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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与管理哲学》

内容概要

《幸福与管理哲学》提出了新的管理人本性理论，将其命名为“器”的理论。“器”的理论能将现有
的X理论和Y理论，以及经济人、社会人的理论模型做一个全面整合，克服以前对人本性假设的片面性
。而人的发展与完善实际上也就是对自身之“器”的发展与完善。
中国智慧的瑰宝《道德经》实际上已经系统地指明了“器”的完善方法，但平心而论，《道德经》的
逻辑体系稍显混乱，所以本文尝试用西方哲学的体系框架解释《道德经》，同时将《道德经》所蕴涵
的中国哲学智慧更为清晰而完整地呈现出来。
《幸福与管理哲学》为了使内容通俗易懂，贴近生活，生动有趣，一些较难懂的部分以对话体作为表
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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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心理规律三：晕轮效应　　由于“器”的单一焦点和二元逻辑，人们对他人的认知和判断往往只
从局部出发，扩散而得出整体印象，也即常常以偏概全。一个人如果被标明是好的，他就会被一种积
极肯定的光环笼罩，并被赋予一切好的品质；如果一个人被标明是坏的，他就被一种消极否定的光环
所笼罩，并被认为具有各种坏品质。　　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著名心理学家爱德华·桑戴克最早提
出了晕轮效应。所谓晕轮效应，指的是当认知者对一个人的某种特征形成好或坏的印象之后，他还倾
向于由此推论这个人别的方面的特征。　　桑戴克指出，人们对他人的认知与判断，常常只从局部出
发，就如同日晕一样，从一个中心点逐步扩散成愈来愈大的圆圈，并据此得出整体的印象。由此，桑
戴克为这种心理现象起了一个恰如其分的名称，即“晕轮效应”。其特点可以总结为四个字：以偏概
全。　　我们在评价不太熟悉的人或有严重感情倾向的人时，该效应就会体现得淋漓尽致。如果一个
人被标明是好人，他就会被一种积极而肯定的光环所笼罩，在所有事情上，都会被赋予各种额外的权
利，人们也都会从好的方面去判断其行为；一个人如果被标明是坏人，他就会被一种消极而否定的光
环笼罩，而且被认为具有各种坏的品质。其中，后者是消极品质的晕轮效应，也叫扫帚星效应。　　
社会心理学家戴昂等人曾于1972年做过这样一项实验：他们分别让被试者看一些很有吸引力的人、没
有吸引力的人以及一般人的照片，然后让他们评价这些人的特点，而这些特点和有没有吸引力无关。
最后的测试结果发现，有吸引力的人获得了非常高的评价，而无吸引力的人则获得了比较低的评价。
　　在现实生活中，人的社会知觉常常受到个人“内隐人格理论”的影响，他们往往从个人具有的一
种品质去推断其另外一种品质。特别是当存在“核心”品质的时候，人们就更具有这种推论倾向，这
让人们对别人的评价常常具有极高的一致性。也就是说觉得好的就好到十全十美，觉得坏的就坏到一
无是处。　　在日常生活中，“晕轮效应”也在悄悄地影响着人们的认知。当你对一个人有了好感之
后，就会以“一斑”来判断“全豹”，觉得他在其他的方面也好。俗话说“情人眼里出西施”，情人
在热恋时，很难看到对方的缺点，觉得对方一切都好，做的任何事情都对，就连他人觉得是缺点的地
方，在恋人看来也是一种与众不同，这就是晕轮效应的一种表现。　　事实上，晕轮效应不仅仅表现
在通常的以貌取人上，我们还常常以服装来判断他人的地位、性格，以初次言谈推断他人的才能与品
德等。在对不太熟悉的人进行评价时，晕轮效应体现得尤为明显。　　有些思想比较保守的中老年人
对年轻人的衣着打扮和行为举止看不顺眼，就觉得他们肯定没有道德修养。有一位老师曾经在课堂上
讲过这么一件事情：有一天，他乘坐公交车，车上的人很多，没有空座位了。有一对打扮奇异的小情
