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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自然而然地傾向於認同各種事情。也就是說，我們有選擇地聽取支持

現有信念和期望的訊息。研究顯示，在觀看總統選舉辯論時，我們會更注意與

自己政治觀點相一致的訊息。在面對互相矛盾的證據時，如果過於堅持現有的

信念，可能會導致災難性的後果。二戰時，美國太平洋艦隊指揮官金梅爾上

將，一直收到關於日本可能挑起戰爭的相關警訊，直到日本真的偷襲了珍珠

港，導致美國的太平洋艦隊完全被摧毀，承受了巨大的損失。美國小布希總統

基於可疑的情報，發動了對伊拉克的戰爭，儘管聯合國檢察官也沒有發現任何

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證據。在伊拉克戰爭結束後，我們發現大多數支持戰爭的

證據都是錯誤的，因此，許多專家現在都認為布希和錢尼是在「挑選」證據，

忽視聯合國檢察官在戰爭發生前沒有發現任何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證據，以及

一些情報人員和政策顧問認為伊拉克在近期內不會對美國造成威脅，因為他們

都希望消滅海珊。這是錯誤的認同，可能導致非常可怕結果最好的例子。 

 

    巫師總是會用各種毫無意義的藉口來合理化自己。例如，如果有人問他既

然有能力預測股市，為什麼沒有變得非常富有？他的說法是：「當一個人知道自

己可以預測股票市場，他的生活態度就會變得平和，沒有多少對金錢的慾

求。」你能接受嗎？同樣的，賭徒也喜歡將賭贏時歸因於自己發揮了技巧，賭

輸時則編造藉口找出一大堆原因：例如發牌的人換了、新人的加入破壞了流

程、賭台上有人盲目的叫牌……等等，超出他控制範圍的外力！甚至於將其輸

錢評估為「接近於贏」，要不是最後出了意外，他就會贏。 

 

    這種自欺欺人的現象其實是很普遍的，許多人都相信，成功是由於自己所

做的事，失敗則是因為外部的偶然事件。比賽輸了，是因為裁判不公、考得不

好是因為測驗不公平或題目出得不好、投稿未獲通過是因為審查委員太主觀有

偏見。維持自身信念的願望，通常會讓人從一開始就迴避揭開矛盾的證據。自

身原有的信念變成一種過濾機制，通過迴避與信念矛盾的數據，很可能就接觸

了更多支持自身觀點的證據，於是信念就更為增強。使我們認為：自己始終都

是正確的。 

 

心得： 

在今天的環境下，人們能夠充分自主的篩選媒體、訊息、書籍，於是在台



灣藍綠對立的政治氛圍下，支持藍的民眾只看藍的節目和報導，支持綠的民眾

只看綠的節目和報導，於是藍者愈藍、綠者愈綠，大家都躲在自己的同溫層中

自我淘醉。於是，社會的分化日益嚴重，雙方都戴上了有色眼鏡，很難相互溝

通。美國的民主黨與共和黨情況也是一樣，社會分裂得相當嚴重，2024 年美國

的總統大選，我們倒是可以好好觀察一下，這個號稱民主模範生的美國，選前

和選後能夠平安過渡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