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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 序 周而复始 // XI
过去已经消逝。未来正迎面而来。
☆
引 言 措手不及 // XVII
我们确实遇“袭”了。袭击者不是古老的信仰、二氧化碳排放、原教旨主义、超级恐怖主义或是严重
的金融危机，而是形形色色的“意外”。
地狱十年 // XVII
世界性的大紊乱 // XIX
我为什么要写这么一本书？ // XXI
意外的五个维度 // XXIII
意外来袭的夜晚 // XXV
☆
第一章 期望是“0”，现实却是“1”：什么是意外？
当现实与理想发生冲突、产生矛盾时，现实本身就成了“意外”。
处处隐藏着意外的一天 // 005
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关注 // 008
罕见事件的力量 // 009
臆想中的“生命线” // 011
生命脱轨之后 // 013
S形的变化轨迹 // 015
不可预知的各个因素 // 017
意外真的很可怕吗？ // 019
☆
第二章 头脑受惊之后：意外如何冲击大脑和心灵？
人们在遇到意外时，其实会产生一种非常过瘾的感觉。意外对大脑的作用就像运动之于人体，它是一
种心灵体操。也许某一天它会被用来作为老年痴呆的预防性治疗，抑或让江郎才尽的作家重新振作。
让人过瘾的惊奇感 // 029
我们为什么憎恨意外？ // 034
人类表面的清醒 // 037
对离奇的狂热追求 // 038
意外开启头脑 // 040
令人激动的未知世界 // 042
意外催生的“惊喜经济” // 043
意外带来的创造力 // 045
意外让人青春永驻 // 047
心灵的体操 // 049
☆
第三章 当公司遭遇急流：公司是选择在意外中繁荣抑或衰败？
麻烦不是由你做了什么不寻常的事情而引发的，麻烦是在循规蹈矩的过程中出现的。
对于公司来说，真正面临的挑战是：迅速地辨认机会、利用机会，让意外成为真正的生意伙伴，而不
是当意外来袭时一心只想着将它拒之门外。
让意外成为生意伙伴 // 055
火花 // 056
突如其来的商机 // 059
神秘的消费者 // 060
偶然的创新奇迹 // 063
被经验冻结的公司模式 // 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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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蔽新思想的可怕系统 // 072
意外带来的契机 // 074
摆脱“精确的诅咒” // 077
足以适应不确定性的文化 // 080
公司不再僵硬 // 087
☆
第四章 番茄酱效应：社会是如何与意外对抗？
一开始毫无征兆，然后是稍有苗头，接着全面爆发，这就是典型的番茄酱效应。比如中国的神奇崛起
、脸谱网和推特网的快速发展、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海啸、冰岛火山灰导致欧洲各国关闭领空
等。
为什么会出现番茄酱效应，为什么到了21世纪它会出现得越来越频繁？
我该做什么？ // 095
什么是番茄酱效应？ // 097
全球化，变化中的变化 // 101
未来是条指数曲线 // 103
达尔文的危险思想 // 107
社会的免疫系统 // 110
困境中的安全气囊 // 115
意外激发的复原力 // 117
关于灾难的倒置法 // 121
☆
第五章 别有用心的预谋：利用意外事件的人
纵观历史，人们总是想方设法，尤其是使用各种统计数据来吹捧或诽谤自己生活的时代。如果说世界
正变得越来越“凶险”，是因为背后有许多因素导致它看上去很“凶险”。
被利用的恐惧心理 // 131
兜售怀疑的商人 // 133
世界真的如此凶险吗？ // 134
预言家们的阴谋 // 140
永不沉没的泰坦尼克 // 143
领导者的错觉 // 146
学习与意外共存 // 148
拒绝阴谋 // 150
☆
结 论 一个光明的未来：适应并享受这个遍布意外的世界
一个完全确定的未来，很有可能让人陷入慢性的绝望之中。惊奇带来的愉悦感和神秘事物的魅力，是
在未来得到欢乐的重要因素。
毫无惊喜的一天 // 159
成长的点金术 // 160
难以捉摸的未知时代 // 162
从恐惧中解放 // 164
☆
后 记 重生 //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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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关于意外，历来在两种书里有所提及。一种是恐怖故事。在那些书里，作者像恃强