侣以男生抱女生的方式坐在一个座位上，在他看来十分扎眼。此时，上来了一位老人，前排座位上的
大部分人都冷漠地置之不理，尽管其中一些人看上去衣着得体、文质彬彬。而这个时候，后面座位上
有人招呼老人，于是他循声望去，感到非常吃惊，原来正是那对他觉得最不可能让座的小情侣——两
人的’打扮举止让这位老师对他们的人品产生了一种偏见。这一效应是“以偏概全”的一种评价倾向
，严重者甚至可以达到“爱屋及乌”的程度，也就是只要认为某个人好，就会认为他别的方面也肯定
优秀，甚至觉得他所用的东西都是好的。　　有一天，一个老师正在上课，发现有两个学生都将书铺
在面前，呼呼大睡。结果，老师就将那个差生叫起来批评道：“你看人家（指另外一个睡觉的学生，
平时成绩非常好），睡觉都看书，你倒好，一看书就睡觉。”　　上大学的时候，曾经听一位同学讲
过这样一件有趣的事情：她是她们村里唯一一位大学生。有一天，她妈妈非常着急地打电话给她，让
她快点买车票回几千里之外的家。刚开始，她还以为是家里出了什么大事，但仔细询问后，得到的回
答却令人啼笑皆非。原来，乡里要举行一次歌唱比赛，每个村都要派人参加，于是村长就想到了她，
然后对她妈妈说：“你闺女不是大学生吗？肯定什么都懂得多，快让她回来代表村里参加比赛。”　
　我们都知道，按常理，考上大学只能表明一个人对于书本知识掌握得好或者他比较聪明勤奋，这和
歌唱、舞蹈等文艺方面的才能无关。但是，在观点与信息都相当保守的情况下，村长与村民们就由“
大学生知识丰富”这个中心点一步步向外扩散成一个“大学生什么都会”的日晕，形成一种错误的印
象。　　我们内心深处总是认为人的品质之间是有着内在联系的。比方说，热情的人往往对人比较亲
切友好、富于幽默感、肯帮助别人、容易相处；而“冷漠”的人比较孤独、古板、不愿求人、比较难
相处。这样，对某人只要有了“热情”和“冷漠”的一个核心特征，我们就会自然而然地去补足其他
有关联的特征。其实这种从外表知觉内心，又从内在性格特征泛化到对外表的评价正是产生晕轮效应
的主要原因。　　在某些情况下，晕轮效应产生的负面影响是不容忽视的。第一，它让人们倾向于抓
住事物的某一个别特征来代替其全部特征，就如同盲人摸象一样，摸到耳朵就以为大象是扇子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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摸到大腿便认为它像一根柱子；第二，它将一些并没有任何内在联系的个性或者外貌特征相联系，断
言有这种特征必定会有另外一种特征；第三，说好就完全肯定，说坏就完全否定，这是一种受主观偏
见支配的绝对化倾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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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当前管理哲学的首要问题就是更深一步地认识人并了解人，现有的理性经济人或社会人假说都不
能很好解释人的所有行为。　　鲁兴虹编著的《幸福与管理哲学》提出了新的管理人本性理论，将其
命名为“器”的理论。“器”的理论能将现有的X理论和Y理论，以及经济人、社会人的理论模型做一
个全面整合，克服以前对人本性假设的片面性。而人的发展与完善实际上也就是对自身之“器”的发
展与完善。　　中国智慧的瑰宝《道德经》实际上已经系统地指明了“器”的完善方法，但平心而论
，《道德经》的逻辑体系稍显混乱，所以本文尝试用西方哲学的体系框架解释《道德经》，同时将《
道德经》所蕴涵的中国哲学智慧更为清晰而完整地呈现出来。　　本文为了使内容通俗易懂，贴近生
活，生动有趣，一些较难懂的部分以对话体作为表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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