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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本书中，诺曼博士探讨了为什么我们的生活需要复杂，而不是简单，而设计促成了复杂生活的实现
。作者以清晰而又轻松的行文，为读者讲解了为什么我们渴望的不是简单。当物品的设计是可以被理
解的、易于管理的、令人愉悦的，在适度的情况下，在适合的时间里，我们渴望的是复杂。实际上，
通过基于良好沟通的设计，复杂可以被管理近而生产出最实用的产品，形成理想的、以人为中心的设
计。
诺曼博士告诉我们，只有我们着眼于自然中的、现实中的以及在日常生活中整个人类活动的全景，才
能观察到在真实、自然环境中做实际工作的真实的人。最终，《设计心理学2：与复杂共处》是一个
人的宣言，即希望通过设计获得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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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1.“把系统的一部分变得简单，那么剩下的部分会变得更加复杂”。这几天一直在想脑力劳动和体
力劳动的关系，一样的。2.“很多设计师将简单等同于简单的外貌，但看起来简单的用起来却并不都
是简单的”。3.爱因斯坦：“并不是一切事物都可以用数字来计算，并且，不是所有能计算的事物都
有价值”。4.最好的说明是在使用中，甚至隐藏在设计中无需关注即会用，以前那种立志把相机说明
书通读一遍却从未成功的做法想来也是挺傻的。最高效的学习方法是用什么学什么，当然，猎奇还是
要继续的。
2、事情本来就那么复杂，要么用户处理，要么设计师处理，一边的工作越少另一边的工作就越要成
倍地提升。然而某些老板永远不懂这些道理。
3、诚如题目所言，与复杂相处。虽然不想堕入简单划分事物的窠臼，把办公桌的整洁与否定义为有
没有创造力⋯⋯其实复杂是常态，屁股一落定，同时打开5个word，5个txt才算是尽责尽职；微信、qq
同时与5人对话才算是尽责尽职；下午组织个会，下午有个面试，下午⋯⋯才算是尽责尽职⋯⋯其实
无他，也是就把一个个的问题给kill⋯⋯这无关文理，只是一个称之为人的生物面对复杂最理性的选择
⋯⋯
4、非常棒的产品设计类图书~~
5、相见恨晚的一本书，就是一看到就觉得哇好有道理，然后放不下 一直要读读完。
6、整本书归纳为两句话：1.世界是复杂的，而
设计师的任务之一是驯服复杂。2.复杂与简单并不是对立的，把被管理得井井有条的复杂才是真正的
简单。
7、大概明白想要表达的意思，但还是太难读了
8、好多需要拼命总结才能得出的简单的智慧。书如其理。
9、复杂vs费解，复杂是世界的一部分。功能>简单，简单也可能很费解。文化的复杂性不可避免。善
于交际+支持群体是设计的要点。等待设计要点：1-6.驯服复杂，迎接挑战。
10、世界本来是复杂的，但我们的大脑却想要简单，设计师的任务就是把这种复杂用合适的方式传递
给用户，让其感受到简单，可操控。
11、本书后面几章对设计师还是有帮助的，整体相对设计心理学第一部差很多
12、好书，读完以后感觉生活中有趣的事情好多，喜欢第七章 对等待的设计，很多去过的地方就有里
面的设计，平时容易忽略的事现在想起来觉得也包含了设计师的心血。中信出版，质量还是不错哒。
13、感觉自己不是太能看明白。。有点看不下去。。可能自己层次还太小白
14、云里雾里地看完了，还是没懂肿么管理复杂。。。
15、全书想要表达的观点并不多，但太多的例子反而觉得废话连篇，排版简直反人类，已经没有看第
一本时的耐心了
16、不懂设计真的好难读啊啊啊⋯⋯
17、有逻辑不是重点，重点是你的逻辑和你的用户的逻辑，要对得上。引导什么的，要先找对群体才
行。
18、有点啰嗦，太冗长了。后面的注释，倒是很方便以后查阅。书里的内容和尼尔森十大可用性原则
有点雷同。
19、本书略显啰嗦，因为在设计界太流行简单崇拜，所以诺曼花了三章来讲很多时候复杂是必须的，
很多时候简单的“简单”会带来额外的问题。第4章语义符号、第6章服务设计理念、第7章等待设计、
第8章设计师管理复杂的工具，对设计师比较有价值，如果时间有限建议重点看这几部分。
