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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顆蛋、兩顆蛋、三顆蛋、四顆蛋，接下來會是什麼？看著書的封面，不禁讓人產生對封底的想

像。但是再仔細看一次書名，不要太快下結論會是比較「安全」的答案。《思考的藝術——52個

非受迫性思考錯誤》希望能引導讀者，藉著辨認出思考謬誤，重新檢視自己的邏輯思考模式。

《思考的藝術》封面設計相當值得玩味。

（圖片來源／誠品網路書店）

思考的形式思考的形式

這本書的書封是由鄭宇斌設計，封面和封底畫面的巧妙關聯，完全不浪費設計者可發揮的創意空

間。他利用書裡談到的其中一種思考盲點：「連結謬誤」，成功讓看見封面的人都「錯誤地聯想

」。作者魯爾夫．杜伯里（Rolf Dobelli）目前已有七本著作，包括小說和非文學類的作品。這

本《思考的藝術》，在德國登上暢銷書冠軍寶座，隨後又被翻譯成十三種不同的語言，堪稱是他

至今最成功的一本著作。

本文共分為52篇，每一篇包含了一張插圖和一種思考錯誤。插圖繪者碧吉特‧蘭（Birgit Lang

）是以作者杜伯里在書中舉的例子、故事來創作，明顯或隱晦地傳達該篇所想要傳達的意涵。插

圖的風格寫實，又帶點嘲諷意味，和書中文字的感覺相當符合。雖然只看數字時，會覺得這本書

一定非常厚重，但事實卻不然。除了每節開頭的一頁插圖之外，作者只用三頁簡短的篇幅，幾個

例子來講解他想要說明的概念。

書中的特色除了有趣的插圖以外，每篇文章的一開始，會有一句話點出杜伯里想要探討的主題。

有些主題句很直白，但有些實在讓人摸不著頭緒，只得繼續看下去。而若是認為自己閱讀的時間

不夠細讀這本書，文章的最後幾句話就是該篇的總結，能夠讓光看舉例還不是很了解的讀者，再

以結尾的幾句話來釐清作者想表達的想法。另外，如果是作者想要特別強調的句子，會用粗體字

呈現，讓讀者更容易注意到它們。整本書給人的感覺是很實際的，不管是寫作風格、所舉的案例

或是書的頁數，都讓閱讀的人能夠清楚、集中地接收到作者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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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

● 那些年　爸爸與芭樂的回憶那些年　爸爸與芭樂的回憶

　　

● 關余膚色　我想說的事關余膚色　我想說的事

總編輯的話總編輯的話  ╱╱  郭穎慈郭穎慈

本期共有十九篇稿

件。頭題〈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

忠實刻劃一位科技新

貴勇敢出走，開設一間攝影風格咖

啡廳的歷程和堅持。

本期頭題王本期頭題王  ╱╱  洪詩宸洪詩宸

嗨，我是詩宸。 雖
然個子很小，但是很

好動，常常靜不下

來。 興趣是看各式
各樣的小說，和拿著相機四處拍，

四處旅行。 喜歡用相機紀錄下感
動，或值得紀念的人事物。 覺得
不論是風景還是人物，每個快門

的...

本期疾速王本期疾速王  ╱╱  吳建勳吳建勳

大家好，我是吳建

勳，淡水人，喜歡看

電影、聽音樂跟拍

照，嚮往無憂無慮的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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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泳將身材的錯覺〉一篇的插圖，健壯身材是種錯誤的想像。（圖片來源／博客來書籍館）