凌弱的恶棍一样无情地嘲笑人类是多么无能，即便对手已经倒地，也不肯停下拳头。过去几年里，有
些人就是这么做的。而我，对另一种书更感兴趣。我是研究流行趋势的学者，我的职业是寻找世界上
的各种新鲜事物，并且预测它们的前景。猛然间，“意外”跃入我的视线，因为近来人们频繁地提及
这个词。我认为，现在不是嘲笑别人的时候，而是帮人们认清“意外”的好时机。我笃信预言是一门
艺术，更是一门科学。我希望可知与不可知这两个对立的概念能够和谐共存。后来，我终于悟到，人
类有责任让受困者走出黑暗，享受光明。不管是科学还是文明，这些人类遗产中无不有好奇心的引领
。这就是我写作本书的意图。 本书中研究的“意外”既包括个人遭遇，也包括更广范畴下的种种意外
事件，它们的到来改变了一切。尽管我的同行们夸张地称“意外正越来越多”，但我不想这么说。我
想从心理学的层面来探究意外到底对人、公司、社会意味着什么；当人们遭遇意外的时候心理活动是
怎样的；从中我们能得出什么结论；除了带来不安，意外能否产生正面效果？ 此外，我还要谈一下本
书的风格。大部分有关意外的书都很枯燥，是充满数据和运算的左脑读物。它们多半是出色的学术作
品，但贝尔曲线和方程式往往掩盖了文字背后的人性。相比较而言，本书是一本右脑读物，更多关注
的是意义、情感和实践暗示等。我刻意与那些悲观的学者拉开距离，努力寻找意外积极的一面。看完
本书，读者会发现，意外中确实存在不少积极面。 意外的五个维度 本书内容主要分5个章节，它们各
自阐述有关意外的一系列问题和观点。 意外的定义 当人们使用“意外”二字时，到底想表达什么意
思？就像“现代主义”一样，它目前的定义并不准确。为什么有些事情被人们称为“意料之外”，而
另一些却是“意料之中”？ 个人意外 当意外袭来，人们会如何反应？比如，突然受惊会让人一跃而
起，一句突如其来的妙语会让人大笑不止。 公司意外 各种意外会带来财富的起起落落，让公司管理
者心里没底。公司该如何应对意外？如何应对意外，才能尽可能避免损失？ 社会意外 意外既能巩固
国家政权、机构、信仰，也能颠覆它们。当社会面临不测，人们会作何反应？ 意外的负面影响 人们
历来试图阻止意外的发生。1755年里斯本大地震发生后，萨满教徒开始兜售一种据说能够抵御地震的
长生不老药，启蒙时代由此拉开序幕。如今，宗教狂热分子和吹牛者声称，他们能够预知灾难。本书
中，这一章的目的是揭露谎言。 本书每章的最后是个“游戏”，游戏规则很简单，你只需准备一对骰
子。关键是要在读完本书最后一章时，获得尽可能多的“启发得分”。如同真实世界里一样，机会在
游戏中起了一定作用，但我的用意是通过游戏激励读者去改变每天的刻板生活，让每个人都能更自如
地应对意外的袭击。 虽然我前面提到，社会潮流指引了我，但这依然不能充分解释我为什么要写这样
一本书。21世纪之初，当我把“趋势学家”这个头衔印到自己的名片上时，许多令人鼓舞、令人迷惑
的现象在我脑海中一一闪现。我之所以对“意外”这个话题如此感兴趣，背后还有更深、更隐秘的原
因。那与我的一段个人经历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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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重生2009年7月，我搭乘荷兰航空公司的飞机前往香港。飞机快要降落时，一场可怕的飓风正渐渐逼近
。飞机机身剧烈地来回朝两边倾斜，我死死抓住座椅扶手，咬紧了牙关。我从小就怕坐飞机，尤其害
怕遭遇气流，即使风平浪静时我也总是心有余悸。可这一次的气流格外剧烈，而且情况似乎正变得越
来越糟。机长在飞机广播里告诫乘客们不要离开座位，因为飞机正在穿越一片雷电区。了解情况后我
渐渐平静下来，慢慢从恐惧中摆脱出来：一切都快过去了。突然我感觉到恐惧消失了，心里只有平静
。我当时确认自己活在地球上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这时内心反倒平静下来。我听到外面雷声隆隆，把
机身掀得来回乱摇。我索性闭上眼睛，让身体随着飞机晃动。我这时已经不再恐惧，慢慢放开了先前
紧紧抓着椅子的双手，掌心向上。这时，我有了一种幸福的满足感。那时，我感觉自己好像不是在跟
着飞机遭罪，而是在享受天空冲浪。未来可以无所不往。我不再害怕。我不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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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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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Page 10