20、稍简单了点。but, seriously, be a designer
21、设计学第零法则：复杂是不可避免的；  
设计学第一法则：设计目的在于简化物品的复杂性；
设计学第二法则：任何物品复杂性的简化都将提升设计过程的复杂性；
设计学第三法则：个体对复杂度的定义和感知模式是不一致的

22、快速浏览了一遍，还需要再翻翻。
23、20170211 & reading 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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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断断续续终于读完，可能是看的不用心的关系，总觉得这本书内容重复而主题不明确，如果看完
一本买一本，可能不会买3、4了，但书中有些观点在设计中还是值得留意。
25、没1好看，没1易读，一句话总结一本书：管理好复杂才是真正的简单，至于如何管理，写的太杂
乱，看了跟没看一样，反正就是通过设计⋯⋯
26、一个伪强迫症患者真是不能忍受一点不规整，大概复杂是我难以跨越的强命题
27、关于简单只是我们内心的概念模型，而真实世界是复杂的，我们需要学会与复杂共处。
28、终于读完了！！！ 这本书给我最大的感触是 阐述了一些心理情况出现的原因 从而引导我去考虑
如何消除、如何避免类似情况的出现
29、感觉翻译过来有点不得劲
30、有和上一本重复的内容，一般般。
31、诺曼的书，第二本比第一本翻译得略好，但这本书内容相对于第一本则弱了许多，这本的内容显
得有点啰嗦，但诺曼的书，有个好处就是可以让人思考很多生活中的细节，反思和整理自己的思维，
这是读他书最大的价值所在
32、与第一部相比，这部给人的整体感觉只是较好，基本观点与第一部差距不大，没有走得更远。有
些部分，感觉有点啰嗦，不过总体来说，还是可以看得一本书。
33、粗糙
34、很适合我这种小白，受益匪浅
35、一还可以，二简直不忍直视
36、翻译水平差，导致可读性大大下降
37、看不懂，想睡觉，太冗长
38、唐纳德是个极有概念的设计师，却没有很好的文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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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对于《设计心理学2——与复杂共处》这本书，我不太懂得该将其归类在那种类型书籍内，当然这
不是我想与大家讨论的重点，我之前看过另一位国外作家撰写的书籍，内容大致是讲述，如何透过人
的心理分析行为，在通过某些持续的行为形成心理建设。当我看到《设计心理学2——与复杂共处》
时，我发现两本书的共性，这一共性与内容无关，而在于它们对内容的细致表述上。在看这两本书时
，我都有一相同的错觉，就是我觉得作者好“啰嗦”，我之所以选择啰嗦这个词而非冗长，是因为作
者所写的文字都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但对于缺乏耐心或者领悟能力尚可的读者，可能在阅读时需要倾
注更多的耐心。我想这可能是国外该类作品与国内作品最大的不同，它们通俗易懂且节奏缓慢，力求
使所有阅读该类书籍的人都能读懂。当我看到《对等待的设计》这章时，我才开始真正意识到，我们
生活在一个“被设计”的世界里，我们所看到的，甚至我们切身感受到的事物，都被精心设计。而很
多时候正因我们缺乏自己生活在“被设计”的认识，导致对于我们无法精准描述的事物，我们只能用
简单的“愉快”或“不愉快”来表述，而这看拟简单 “愉快”“不愉快”的划分背后，却有是其“设
计”成功与否的最直接印证。在阅读这本书时，我们不难发现，所有的复杂都是为了力求简单，所有
的简单都为了满足复杂的运作，简答与复杂在这本书里，已不在是对立的关系，而一个有机的整体，
它们在彼此的领域拓展延伸，相互作用相互影响。阅读《设计心理学2——与复杂共处》第九章里的
《评论家的偏好》时，我第一次与作者产生共鸣，因为它正好佐证了我之前的一个想法——批评家是
为了批评而批评。在此与大家分享一段不太愉快的经历，不知道大家是否有过，在网络因为与其他网
