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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序
1、幸存偏误
为什么你该去逛逛墓地
2、游泳选手身材错觉
哈佛是好大学还是烂大学？我们不清楚
3、过度自信效应
你为什么会系统性地高估自己的学识和能力
4、从众心理
就算有数百万人声称某件蠢事是对的，这件蠢事也不会因此成为聪明之举
5、纠缠于沉没成本
你为什么应该忽视过去
6、互惠偏误
你为什么不该让别人请你喝饮料
7、确认偏误之一
遇到“特殊情况”这个词，你要格外小心
8、确认偏误之二
干掉你的宠儿
9、权威偏误
你为什么该藐视权威
10、对比效应
你为什么最好别找模特儿等级的朋友一起出门
11、现成偏误
你为什么宁可用一张错误的地图，也不愿没有地图
12、“在好转之前会先恶化”的陷阱
如果有人建议你选择一条“先经历痛苦的道路”，你应该敲响警钟
13、故事偏误
为什么就连真实的故事也是骗局
14、事后诸葛亮偏误
你为什么应该写日记
15、司机的知识
你为什么不可以把新闻播音员说的话当真
16、控制错觉
你实际控制的少于你以为的
17、激励过敏倾向
你为什么不该按实际开销付钱给你的律师
18、回归均值
医生、顾问、教练及心理治疗师的作用令人怀疑
19、公地悲剧
为什么理性的人不去诉诸理性
20、结果偏误
切勿以结果判断决定
21、选择的悖论
为什么更多反而是更少
22、讨喜偏误
你行为不理性，是因为你想讨别人喜欢
23、禀赋效应
请不要死抱着某种东西不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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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奇迹
不可能事件的必然性
25、团体迷思
共识为什么有可能是危险的
26、忽视概率偏误
累计奖金为什么会越来越多
27、零风险偏误
你为什么会为零风险支付过多
28、稀少性谬误
为什么饼干越少越好吃
29、忽视基本概率
当你在怀俄明州听到马蹄声、见到黑白条纹时
30、赌徒谬误
为什么没有一种平衡命运的力量
31、锚定效应
数字轮盘如何搞得我们晕头转向
32、归纳法
如何把别人的钱弄进自己的口袋
33、规避损失
为什么凶恶的面孔比友善的面孔更容易引起我们注意
34、社会性懈怠
团队为什么会使人懒惰
35、指数增长
一张对折的纸为什么会超出我们的想象
36、赢家的诅咒
你愿意为100欧元支付多少钱？
37、基本特征谬误
千万别问一位作家他的小说是不是自传
38、错误的因果关系
你为什么不该相信仙鹤送子
39、光环效应
长相好的人为什么容易事业有成
40、替代途径
恭喜你赢了俄罗斯轮盘赌
41、预测的错觉
水晶球如何歪曲了你的目光
42、关联谬误
有说服力的故事为什么会误导人
43、框架效应
言为心声
44、行动偏误
为什么不行动光等待是种痛苦
45、不作为偏误
为什么你不是答案就是问题
46、自利偏误
你为什么从不自责
47、享乐适应症
你为什么应该缩短上班路程
48、自我选择偏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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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不要惊讶有你存在
49、联想偏误
为什么经验有时让人变蠢
50、新手的运气
假如开始时一切顺利，请务必多加小心
51、认知失调
你如何撒点小谎，让自己感觉好一些
52、双曲贴现
及时行乐——但请只限于星期天
跋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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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52个思维误区，确实很有代表性
2、嗯总结生活中思维局限思维偏差，先看看知道有个觉察，避免错误
3、清醒思考的入门读物，浅显易懂，对我来说是实用的。不会觉得乏味晦涩，并可随时对号入座。
