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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在的蜥蜴

“这个世界上影响别人的唯一方式是与别
人谈论他们想要的东西，并告诉他们如何得到
它。”戴尔·卡耐基对如何“如何获得友谊及影
响他人”了然于心。

但科学家们直到最近才弄明白他的方法何
以有效，又是如何运作的。

我们习惯认为，说服，就是改变别人的愿
望。但我们内在的蜥蜴对改变自己的愿望可没
什么兴趣。成功的说服者们也不会尝试去改变
别人的愿望。他们向内在的蜥蜴展示了一个更
有效的方法。他们教它去实现已有的愿望。我
们内在的蜥蜴追逐自己的愿望。如果能向它指
明实现这一愿望的路径，你就能说服它。我们
应该努力将我们所建议的选项或行为与实现说
服目标的愿望，帮他们获得的奖赏联系起来。
我们设置的奖赏一定得是我们的说服目标已经
在盘算的东西。因此，我们需要分析一下说服
目标的愿望与我们建议的行为所能带来的后果
之间有多少重合度。

在选择汽车时，男性寻求的是更多刺激。
而女性，尤其是妈妈们，更看重安全性。因
此，男性对沃尔沃汽车的兴趣就不如女性那么
大。向男性客户销售沃尔沃汽车不能靠改变他
们的态度。我们不能让男士们相信他们自己需
要的是安全而不是刺激。

青少年们想获得独立及不受大人管束的自
由。而学校给他们的东西与他们所渴望的东西
刚好相反。难怪青少年们都想着辍学。把青少
年留在学校的方法不是改变他们的愿望，而是
告诉他们有更好的方式达成他们的愿望。这个
更好的方式就是毕业。毕业是获得他们所渴望
的独立自由的最佳方式。任何对他们毕业不利

的事儿都会让他们在父母手底下再生活好长一
段时间。

说到青少年，我自己家就有一群半大小
子。他们住着大卧室，冬天有电暖壁板，夏天
有窗式空调。因此电表走得有点快。这让我们
两口子不太高兴。因为这样一来，冬天温度稍
低一点，或夏天温度稍高一点，他们就会受不
了。我们跟他们讲过节约能源，保护环境的问
题，但对这些想改变他们愿望的劝导，他们往
往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

于是我们决定向他们表明，如果他们能给
我们想要的东西，那么他们就能得到自己想要
的东西。电力公司给我们的电费详单上记录了
每月的耗电量和每度电的电价。我很容易就能
算出来如果我们的耗电量和去年持平的话，能
省下来多少电费。我们告诉孩子们，如果他们
用电能省着点的话，那么省下来的电费归他们
自己。他们的零用钱从来就不多，因此这对他
们来说也是个不小的数目。我们希望的是减少
用电量，要是他们能帮我们做到这一点，那么
他们也能得到自己希望的零花钱。我们并没有
改变他们想把暖气和空调开得很足的愿望，我
们只是告诉他们如何通过省电来得到更多零花
钱。这令他们的行为大为改观。从那之后，房
间里冬天多了一丝凉意，夏天多了一点热度。
而孩子们依然欢天喜地。

消费者选择试验

蒂娜·格美特博士是（宾夕法尼亚大学）沃
顿商学院风险管理与决策过程研究中心的博士
后研究员。她致力于研究环境因素与决策者的
价值观对决策的影响。她与她的同事们在《国
家科学与学术学报》发表的一篇报告也说明了

实现而非改变愿望的重要性。在格美特为该研
究而开展的一项实验中，消费者被要求作出一
个选择。他们要么选择更贵的节能荧光灯，要
么选择便宜但不节能的传统灯泡。在传统灯泡
没有贴任何环保标识的情况下，保守派人士与
自由派人士选择更贵的节能灯的几率相等。但
增加了“保护环境”的标识之后，保守派人士
选择节能灯的几率出现下降。但这一标识对自
由派人士没有影响。这一结果让专家门感到困
惑。为什么单单增加一个标识就会降低节能灯
对保守派人士的吸引力？为什么增加环保标识
并不能增加节能灯对自由派人士的吸引力？尽
管令人困惑，但这一结果与N.H.安德森就人们
如何形成评价所作的研究相符。诺曼·H·安德
森是圣迭戈加州大学的终身荣誉教授。他花了
很多时间研究人们如何综合自己获知的信息来
形成正面或负面评价。他因为对信息综合理论
的发展而广受赞誉。安德森教授发现，当人们
综合已有信息作出判断的时候，他们不做加
法，而是求平均数。

