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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由我在《南方都市报》的每日专栏《人性探微》结集而成。
在报纸刊登时，因限于篇幅，每篇只有700字，如今出书，为了使论述更周严，每篇扩增为900字。
　　很多人都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什么是“江湖”？
它其实是“社会”的古典说法。
那为什么会“身不由己”呢？
因为大家认为置身于社会中，就会受到各种人情义理、礼法规范的羁绊，不得不衡量许多前因后果、
利害得失，而让人言不由衷、行不合意，做出自觉不想做或让别人感到讶异的事来。
但这似乎太抬举“江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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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心是个江湖。
江湖非常辽阔，人性也非常多样，有可贵的、可敬的、可怜的、可笑的、可怕的、可恨的人性，等等
等等。
洞悉这些人性，不仅是为了了解别人，更是为了认识自己。
    这是一部兼具知识性、趣味性与实用价值的作品。
作者运用西方心理学实验中的发现，以100多个中国历史故事为案例，对隐藏在故事主人公言行背后的
动机进行层层剖析，让我们看到普遍而真实的人性。
你会发现，很多所谓的人性其实都建立在我们的错觉和幻象之上，这可能是人性最大的特征，也是它
的盲点和弱点。
借用心理学家的独特视角，我们会更加理性地看待人世间的纷纷扰扰，从而挣脱这些“人性枷锁”，
在行走于社会时，不再受它们的束缚与羁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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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溢嘉，1950年出生于台湾台中市，台湾大学医学系毕业。
毕业后即弃医从文，专事写作和文化事业工作，曾在《中国时报》《联合报》《牛顿杂志》《台北评
论》等十余家报刊杂志撰写专栏，著作三十余种，曾获《中国时报》开卷版年度好书、《联合报》读
书入版年度推荐书、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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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光环效应：王衍为什么能误尽天下苍生？
　　西晋时的王衍出身名门望族（琅讶王氏），长得是清明俊秀，风姿安雅，而又善于清谈玄理。
他年轻时去找过竹林七贤之一的山涛，山涛曾感叹：“误天下苍生者，未必非此人也。
”后来王衍官至尚书令（宰相），但面对八王之乱的残局，不仅不思对策，还一味扯淡，搞得国是日
非。
在东海王司马越过世后，大家居然还想共推他当大元帅。
最后石勒灭了西晋，王衍试图为自己脱罪，石勒骂他：“破坏天下，非君而谁！
”　　西晋的灭亡当然不是王衍一个人造成的，但王衍为什么能“误天下苍生”和“破坏天下”？
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现代心理学里所说的“光环效应”。
它意指一个人某种鲜明而突出的特质，会像日月的光辉扩散到四周，成为形成对他整体看法的决定因
素。
从记载可知，王衍最突出的两个特质是容貌俊美和系出名门。
先说容貌俊美的光环效应。
就像希腊女诗人莎孚所说“美的就是好的”，或者像德国诗人席勒所说“肉体美乃是一种内在之美、
心灵之美与道德之美的表征”，社会大众习于将很多优点和荣耀归于美。
实验显示，要受测者根据一个人的照片（迷人程度不一）来推测他（姥）的人格特征及生活质量时，
大家都一面倒地认为外貌迷人者较敏感、和善、聪明、热忱、友好、自信、有能力、稳重、有较体面
的职业、较能成为胜任的配偶、婚姻也较快乐。
换句话说，美貌者不仅被认为有较好的人格特质，令人产生较高的交往兴致，而且在实质利益与个人
快乐中占上风。
　　至于系出名门，实验显示，让受测者观看同一个学童的表现，但赋予他不同的出身背景（上层阶
级或下层阶级），结果多数受测者认为，他若来自上层阶级，那他的学习潜能和实际表现都比来自下
层阶级“好得多”。
这显然就是系出名门所产生的光环效应。
　　王衍当然不是庸碌之辈，但无可讳言，他的容貌俊美和系出名门所产生的光环效应，让当时的人
高估了他的能力，以为他处理政务和带兵打仗的能力同样是“一流”的，结果却令人不忍卒睹。
但认真说起来，王衍之所以能误尽天下苍生，不正是来自天下苍生对他这种人的错误认知吗？
天生倒霉：状元为什么会变成榜眼？
　　在清朝袁枚的《随园诗话》里有段记载，汪度岭在中了状元后要纳妾，有位姑娘以为状元必定貌
若潘安，欣然答应。
谁知进了洞房却发现，这位汪状元不仅年已四十，而且“面麻身长，腰腹十围”，大失所望的她，后
来竞因此抑郁而死。
其实，汪度岭能当状元还算幸运，明朝的王艮和张和，已被主考官根据文章评定为状元，但因为“其
貌不扬”，皇帝不喜欢，而被硬生生拉下来，成为榜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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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看到人心深处：120个有趣故事告诉你真实人性》洞悉人生，你就能看着潜藏在人们行为背后的
动机，预知你的言行带来的反应与后果，在人际的迷宫中自由穿行。
　　人心是个江湖，江湖有很多规矩。
　　要特别注意关于你的坊问说法和江湖传言，因为江湖传言你如何如何，那就是你给别人的先验印
象，也就是你的社会形象，不管它们是真是假，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
　　一个自觉漂亮而不聪明的人，喜欢别人赞美他漂亮，但并不见得喜欢别人赞美他聪明。
合适而明智的赞美并非要将没有说成有，或将一分夸大成十分，而是将五分说成八分或九分即可。
因为每个人都有自知之明。
过分夸大的赞美不仅无效，而且会让对方怀疑你是在讽刺。
　　假话不太容易让人相信，但掺了真话的假话不仅容易让入相信，甚至比都是真话更让人相信。
也许你不想用这种方法去蒙骗他人，但你总该知道别人会如何利用你的人性弱点，虚实相乱，先真后
假，让你做出错误的判断。
　　不管一个人多权威，在他母亲或情人面前可能就会完全失去权威性；权威只是一种关系，一个符
号，它是可以调整改变的。
在权威面前，我们也许不得不低头，但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把头低得太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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