结语提到，如果每件事都规避犯错就不能更累了。鸡毛蒜皮间，这长长的清单就先抛在脑后吧。
准备进阶，开始“批判性思维工具”。
4、听完一遍，需要复盘，很多points说出来后，理顺了一些三观和行为。抛砖引玉为主，需要结合点
生活里的东东强化＂理智＂，哈哈
5、读完一身轻松。看似细小思维偏差，但重要。
6、一点带过
7、清醒思考，多一种思维逻辑，应该常常拿出来看看。
8、2017年第3本。感觉行为心理学的通俗书，只要随便写写就能成为畅销书，因为实在是能击中读者
的认知盲区。但本书实在是写的比较浅，文字不足拿插图凑，而且，翻译得实在是太差了！我再隆重
推荐一遍《社会性动物》。
9、整理自己的思维错误清单。
10、适合时不时的拿出来看，但是不能让我男朋友看，平时和我唱反调就够烦了，再加上这本书我一
定会爆炸
11、对比塔勒布和丹尼尔·卡尼曼的书，显得一般了
12、尽信书不如无书
13、解毒良药
14、阅读体验很好
15、52种思维错误，看完后留下印象的不多，有没有用不知道，但比较好奇文后作者提到的在判断重
大决策时，他会用到的一个理性思考的清单，逐一比对，如果能公开就好了。
16、杨博士（组长）买给大家的，两个小晚上读完了，还是很有意思的小书
17、全书罗列了52种人们常犯的思维错误，其中团体迷思、公地悲剧、享乐适应症、纠缠于沉没成本
都是非常典型的思维陷阱。对号入座会发现自己也经常犯错，好在及时发现或者损失都在可控范围。
最近的一次经历特别贴合“司机的知识”，之前还沾沾自喜，其实和真知识还差一大截，真是醍醐灌
顶。
18、理性比鸡汤治愈，如同书中提到的，富兰克林之后，闪电依然刺目，雷鸣依然震耳，但再遇到电
闪雷鸣的天气，不再恐惧惊慌
19、认真做了读书笔记，而且看完一章在心里复述了一遍，有进行既有知识的联想。
20、飞机上看完的，确实有一些经常陷入的心理陷阱，很生活化，有用。
21、总结：在重大问题上使用清单对照尽力避免偏误就可以了，现实生活中绝大部分决定和想法的行
程都不需要特别在意这些偏误，因为人之所以是人就因为会犯错，而且这些思维错误基本都是系统性
错误是人类千万年来遗传进化的结果，不要过分庸人自扰，完全避免偏误就如同完全不用本能的条件
反射一样奢侈而又不可触及。
22、长不了几点经验。适合做的了自己主的。
23、跟影响力有些类似，但是举的例子没有那么让人印象深刻，对于一些名词和理论解释的比较含糊
24、书很好读，里面的内容都是似曾相识，看完这本书就将曾经碎片化的知识串联起来，形成一个系
统。
25、绝对洗三观的书
26、了解日常生活中的思维误区 对于规避一些问题还蛮有作用 但要做到规避全部思维误区 就像抗拒
人的本能反应一样难 
27、很通俗，想专业点还是看《思考快与慢》吧
28、思维有很多陷阱而平时我们根本没留意到，每个人都该读一下来了解我们的自以为的正确后面有
多少只是自作多情的误会。
29、生活中思维错误比比皆是，想要完全克服根本不可能，但通过阅读意识到它们的存在，修正自己
的日常，避免一些致命错误也是不错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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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2016.52列举了常见的52中逻辑思维错误，感觉没记住，还需要再看一遍
31、听书
32、还是值得看看的好书 如果全做到的话估计这人情商就高得吓人了⋯有些道理懂了但是不容易做到
吧
33、由于不是专业的心理学者写的，因此有些地方缺少严谨，但是作为点名思维错误的书籍，还是值
得一度的。不过对于书中所列的错误，我觉得有不少也值得商榷。我最不赞同的是“不作为偏误”，
我觉得在不同的道德观念下，对登山者的所作所为的评价会产生巨大的差别，因此不能仅用某种偏误
加以概括。还有比如“游泳选手身材错觉”，作者指出在一开始的选择之后，统计结果产生的显著偏
差是值得怀疑的。但是作者并没有指出，通过严谨的对比试验，这种差异是可以被排除的。
34、52个常见误区
35、易读
36、作者在这本书讲解了52中生活中经常会犯的思维错误，其中有很多是我们平时几乎没有注意而且
可能很难避免的错误，比如过度自信错误、故事偏误等等，这些虽然可能对我们的日常有多大影响，
但是平时如果多加注意就会让我们在生活中做决策时会更加理智，不会仅仅服从于表面的我们所看到
的事物。