节能对所有消费者而言都是一个良好的奖
赏。如果把奖赏程度从1到10打分的话，它也许
可以得8分。因此当节能是唯一奖赏的时候，所
有消费者选择节能灯的几率是相等的。

但对保守派人士来说，保护环境并非一个
可信的奖赏，在奖赏程度上也许只占2分。人们
在形成判断时不做加法，而是求平均数。8加2
的平均数是5。因此增加了环保标识之后，保守
派人士选择节能灯的几率便开始降低。而事实
也正是如此。

保护环境对自由派人士而言是个可信的奖
赏，假设在奖赏程度上占8分。但人们在作判断
时不做加法，而是求平均数。8加8的平均数还
是8。因此即使增加了环保标识，自由派人士选
择节能灯的几率也不会更高。事实也正是如

此。
每个人都会被节能的奖赏所打动。有些人

相信节能有助于保护环境，这也是他们选择节
能灯的理由。我们可以尝试去改变保守派人士
的态度，让他们为环保而选择节能灯。但这种
尝试很可能只会浪费时间。如果想让大家都选
择节能灯，节能才是说服他们的正确方式。

小恩小惠不管用

在实现而非改变他人愿望的重要性上，格
美特等人的实验提供了一个关键例证。

无论你的谈话对象是一位朋友，一个委员
会，一个家长会还是某类社会群体，请谈他们
想要的东西，只谈他们想要的东西，并告诉他
们该如何获得它。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我们同别人谈论他们
现有的愿望。但人们有很多愿望。我们该如何
从他们所有的愿望中选择一个予以奖赏呢？

我们最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从小处着想。
“不要许以小恩小惠。”小小的恩惠无法

令人热血沸腾。
从你建议的行为中，人们最希望得到的是

什么?是省下10美分，还是被当成一个更聪明的
人？是想从一袋苹果中获得比一袋薯条更多的
营养，还是想拥有更健康的子女？是想保持地
板清洁，还是让朋友们羡慕不已？

有些愿望是所有人类共有的。针对大多数
人都想要的东西作出许诺。被人类普遍追求的
东西更有力量。如果一项奖赏只针对少数群
体，那么即便对这一少数群体而言，它往往也
没什么吸引力。

老年人士常常搞不懂如何使用新式手机。
为了吸引老年人士，你可以对他们承诺说你提

供的手机简单而易用。但更好的承诺则是，你
的手机不仅简单易用，还能让他们像大家一样
去沟通和影响世界。这种掌控感就是给他们的
奖赏。而你推荐的手机简单易用，能为他们体
验这种掌控感提供更好的机会。简单易用不应
成为奖赏，而应该是广告人员所说的“支持
点”。

支持点就是让你的奖赏看起来更为可信的
东西。支持点就人们在实现愿望时，选择你所
建议的路径的理由。

被多数人所追求的东西往往更具吸引力。
不要被目标人群在愿望上的细微差异分散注意
力。不同人所期待的奖赏并不一致，但他们愿
望的相似性总大于差异性。

市场人员很喜欢作市场细分研究。细分研
究将人群分为不同的小组，每组人对品牌的期
待都略有不同。遗憾的是，细分研究夸大了人
们在愿望上的差异，忽略了他们愿望的共同
性。结果，市场人员往往会只见树木，不见森
林。

《蜥蜴脑法则》
吉姆·柯明斯 著
九州出版社

■ 速读

原来是蜥蜴脑左右了人们的决定
□ 张辛新 整理

蜥蜴脑只比理性脑快0 . 03秒,却能
左右人的大多数决定!“只要学会跟对
方的蜥蜴脑对话,你就能轻松说服任何
人!”这是27年实战经验与神经科学研
究成果并被反复验证的 7种说服技
巧。

周末手捧季羡林先生的《坐拥书城意未
足》，慢慢品读那些关于读书、写作和治学的
文章，颇有宁心、静心的功效。本书除收录季
老撰写的一些序、跋、书评等文章外，更多的
是一些小巧精悍，生动、易读的随笔札记。虽
多是隽永小文，但连在一起颇成气象，老先生
一生认真读书的态度跃然纸上。

季老在学术界有根源，国内尊崇他的老师
陈寅恪，国外尊崇老师的老师海因里希·吕德
斯，两位大师的共同特点是，读书能读到他人
看不到的问题，“从极平常的一点切入，分析
细致入微，如剥春笋，层层剥落，越剥越接近
问题的核心，最后画龙点睛，一笔点出关键，
匪夷所思，又石破天惊”。