《意料之外》

章节试读

1、《意料之外》的笔记-第38页

        如果在外星球给人类做个广告，这句评价真是太恰当不过的了：“他们是循规蹈矩的生物，厌恶
大多数意料之外的事物”。虽然许多人认为自己酷爱冒险，喜欢尝试各种新奇的事物，但在内心深处
人人都有一个内置“过滤器”，它提醒人们不要离经叛道，不要做离谱的事。它就是前扣带脑皮质，
俗称“第六感”。它通常涉及错误、矛盾，当人们看到、听到或者遭遇一些不太对劲，或者不该发生
的事情时，它就会被激发出来。它就像免疫系统一样，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让人在遭遇威胁时保持
一丝清醒理智。假如有人看见雨点冲着天上飞，“第六感”马上就会被激发起来，“这不正常”。然
后，当事者就会擦擦眼睛查证一下，雨点是不是真的在往天上飞。这时就会发现，那只不过是个视觉
假象而已，雨点根本不可能往天上走，只是落在地上的雨点被反弹起来而已。

2、《意料之外》的笔记-别有用心的预谋：利用意外事件的人

        为什么最近10年的灾难性事件特别多？
当今世界摄像机和互联网无处不在，全球范围内任何事件的报道数量只能是有增无减。过去，发生在
偏远地区的地震或者大屠杀也许永远不为人知，可现在他们会在事件发生的当天就成为各大新闻媒体
的头条报道。因此，要解释为什么最近10年的，灾难性事件特别多，“新闻报道”是个关键。当媒体
扫描全球各地的洪水、飓风、军事政变时，与其说记者们在报道，不如说是在“戏剧性”地描述各类
事件。这是媒体吸引读者的一种重要手段，可一旦这些戏剧性描述和怀疑论调的分量超越客观事件本
身，媒体就不在是澄清事实的工具，而成了欺骗手段。

媒体误导大众，他们和巫师一样利用人们对未知事件的恐惧心理。但另一方面，指责媒体恐吓大众就
像责怪食品会令人发胖一样，是没有道理的。媒体只不过是生产了一种满足人们需要的商品而已。巫
师并不是生来就凶险，而是受到了追捧，因为有人生来喜欢他们兜售的东西。

3、《意料之外》的笔记-第66页

        

4、《意料之外》的笔记-第116页

        钱不只是价值载体，还是一种处于凝固状态的自由。人们之所以羡慕富人，是因为后者享有更大
的自由。一般人存钱是为了以备将来的不时之需，至于到底要把钱花在什么地方，谁也说不清。存钱
行为就像安全气囊一样，当人与未知的将来发生强烈碰撞时，钱会发挥缓冲保护作用。因此，人们用
存钱来治疗未来焦虑症。
——我很焦虑。。。

5、《意料之外》的笔记-第79页

        在一个具有团队精神，且工作井井有条的大型公司中，很难产生具有突破性意义的新思想。大企
业一般不愿意把工作重点放在某个人身上，而且为了准确制作下个财政年度的预算，有关业务的任何
细节都要求精确的预期。而精确恰恰是是革新的大敌。对于大公司而言，它们是遭到了“精确的诅咒
”，肯定的业绩增长预期盖过了追求未知事物激情，进而扑灭了创新的星火。

6、《意料之外》的笔记-第79页

        精确恰恰是创新的大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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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意料之外》的笔记-第48页

        对一个经历丰富的人来说，难得有不可预知的事情，未知事物带来的激动感几乎已经消失。⋯现
在许多空巢老人选择做背包客，到越南或秘鲁的马丘比丘去旅行。他们的目的是找回一种新鲜的经历
。虽然这样的旅行无法让时间止步，或者延缓衰老，但它能刷新人的头脑，将意识调整到一个新的方
向。

8、《意料之外》的笔记-第36页

        

9、《意料之外》的笔记-第136页

        当媒体扫描全球各地的洪水、飓风、军事政变事件时，与其说记者们在报道，不如说他们是在“
戏剧性”地描述各类事件。这是媒体吸引读者的一种重要手段，可一旦这些戏剧性描述和怀疑论调的
分量超越客观事件本身，那么媒体就不再是澄清事实的工具，而成了欺骗手段。

10、《意料之外》的笔记-第100页

        

11、《意料之外》的笔记-第14页

        人们倾向于把生活看做一个线性发展的故事，一旦现实打乱了故事的既有进程，便会不知所措，
不知身在何处，不知道该往哪里去。有时，人们甚至会怀疑生活是否还有轨迹可循。生命线，它是一
种自我欺骗——一种对现实的扭曲——，它帮助人们为前途做计划，让生活看上去充满意义。

12、《意料之外》的笔记-第17页

        

13、《意料之外》的笔记-第12页

        无论查找灾难的原因，还是诠释生命的意义，人们都愿意相信简单、具有整体性的表述。谢默把
人的这种倾向称作“模式论”——倾向于从随机的无意义的噪声中寻找有意义的模式。模式论有很多
例证，其中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人们审视自己生活的方式。几乎没人会承认自己生活在随心所欲之中，
而是会想方设法让自己相信——的确有个了不起的计划。人们为未来制定了严密的计划，认为自己的
成功来自于付出的行动。

14、《意料之外》的笔记-第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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