37、还没明白过来，就已经被自己架空了，我不想犯蠢，更不想稀里糊涂走一路
38、一般。 并不会带来真正的知识。理性主义者的错误在于他们什么都有水落石出，因此他们不够可
爱。
39、最有价值的是这份清单，以及作者最后的建议。清醒思考是奢侈的，在结果影响小的情况下，你
不必纠结，随心而动。在重大决策的时候，把清单拿出来，一一检查。很多内容都是现代认知心理学
的结果，这本书给了一个总体的索引，尽管不一定齐全，但日常生活已经足够使用。
40、道理我都懂，依然过不好这一生
41、颠覆三观。活的太清醒也不是什么好事。
42、这本书上所提出的许多思维上的谬误，我在初中甚至小学时就都曾思考过（机智如我），只是未
曾系统地总结过。我想这些清醒思考的技能应该多想多练而不只是浅浅了解，因为你会不自觉的在潜
意识里就形成这样的思维定式，并在他们该发挥作用的时候突然就跳出来，影响你每一个分岔路。
43、很赞，适合多看几遍提醒自己。
44、在得到上利用碎片时间读完，很多思维误区是自己以前不知道或者误解的，有帮助。但整本书就
是简单的罗列，读起来清汤寡味。
总之，对照着这52条确实会让我学会更清醒的思考。
45、非常有趣的书，思维里的生活，生活里的思维
46、讲的还是有些太简单了，但作为一本入门书，还是不错的。闲暇的时候可以看看，私下里可以对
比较感兴趣的概念做进一步的了解。
47、非小说类里的理智故事
48、有点多，作为list 常读常新。
49、深刻，有趣，没有废话，好读。是好书
50、没有读书笔记，时隔近一年，啥也不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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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1.�为什么独立思考这么难？下面是具体疑问，最后总结这个总问题。2.�为什么团体很多人意见一致
时，我们容易自我怀疑？这是原始本能问题，因为原始时代只有听从团体决策的人才活着把基因遗传
下来。3.�为什么我们有了新想法往往会憋在心里，难以说出口？因为说出来意味着风险，自己憋着明
哲保身活得更长。这是个体的最优决策，虽然不利于团体决策。4.�为什么会服从和盲信权威？因为相
信权威是最方便最省力的。5.�为什么别人对我们好，我们就不得不对他好？因为我们喜欢互惠和谐，
不想被孤立，这也是原始时代留下来的，孤立意味着死亡。6.�为什么我们难以拒绝我们喜欢的人事物
？因为好感带来欢愉，决策前大脑已经感受到了欢愉，降低了理性标准。7.�为什么我们会过分高估自
己拥有或即将拥有的物品价值？因为这件物品包含了自己的情感，情感是无价的。也因为我们感觉自
己是特别的，自己的物品也是特别的，价值高于其他物品。8.�均值回归定律可以解释很多现象，赢了
一次两次不意味着你很厉害，输了一次两次也不要以为你不行了。9.�不管一件事情有多震撼你或者描
述得有多精确，算一算概率能让你不盲目。因为事情震不震撼精不精确与发生概率无关。10.�为什么零
风险决策不合理？因为零风险得排除一切可能，基本不可能实现，好的决策也不是无风险的决策。合
理看待风险，做出好决策。11.�事情成功或失败，我们总喜欢给它找出具体某个原因，但我们找出的原
因不一定是真正的原因，为什么呢？因为不确定的因素太多了。要找原因必须把各个维度各种可能的
影响因素全都考虑进来。合理的大样本大数据得出的结论才会比较可信。12.�为什么我们会高估自己的
成功概率？因为大家都偏向传播成功，却很少有人狠狠地钻研钻研失败。13.�为什么我们常常颠倒因果
？因为直觉给了我们一个未经思考的因果。如果我们把因果颠倒过来想一想还说得通，那就要注意了
。14.�为什么我们容易对自己评价过高？因为情绪，没有人喜欢让自己不爽。真实情况很残忍，成绩往
往来源于外部因素，失误来源于自己。成功不要高估了自己的能力，失败不要低估了自己的影响。15.�
总结，为什么独立思考这么难？众多因素：情绪的影响、概率统计的误导、错误的因果、对自己的错
误评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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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清醒思考的艺术》的笔记-第105页