季老盛赞国内外两位大师的考据功夫，并
非只在笔头说说，而是在自己大半生的实践
中，一以贯之的身体力行，在梵文、佛学、吐
火罗文研究方面，成果颇丰，其由佛字音译推
导提出佛教如何传入中国，都是其在考据上下
苦功夫的体现。

季老除了继承太老师、老师对考据的认真
传统之外，也将这一认真做学问的态度，扩展到
了文章态度上。他主张“没有新意，不要写文章”，
这种新意除了如牛顿式的昼思夜想而后灵感突
现，以及时代时局变换生活所赐外，更多的还要
在“杂志缝”里找，即多读读别人发表的文章，从
观点中激发观点，从见识中引申见识，举一反三，
而后形成学术生生不息的循环进步。

即使是写散文，季老也不赞同那种不构思
不推敲信笔由缰式的写法，散文绝非越散越
好，随笔也并非随便而写，在写作内容上他认
为当以“真情”为主，真即真实，谢绝假大
空，情即抒情，避免平铺直叙。比如《史记》
中的许多《列传》，在叙事之间洋溢着悲愤之
情，苏东坡的《范增论》文采斐然，情感蕴含
于字里行间，五四以后的“鲁讯沉郁雄浑、冰
心灵秀玲珑、朱自清淳朴淡泊、沈从文轻灵美
妙”，他们的散文既不“散”、也不“随”，
相反在结构以及遣词用句方面都是颇费思量。

在书中的很多文章中，季老都反复强调文

章要“惨淡经营”，就连享誉世界的《蒙田随
笔》，在他眼中也是思想深刻而艺术性不足，
并将蒙田归入到哲学家、思想家之列，而非散
文家。这是季老的一家之谈，读者自可见仁见
智，但那份认真、严谨的文章态度，却值得尊
重。

世界上经典优秀散文，多是作家煞费苦心
之作，虽然读起来如行云流水，自然天成，但
实际上每篇作品背后，都蕴藏着文者的一片匠
心。回忆起年初读季老《风在树林里走：诗境
自然》中的文章，他笔下的一山一石一寺，都
如同花草树木一般，是从大地上长出来，从泥
土里生出来，即使是灵性飘逸也不失与大地千
丝万缕的联系。他笔下翻转的何止是自然风
景，分明是自己的天真意趣，半生情怀。

坐拥书城意味足，慢慢品味老先生的诗人
灵性、赤子情怀，受益良多。

《坐拥书城意未足》
季羡林 著
鹭江出版社

有关珍珠港之战，相关著作汗牛充栋，作者
大抵为参战军人，能整体、有力地把握战争局
势，但是因为所持立场不同，不足以全面反映战
争的真实性。

珍珠港的硝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弥漫太平
洋地区，这一战长达三年零八个月，波及三十六
国，十五亿人。相关著作汗牛充栋。作为日本战
史研究的权威，儿岛襄花耗七年光阴寻访日军决
策的亲历者，并深入旧战场，力图站在中间立
场，从政策到战略制定乃至战斗的具体实施，来
分析战争的胜败得失。

本书第一章记录日本如何谋划和看待太平洋
战争，并深层次阐述战争的背景。第二至七章讲
日本利用“先发制人”和“以己优势攻敌劣势”
的战略，所向披靡，先后鲸吞香港、马来西亚、
菲律宾、关岛、新加坡、缅甸、印度尼西亚等
地，取得了二战前期的军事优势。第八至十章透
析太平洋战争的一干转折点，从山本五十六之死，
到战舰“大和”和“武藏”的沉没，日军的指挥系统
渐趋崩溃。其实，中途岛大海战是一个最具实质性
的转折点，日本在这一役中就已经失去了制海权
和制空权。根据当时的国情，日本不敢打持久战，
便孤注一掷发起瓜岛战役，但是由于总部的一个
差池，完全打破了获取增援的希望，让瓜岛成为了
日军永远的“地狱之岛”。末四章介绍日本的局势
不断恶化，从英帕尔战役的惨败，到塞班岛的失
守，再到菲律宾的决战，使日本彻底陷入到“进
也亡，退也亡”的窘境，直至投降。

太平洋战争的胜利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的结束。然而，这场战争对亚洲和太平洋周边国
家的影响是深远的，不仅导致了欧洲轴心国集团
的灭亡，美国使用原子弹，反殖民浪潮等重大事
件，还影响到中日两国的政治发展，更形成了以美
苏为代表的两大不同阶级阵营的长达半个世纪的
冷战。