杜伯里在這本書中提到的許多思考謬誤常常是貼近生活的。例如〈泳將身材的錯覺〉這篇，主題

句是「哈佛究竟是一所好大學，還是一所爛大學？我們其實並不清楚。」文中先是寫了一個希望

自己能甩掉滿身贅肉的男人。他每天努力運動希望能鍛鍊出像游泳健將般的身材，但有一天才恍

然大悟，那些游泳健將之所以成為游泳健將，是因為他們原本就有好的身材，所以才能進入游泳

隊鍛鍊，然後在國際賽事上成名。這就是「泳將身材的錯覺」。

作者又寫了女模特兒的例子，他解釋，人們以為在螢光幕上的那些人能夠成功是因為他們經過了

一番努力才變成現在的樣貌。但事實上，這是倒果為因的想法，那些人就是因為本身身材好才能

獲得演出機會，站在舞台上發光。也因此作者才會寫下「我們並不清楚哈佛到底是不是好大學」

這樣令人疑惑的句子。也許有些明星學校只是先設了一些高分標準來聚攏那些成績好的學生，但

是教學品質不一定如外界所想像的好。當然，這樣的想法並非針對明星學校而言，重點是學校的

教學品質。

而〈司機的知識〉這一篇則提到一個許多人耳熟能詳的故事。諾貝爾物理獎一九一八年的得主普

朗克獲獎以後，展開了全德國的巡迴演講。因為不管他走到哪裡，講的都是同一套演說內容，甚

至連接送他的司機都能背誦。於是司機某一天突發奇想，向普朗克提出兩人交換的建議，而普朗

克也欣然答應。沒想到這次在演說中間，竟有一個人舉手發問，假扮成普朗克的司機一點都不慌

張，反而從容地說「這個問題請我的司機來回答就可以了」。

事實上，很難判斷〈司機的知識〉圖中的司機是真的或假的。（圖片來源／PChome 24h書店）

這原本是一個大家熟悉的笑話，但是杜伯里利用這個故事來幫助讀者分辨出一些「司機」記者或

「司機」名嘴，也許還能拿來檢視自己。他指出，那些行為舉止表現得好像他們確實知道的人，

事實上卻虛有其表。他認為有真才實學的人，是真正明瞭「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這個道理

的人，而且如此坦白並不會帶來羞愧。作者值得佩服之處在於，能夠用一些生活中的小故事出發

，讓讀者明白他所想表達的思考偏誤。

思考的大眾思考的大眾

這本書適合剛開始接觸哲學思考或大眾心理學的人。書中舉出的例子淺顯易懂，而且日常生活中

也很可能碰到相同的事情，再搭配作者每篇清晰的結尾，相信不用費太多心便能理解。作者所舉

的52個思考錯誤能幫助這類讀者，對於哲學思考有較全面的認識，就算是只抓出其中幾種也能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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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野餐趣　草地微旅行親子野餐趣　草地微旅行

二○一四年十二月六日，由一群七年級生組成
的團隊發起的親子野餐會，在臺北大安森林公
園登場。

重機街頭文化　磅礡展出重機街頭文化　磅礡展出

由雜誌社所主辦的重型機車展「Ride Free
5」，在五股工商展覽館盛大展開，呈現具有
速度和藝術感的騎士文化。

人受益匪淺。讀者也能夠利用本書來訓練自己如何用哲學瞭解事情，或是能在看完本書以後選擇

接下來的閱讀方向，繼續深入了解。

這本書也適合給對於人生已經有定見，但願意了解更多其他思考方式的人。作者的觀點強烈，對

人生中遇到的許多事情，都有一套完整的思考方式。也許看完本書以後，讀者能夠對自己所經歷

的，有新一層的體悟或是認識他人可能的想法。《思考的藝術》也推薦給傳播媒體工作者，包括

廣告創意發想、公關等。此書把廣告中所運用的心理學做了分析，當想不出可以用什麼廣告技巧

時，可從作者的拆解中想出新的運用方式，不過前提是觀眾們都沒有看過這本書。所以要是希望

自己別再亂買東西，也許這本書能夠變成一種阻止自己的助力。

如果期待這本書有更深入的，對於人性或是哲學上的思考，那麼請不要看這本書。這本書裡提到

的例子可能已經太過熟悉，會讓人覺得老生常談。尤其當讀者已經是個常常訓練自己批判性思考

能力的人時，這本書就太淺白了。如果自認人生已經相當接近完美，不想被挑戰，也請不要看這

本書。如果已經看了的話，根據「沉沒成本謬誤」似乎該是放下書本的時候了。什麼？「我已經

看了這本書這麼多頁了……」那麼，就讀完吧！作者明白對付思考錯誤相當勞心費力，因此在結

語時他留下了一個提醒，「有時候寧可交給直覺決定，免得為了追求清晰的思考而造成浪費。」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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