        假设你必须玩俄罗斯轮盘赌，你的左轮手枪的枪膛里可以装进6发子弹。你像转动抽彩轮盘一样转
动你的枪膛，拿枪口低着你的额头，扣下扳机。第一个问题：假如你知道枪膛里有4颗子弹，你愿意
付多少钱，来将4颗子弹中的两颗从枪膛取走？第二个问题，假如你知道枪膛里只有一颗子弹，你愿
意为取走这颗子弹支付多少钱？

2、《清醒思考的艺术》的笔记-第71页

        忽视回归均值，可能会造成严重后果：比如老师（或经理）会得出结论，处罚比夸奖更有效。因
为通常考试成绩最优秀的学生会受到夸奖，最差的则会遭到处罚。而下次考试中-纯随机地-可能就会
是另一些学生处于成绩最高和最低的位置。老师因此得出结论：处罚有效，夸奖有害。这当然是一个
谬论

3、《清醒思考的艺术》的笔记-第13页

        你去参加一场音乐会，在十字路口遇见一群人，他们一个个仰望天空。你不假思索，也仰头观看
。为什么？从众心理。音乐会期间，当表演到一个精彩段落时，一个人带头鼓起掌来，于是整个大厅
里顿时掌声雷动，你也会跟着鼓掌。为什么？从众心理。音乐会结束后你去更衣室取你的外套。你看
到前面的人将一枚硬币扔进一只碟子里，虽然更衣室的费用是包含在票价里面的，你会怎么做？你恐
怕也会留一份消费。从众心理（有时被含糊地称为随大溜）是指：只要别人做什么我也跟着做什么，
我的行为就是正确的。换言之，越多的人认为这个想法正确，这个想法就更加正确-这当然是荒谬的。

4、《清醒思考的艺术》的笔记-第23页

        互惠也有可恶的一面：报复。紧接着报复的是反报复，然后你就会掐入一种恶性循环中，耶稣曾
经布道，要求将另一面脸也伸给攻击者，也就是打断恶性循环，但这是很难做到的，因为互惠这一理
念已经在我们脑中顽固地存在一亿多年

5、《清醒思考的艺术》的笔记-第1页

        巴菲特的生活信条是：“请认清你的能力范围，并待在里面。这个范围有多大，并不重要。重要
的是知道这个范围的界线在哪里。”人类的全部不幸就是他们不能安静地待在他们的房间里。如果你
不是答案的一部分，你就是问题的一部分。建议：（1）请你避免很长时间也不会习惯的负面效应，
例如往返交通、噪音、慢性疲累等；（2）请你对物质的东西只期待短期效果，例如汽车、房屋、分
红、中彩票、得金奖等；（3）持续的正面效应主要与你如何利用你的时间有关。你要设法让自己得
到尽可能多的自由时间和自主权。我们应该注意，一个经历里隐藏着多少智慧，我们就只吸取多少—
—不要多；好让我们不像坐过热灶台的猫一样。被烫过的猫永远不会再坐到热灶台上去——这是对的
；但它也永远不会再坐到冷灶台上去了。在群体里容易按照他人的想法生活，在孤独中容易按照自己
的想法生活。但值得记住的只是那些在群体中保持独立的人。——爱默生在我们拥有高超技能的地方
让理性思考成为本能。如果文学艺术不是需要用一生来学习，它就不成其为一种事业；如果文章不需
要改到作者所有的心力都已用尽，写作就不值得追求；如果不是这样的作品，阅读它也就不值得。现
象：每次获得巨大成功的时候，都是我专注于一件事的时候；而且，我专注的点也应随着目标的变化
而变化。

6、《清醒思考的艺术》的笔记-第1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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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打开报纸，看到某位首席执行官因为业绩差不得不辞职。在体育版，你看到你心爱的球队因为
某个运动员或某位教练成了冠军。在报刊编辑部有一条规矩：“每个故事都要有人物”基本特征谬误
是指，系统性地高估人的影响，在解释某些东西时低估情境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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