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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念(belief)是一種態度，認為某些事情是某個樣子，或者對於世界的某些

命題是正確的，這種態度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假」的。信念本質上是

指我們信以為真的觀點。信念的形成有多種方式，有時，它來自即時的內心反

應，有時，我們要花費大量時間和精力就某一主題進行思考後才形成信念。此

外，還有一些不確定因素，比如父母的偏好，兄弟姐妹的影響，同事的壓力，

以反教育、社會和文化的影響，都可能左右信念的形成。然而，大多數人持有

只有極少證據支持的信念，例如：你有以下的信念嗎？ 

 

⚫ 世界上真的有鬼 

⚫ 有的偏方(或另類療法)的確能治癒怪病 

⚫ 的確有人具有特異功能(ESP) 

⚫ 瀕死體驗證明了來世是存在的 

⚫ 通靈(或稱占星、算命)人士可以預知未來 

⚫ 有外星人造訪過地球 

⚫ 某些經常出事的地方是因為抓交替 

⚫ 出外旅遊進旅館房間前最好先敲一下門，告知兄弟我要進門了 

⚫ 風水之說也不能說完全是無稽之談 

⚫ 七月鬼門關大開，諸事要小心不可太大意 

⚫ …… 

 

    我們相信某事，往往是因為願意相信，而不是因為有證據。人之所以會形

成許多錯誤的信念，是因為有一種自然傾向，會帶著偏見以錯誤的方式評價證

據。 

 

    不管信念是如何形成的，如果承認某種觀點是正確的，我們持有的信念就

會對我們所作的決定產生重大的影響。例如，如果你相信只要花足夠的時間和

精力去深入研究股市，就能通過選對股在股市上淘到金。媒體上、網路上不是

有很多這類的專家做節目、寫書，口沫橫飛的鼓吹這種論調嗎？然而研究表

明，要靠分析一家公司的財務狀況選股來賺錢是非常困難的。研究表明，就算

在股票名單上隨意丟飛鏢，選出的股票與專家選的，在獲利或虧損上也沒有什

麼顯著差別。當然，你是有可能選到了一支「黑馬」幸運股(不要忘了丟飛鏢也

會)，但是你不可能總是贏家。 

 



    在日常生活中，正確的信念幫助我們活下來，但是一些錯誤的信念會給我

們的健康、安寧帶來嚴重的後果。它們可能導致我們把大量的資源和精力花費

在無謂的事情上，更可怕的是，可能使我們做出對自己的健康甚至生命產生負

面影響的決定。 

 

    錯誤的信念和決定不僅影響個人的日常生活，而且影響社會政策。政府官

員的錯誤決策，導致撥用了大筆納稅人的錢卻對社會福址益處甚微，甚至引起

了更嚴重的問題。例如，上個世紀 90 年代，美國花了大約 100 億美元來去除城

市公共建築中的石棉，結果去除石棉的過程反而比把它留在建築物中危害更

大。 

 

    我們建議讀者都能成為「懷疑主義」思考者，在相信之前一定要保持開放

的頭腦，先了解和評估證據，越是重要和越是離奇，越應該有令人信服的證據

才能相信它。 

 

人類的思維，很容易被以下 6 個陷阱迷惑： 

 

⚫ 喜歡故事勝於事實的數據 

 

人類是社會性動物，知識和歷史就是通過講故事一代一代傳承下

去的，因此對別人的故事特別感興趣，反而忽視了其他更多相關訊

息。例如你想買某款式的新車，也收集了相當多的相關報導和統計數

據，可是在一次聚會中一個朋友告訴你，他最近買了這款新車的不好

親身體驗，於是就決定不買這款車了。朋友的倒霉經驗只是基於一輛

瑕疵車，可是大多數人都傾向於特別關注這類個人經歷。 

 

⚫ 尋求認同 

 

人們有用「認同」決定策略的自然傾向。也就是說，我們更關注

於那些支持現有信念和期望的訊息，更關注支持我們願意相信的那些

訊息，而不關注對立的訊息，這種情況心理學上稱之為「選擇性注

意」。 

 

⚫ 不大重視偶然和巧合在生活中的作用 

 

廣告上大力宣傳某超級「基金」，其收益高於五年來所有基金的平

均收益，還配上一幅該基金經理的照片。這導致人們相信這支基金的

收益與該經理的選股本事直接相關，可是，真的不是出於偶然嗎？有



證據表明，共同基金的長期業績如同拋硬幣，所謂的專家通常都無法

獲得高額回報，反而不該投資最近業績好的基金才是對的，因為「均

數迴歸」，它將來下跌的機會很大。 

 

⚫ 會錯誤地感知我們生活的世界 

 

我們往往以為自己感覺到的就是世界本身，然而，感覺會被欺

騙，我們的感覺很大程度上受預期看到和想要看到的事情影響。看一

場球賽，我們很可能發現對手球隊總是動作粗魯和犯規；連續多起的

外星人綁架報告；有大熊從動物園逃走後接到了許多民眾看到大熊的

報告(其實非真)…，這就是預期創造了感覺，我們看到的是我們想要

看到的。所以，我們對現實的感覺也許是不可靠的，這應該使我們更

加警惕，僅僅是基於個人經歷的事件，尤其又是很離譜的時候。 

 

⚫ 過分簡化 

 

許多事情的相關訊息量太大，人們作決策時只好採取一些簡化策

略，使我們注意不到與決定有關的所有信息，當然有時能得到相當不

錯的決定，可是也有可能忽略了非常重要的訊息，造成嚴重失實的判

斷。 

 

⚫ 記憶有缺陷 

 

許多人，包括那些法庭證人，認為記憶是記錄過去經歷的永久見

證。當然，我們不可能記住所有的事情，但是許多人認為使用催眠之

類的特殊技巧，就可以回憶起以前不記得的事情，尤其是對自己的記

憶有信心時，我們相信記住的是實際發生過的事情。然而，大量研究

證明，記憶是會變的，甚至可以創造出從來沒有發生過事情的新記

憶。記憶是建設性的，目前的信念、預期、環境甚至暗示性的提問都

可能影響我們對過去事件的記憶。 

 

    如果我們發現自己在思考時犯了以上的錯誤，不要氣餒，因為大家都會犯

這些錯誤。在我們的認知結構中它是根深蒂固的，我們甚至不知道它的存在，

因此做出最好決策的第一步是識別思考中的陷阱，看看我們容易在哪些地方出

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