英国学者福特和日本作家山冈庄八都曾写过
同名书，且轰动一时，但是论气势的磅礴和内容
的细致都逊本书，全景式地展示太平洋战争的历
史细节是本书的两大亮点之一。其次，儿岛襄选
择以战败国的角度，并以一个学者的风度和严谨
来反思前人的战争行为，详解日本“必败之
战”，亦赤诚可嘉。

《太平洋战争》
【日】儿岛襄 著
东方出版社

冈田武彦的经典作品《王阳明与明末儒
学》是阳明学的扛鼎之作。该书上承朱子，阐
明阳明学对朱熹理学的批判吸收；下接心学各
流派分支，辨析其异同，兼及讨论其他儒家学
派的思想，以及儒家与佛教、道教思想的微妙
交错。成稿于20世纪50年代，此次重版是在2000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吴光译本的基础之上，再经
由冈田先生的高足、国内阳明学研究大家钱明
校译，深得原著精髓。

冈田从“明代精神文化的嬗变”入手。历
史是绵延变化的，要理解明代的变化与思想，
要先理解宋代的精神文化。比较宋明两代精神
文化的差异，冈田强调，“两代文化的承载者
的阶层不同”。宋代的精神文化是适应官僚知
识阶级的情趣的，而明代的精神文化则是适应
平民阶级的情趣的。故此，宋代的精神文化是
理性的，充满精深严肃的风气，坚持纯粹性和

客观性，这是以朱熹为代表的宋代理学的生长
背景；然而有明一代的世俗化倾向与宋代思想
背离，明人渴求在自然性情中追求充满生机的
生命，更关注个体的地位和内在体验，这就是
王阳明所倡导的心学兴起的背景。

王阳明是心学的集大成者，但这个理论的
奠基人是陆九渊，且经过明代学者陈献章的发
挥。冈田将其上溯到孟子，使得学术体系的形
成过程更加完善，他还重点剖析了“朱陆同异
论”。“朱陆之争”看起来是由“为学之方”
即修养方法上的分歧引起的，但实际上却涉及
对“穷理尽性”这一理学主题的不同理解。朱
熹认为天下之物莫不有理，因而须“格物”以
“穷理”；陆九渊则认为朱熹是将心与理分割
开来，他提出：“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
宙。”主张“心即理”，故毋须在“心”外去
“格物”以“致知”，只要直指本心，就可穷

理尽性。
王阳明的心学体系由三个依次提出相互联

系的命题构成，即“心即理”、“知行合一”
与“致良知”。如果说前两者是其体系的思想
基础和立言宗旨，那么“致良知”就是贯穿其
全部学说的中心观念。这也是冯友兰的观点。
冯先生在《中国哲学简史》中记载了王阳明捉
贼放贼的一则笔记，其用意就是说明心学对禅
宗顿悟法的吸收，王阳明认为，人人都可成
圣，他需要做的就是将自己的良知付诸实践。
这个观点对后世影响很大，曾国藩、蒋介石等
都以此立身并训导下属，教育家陶行知将德育
放在教育的首位。

而从冈田本人来说，他原本学习西方哲
学，因为对西哲的空谈感到厌倦方才转向阳明
学，他所代表的日本九州学派正是以践行闻
名、倡导哲学走入现实的流派。

现成派强调“当下现成”，视工夫为主体
之障碍而加以抛弃，并直接把吾心的自然流行
当做本体与性命，这一派后来因过于任情纵性
而引致明末之颓废而饱受诟病；归寂派倾向于
理学初期周敦颐的“主静”和“主寂”说，是
受到佛教禅宗思想影响最深的一派；修证派强
调要善于体认“本体即工夫，工夫即本体”的
精神实质，在哲学思想上有接近宋代理学的倾
向，因而不适合时代发展而式微。三派学说相
互“打擂台”，促进了学派的革新和创见，但
内讧也消耗了阳明学的发展动力。而从阳明学
整体流脉来看，它的产生也是对程朱理学的瓦
解。历史向来就是在这样的瓦解与重构之中默
然前行。

《王阳明与明末儒学》
【日】冈田武彦 著
重庆出版集团

作为长期躬耕于林语堂研究领域的跋涉
者，王兆胜在《闲话林语堂》书中一改其严肃
学究文风，替之以促膝闲谈方式，带领读者
“轻松”地走近林语堂，一个活生生的林语堂
恍若眼前。

