慧。你或可惊讶于每一个实验逻辑推理的严谨性，亦可钦佩于全书所报告的实验
被试高达6万人之多（其中包括了2803名新加坡和1161名澳大利亚被试），样本量之广、科学性之强，
堪称一流。更难能可贵的是，本书将远离大众的学术研究与普通人的生活紧紧联系在一起，钟情于决
策智慧的人，即使远离学术殿堂，也能从《决策心理－齐当别之道》中体味一番学术与生活的完美结
合。心理台风眼现象、灰发灰云效应、落花悖论这些听起来文雅而有趣的心理学发现在激发学术兴趣
的同时又可实实在在的助你理解人类这一高等生物的决策生存之道；而孔融让梨、不自由毋宁死、难
得糊涂等熟知的谚语、箴言，却又在决策心理学家的实验室中为你找到科学的解释。聚万念与一念的
决策法则－齐当别法则贯穿始终，带你探索人类决策的奥秘。但生活中的决策并非如作文漫画般极往
知来，面对生活中纷纭的决策，相信《决策心理－齐当别之道》会使您的决策与判断云开见月明。读
一本好书，近了，可解今年考生之忧；远了，可解往后人生之惑。
14、损失规避（loss aversion）是指损失带来的负面效用大于等量获得带来的正面效用的现象
（Kahneman &amp; Tversky, 1979）。通过获得和损失对称设计的实验范式，考察并比较了获得与损失
情境中时间折扣的神经机制（图24.6），作者首次发现外侧额叶和后顶叶区域在折扣未来获得和损失
都有激活，但在折扣未来损失时激活更强（Brain Research, 2009）。该研究成果已被Neuron
、NeuroImage、Journal of Neuroscience、Journal of Risk and Uncertainty、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Learning, Memory, and Cognition等顶级期刊引用。获得与损失情境中时间折扣的神经机制
15、窗外秋雨淅沥沥下个不停，在这样的天气里，坐在窗前，欣赏被秋雨洗刷得干干净净的红黄绿相
间的秋景，读着李纾先生所著的这本《决策心理》，不禁联想到陆游“功夫在诗外”这一经典诗句。
学习做诗，若就诗学诗，即使有再华丽的词藻，再娴熟的技巧，再工整的形式，若没有见过眼前的美
妙的秋景，想必也没办法刻画出来。与此相应，学习做研究亦是如此。读李先生的研究，深入浅出。
高大上的研究，却和我们的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研究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最终还会回
到生活当中去，无不透露着研究者充实的社会经验和善于观察的眼睛。这本《决策心理》既适合心理
学门外汉阅读，在这里他们将体验到心理学的真正意义，又适合心理学工作者进行阅读，在这里他们
将学会如何有一双发现真正有意义的研究课题的眼睛，让心理学真正造福社会。
16、入手迫切,粗翻中腹,细看头尾,有几个感慨：1.看书后“合作者”,没白剥削学生。书及书者皆厚重
。2.不忘初心,甚是本真,难得。3.拿爱德华荐信当令箭,作者老兄霸气犹不足。关于第二点，前两天晤谈
中我漫天飞侃时，他却捉住要点、挂钩到其研究思路中去。可称为“平常心即道”之定力？
17、决策对于我们至关重要，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做决策呢？以前，我总想选择正确的人生道路。我想
，若我能站在高山之上，就能看清前方所有可能的路，以及每条路延伸的终点，那样我就能选择最好
的一条。于是，在决策时我访遍师长亲友，对比每条路的优劣。然而发现，这样的决策太难实现，即
使勉强实现，过后依然时有后悔。读了李纾老师的书后，恍然大悟。作为有限理性的人，谁也不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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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所有可能的路，谁也不能看清每条路可能延伸的终点。即使站在高山之上，或许仍有层云障目。我
们决策，或许应舍弃一些不足轻重的东西，即李纾先生所言的“齐同”，而不是让“乱花渐欲迷人眼
”；抓住我们最看重的东西，即李纾先生所言的“辨别”，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或许会放弃一些东
西，但这正应了郑板桥先生的“糊涂”的境界；更重要的，我们明白了对于我们什么是最重要的，守
一而当无憾，齐当别不可谓不是决策的艺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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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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