友意见相左而遭受语言暴力的经历。事情原委就不一一细说，大概是在某处看到网友清一色说某某人
不好，恰巧此人我略有了解，便发表个人意见，虽有偏颇的地方，但整体来说还是比较客观中立的，
偏颇的地方在一些温和的网友指出后，我也立刻推翻先前偏颇的言论。关于我发表的这种近拟墙头草
的个人意见，能引来如此多网友喷我，其实蛮意外的。毕竟我不是站在他们的对立面，只是不全然认
同他们的观点罢了。当时我的观点还是有一定的拥护群体的，因为我重点提到“大家所接收到的信息
都是经过过滤和人为传播的，到底事实真相如何，不是我们能评说的”，如果我当时读过《设计心理
学2——与复杂共处》这本书，就能运用“被设计”这一理论去反击他们了，呵呵~其实我自己也是为
了批评而批评。其实在我们生活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我们去反驳一个论点，有时不仅仅是为了确立
自己的论点，更多时候是一种情绪或者心态的作祟，这种意识形态让我们偏离我们初衷，进入为批评
而批评的荒诞怪圈。
2、略啰嗦，略无聊举例子解释得和上课一样非要150个字符吗？略啰嗦，略无聊举例子解释得和上课
一样非要150个字符吗？略啰嗦，略无聊举例子解释得和上课一样非要150个字符吗？略啰嗦，略无聊
举例子解释得和上课一样非要150个字符吗？略啰嗦，略无聊举例子解释得和上课一样非要150个字符
吗？
3、“少就是多“毫无疑问，Mies Van der Rohe的这句名言至今仍然影响着设计界，无论对设计师或者
设计使用者来说，他们已经习惯并相信了简约设计产品的美好：比如Iphone，比如百度。至于简约设
计为何能大行其道，从设计者和使用者的角度来考虑，答案也显而易见：设计使用者（也就是我们）
已经越来越懒惰，懒惰到如果一个产品还需要我们去看说明书，或者多摆弄两下，我们的耐心就会炸
裂。所以，我们使用的东西最好是超级简约，不看说明书也能捣鼓明白，而且操作步骤少之又少，更
重要的是，它能一步到位解决我的问题。产品的设计者们非常明白这个道理，被这个目标驱动的他们
自然也就向着简约设计这条路越走越远，更有甚者，认为简约设计就是简单设计。而Donald Arthur.
Norman的这本书好就好在给设计师们提了个醒：对设计而言，简约不是简单，而是只在必要时候考虑
它的复杂。因为种种原因，本书中心论点看起来不是那么明显，甚至稍不留神，你会看不出作者对“
设计只在必要时候考虑它的复杂“的有效论证，好在反复深究后，理解它并没有那么复杂：心理学证
明，人们更喜欢中等程度的复杂，太简单我们会感到厌烦，太复杂感到困惑。置换到设计上来说，即
便是看起来极简的好设计，其背后也是设计师精心设计的中等程度复杂。举例：使用汽车，大多时候
只需要把控好方向盘、油门和刹车，但庞杂的其他功能和提供参数仪器等也很重要，所以，汽车再简
约，它们也会存在。使用Iphone，大多时候只需要掌握好Home键和触、点，但为了维持其良好的体验
，其令人叹为观止后盖，复杂、精美的电路板依旧存在。与之相反的例子是滑雪板和吉他一类产品的
设计，诚然，它们外观很简单，但是熟练使用它们需要经年的学习。这些本身缺少了的控制环节才是
它们上去简单明了的原因，而这些环节最终都需要使用者自身去适应和学习，实际上整个产品反而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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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复杂了。瞧，真正的简单只存在于头脑中。“少即是多”固然真理，但认为这就意味着设计必须简
单未免有失偏颇，不可排除的复杂性和高密度信息呈现是设计目标与其工作步骤所固有，好的设计总
是逼迫着设计师需要做到是在繁简之间找到美观与功能的平衡，将所有的复杂性有效的进行整合。正
如 Donald Arthur. Norman所说: “你不可能把本身复杂的实物简单化，而如何将复杂性有效的整合，这
就是设计师的工作。””当然，这也是本书存在的价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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