“幽默”一词的翻译与引入，并得到大力推
广的源头正是林语堂。林语堂并非天生的乐观
派，在某些世俗的看法上，他可能比一般人更悲
观。比如他认为人难逃一死，总是以死亡的悲剧
方式离开这个世界，如果深陷悲剧不能自拔，那
么原本只属于漫漫人生中极小一环的死亡，将可
能为短暂的人生蒙上灰暗的色调。于是他认为，

“宇宙是无知，人生是笑话，是无意义的。但是要
靠你自己的选择，‘造出’人生的意义”。

如果说幽默只是林语堂的生活情趣“作
料”，那么作为幽默根基的生活，理当为林语
堂所“器重”。生活中的林语堂算得上“精
致”，比如他就曾自己动手设计在台湾的居
所，对美食也极为热爱。他平时还喜欢抽烟，
喝茶，并把这些当成了生活乐趣不可或缺的一

部分。
林语堂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人生的爱好

者：陶渊明》，文中对陶渊明的野外桃源式生
活推崇备至。许多人对陶渊明的了解，离不开
《桃花源记》。林语堂对野外桃源生活方式的
赞美与羡慕，自然是对所处时代不满的投射，
毕竟那个时代战火连绵，民不聊生。虽然他极
力倡导开发个人的生活乐趣，但他不可能无视
整个社会的普遍现实，毕竟并不是每个人都能
像他这样悠闲地追求生活乐趣。或者说，只有
在温饱问题不再是头等大事时，人们才有选择
更多生活方式的可能。

在王兆胜看来，林语堂对陶渊明的羡慕之
情，“不仅不是避世，而且是更为热爱人生的
表示。陶渊明是一个和谐者，而不是一个叛逆
者”。言外之意，林语堂虽羡慕陶渊明，但他
没有选择逃避现实，他的最大特点在于，能够
立足当下，并积极改造现实。想想也不难理
解，一个人如果不能够坦然面对现实，总是怨
天尤人，无法在现实中发现生活的亮点，再蔚

蓝的天空也会被心灵的雾霾所笼罩。
对传统文化愈是坚守，往往意味对非传统

文化愈可能大加排斥。“以闲适为格调”的林
语堂对快节奏的美式生活同样不感冒。在林语
堂看来，“讲求效率、讲求准时，希望事业成
功，似乎是美国的三大恶习”。有趣的是，当
年他把《生活的艺术》推向美国读者，并引起
强烈反响。而“罗斯福新政”在社会福利方面
的改革，恰像是对林语堂备加指责的严苛分工
的一次制度性松绑，这无异于对林语堂闲适生
活理念的巧合呼应。

林语堂虽热衷传统文化，但未因传统文化
而固步自封。他幻想“把两千年前的老子与美
国的福特氏（汽车大王）拉在一个房间之内，
而让他们畅谈心曲——— 共同讨论货币的价值和
人生的价值”。看似调侃，这何不是林语堂诗
意人生理念的一次不经意流露呢！

《闲话林语堂》
王兆胜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日本学者如何探析阳明学的流变
□ 林颐

必败之战的反思
□ 阿迟邦崖

坐拥书城意未足
□ 胡艳丽

在悲剧的底色中寻找诗意的人生
□ 禾刀

■ 新书导读

《叶甫盖尼·奥涅金》
[俄] 亚历山大·普希金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此次推出的是冯春全新修订版译本，采
用原书著名的“奥涅金体”的韵律格式翻
译，可谓原汁原味，从而也有别于其他译
本。以小精装的形式呈现。内容厚重，装帧
典雅，值得收藏。

《阿尔法的迷宫》
王稼骏 著
新星出版社

阿尔法的世界，一个由超级计算机里的
复杂程序构成的虚拟空间，将它和人类的大
脑相连，所有的人、事物乃至思想，看起
来、听起来、感觉起来都和现实世界一模一
样，而在这个空间里所发生的事，会反映出
大脑中储存的记忆和潜意识。一种全新的刑
侦手段由此诞生，通过阿尔法的世界连接犯
罪嫌疑人和警察的大脑，便可获知隐藏的犯
罪事实。

《城市恢弘而寂静》
英国Cereal编辑部

新生活出版社

《谷物》系列之四。建筑设计、咖啡文
化、辉煌历史以及人文遗迹……这一次，远
方的城市向你敞开它闪闪发光的内里，带你
触摸它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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