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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在人生的道路上，不知要经历多少的坎坷。每一次的成功，也许

都要经历唐僧取经般的九九八十一难。如果我们的生命真有无限长的

话，即使把所有的路都走一遍都无所谓，但事实是生命有限，人生苦

短，人生真正能够做事的时间不过是短短的几十年。 

鉴于此，我们编著了这套《不可不知丛书》，作为读者朋友面对

现实生活的一面旗帜，来感召和激励人生，共同朝着美好的未来前进。 

《不可不知的文化常识》——文化精粹，集知识性、趣味性于一

体„„ 

《不可不知的地理常识》——快速预览地理，丰富知识，开拓视

野„„ 

《不可不知的心理常识》——成就心灵坐标，改变命运的行动指

南„„ 

《不可不知的历史常识》——文字短小精悍，娓娓道出历史的脉

络„„ 

《不可不知的生活常识》——繁杂生活问题，帮你轻松解决„„ 

„„ 

书的力量是巨大的，它可以引导人的一生走向成功。卡耐基曾经

说过：“人生的价值，就是创造有价值的人生。正是如此，人生最值

得回味的地方并不在功成名就之时。”这是一句至理名言，也是一切

人生理念的思想基础。 

去粗取精，纵览世界的锦绣河山；去伪存真，了解自然的神奇画

卷。一书在手，知识全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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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感官心理常识 

 

整体性定律 

《拿破仑文选》中有一段关于骑兵的军事论述，他说：“两个马

木留克兵（最强悍的骑兵）可以对付三个法国兵，因为他们有好马，

擅长骑术并且武器完备——每个马木留克兵有两支手枪、一支旧式短

枪和一支卡宾枪，他们头戴尖顶盔，脸载波甲，身穿锁子甲，还拥有

几匹马和几个徒步枪手。但是，一百名法国骑兵就不怕一百名马木留

克兵，一千名法国骑兵则能击溃一千五百名马木留克兵。” 

这就是说，马木留克兵的单个作战素质要比法国兵强，但组合起

来作战时，却不能发挥优势，因此出现了三种情况：单枪匹马做战时，

他们总是获胜；成连骑兵作战时，他们只能打个平手；而成团成旅作

战时，他们则总是失败。对此，拿破仑评论道：“战术、队形和机动

性所能起的作用多么巨大呀!” 

 

这个例子也说明整体决非部分简单相加可比。这种现象在心理学

里叫“整体性定律”。 

集团军的战术、队形和机动性会产生一种新的力量，这是单个士

兵所没有的力量，只有在组合集体、集团时才会产生。而这种力量的

大小是同集体、集团的如何组合直接关联的。马木留克骑兵的组合是

一种零乱的组合，相当于我们所说的“乌合之众”，因而不能产生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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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力量，甚至会互相抵消力量：而挂国骑兵的组合是一种有机的组

合，因而能产生足以转变单个作战素质劣势的新的强大力量。 

因此，整体要大于部分之和。 

我国北宋时的大作家苏轼，不仅诗词文赋以及书法有很深的造诣，

绘画也自成一家。苏轼是跟湖州画派的开山人文与可学画的。文与可

是以画墨竹闻名于世，苏轼跟文与可学画，也就深知画竹的奥秘。 

在苏轼看来，文与可之所以把竹子画得出神入化，其最大的奥秘

在于：“当今画竹的人，画竹都是一节一节、一叶一叶地画，哪里还

有什么竹子?画竹应该先有完整的竹子在胸中。拿着笔，把竹子看熟

了，在心中看到了想画的东西，再开始画，笔紧紧追随你所看见的完

整的竹子，如兔起鹊落，稍纵则逝。” 

可是为什么“一节一节地画”、“一叶一叶地画”，画出来的不

是竹，画竹“必须要先有完整的竹子在胸中”呢?这其中其实包含了

格式塔心理学的原理。 

格式塔心理学是创立于本世纪初的一个现代西方心理学的派别。

它有一个著名论点是：“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格式塔”是德文译

音，其含义是整体，或称“完形”。 

格式塔心理学认为：构造主义把心理活动分割成一个个独立的元

素进行研究，这并不合理，因为人对事物的认识具有整体性，心理、

意识不等于感觉元素的机械总和。它主张要从整体的角度来研究整个

心理现象以及心理过程。格式塔心理学所谓的“部分相加不等于整体，

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我们把它叫做“整体性定律”。 

从这种观点来衡量苏轼的话，就可以发现苏轼的确是掌握了画竹

的真谛。因为“部分相加不等于整体”，因此“一节一节地画”、

“一叶一叶地画”，画出来的不等于完整的竹子。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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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大于部分之和”，作为一根完整的不可分割的整体的竹子，

它除了具有构成一根竹子所必备的“节节”与“叶叶”这些部分，还

必须具有作为一根完整的竹子而具备的整体性，也就是由这些“节节”

和“叶叶”之间相互作用相互衬托，体现出来的风姿、神韵。 

而画竹者所要画的就是这些作为完整的竹子而体现出来的风姿、

神韵，所以“必须先有完整的竹子在胸中”才行，就是要从整体的角

度来把握，而不光是注意“节节”和“叶叶”的“形似”，不要过多

地去刻画细小的部分，要注重的是整体的“神似”。这也就是苏轼所

说的画竹的奥秘。 

其实，在我们认识许多事物的时候，都应该应用这个原理。实际

上，世间的任何事物都是由一些部分组成，而每个事物的整体都是由

各个部分的有机组成，这也就是说各个部分之间并不是孤立存在的，

它们之间存在着一些看不见摸不着却能感觉到、并起重要作用的联系。 

所以我们观察事物，不能只看那可以看得见的枝节部分，还要把

握那看不见的整体性联系。 

幸福公式 

比利·鲍勃·哈勒尔曾是美国得克萨斯州一家建材市场的装卸工，

47 岁那年，他赢得了总额高达 3100 万美元的彩票头奖。两年后，拥

有 7 处房产和 5 辆崭新汽车的哈勒尔把自己关在他漂亮的牧场豪宅的

9 间浴室中的某一间里，脱去衬衫，用手枪向自己的心脏开了一枪，

当即死亡。 

 

这是为什么?难道是他不够富裕还是觉得自己不够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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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思说：“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幸福是什么。他们只知道，只要有

钱，有好车，有大房子，就是幸福。但是有了钱，有了好车，有了大

房子的人，却并不比其他的人幸福。” 

一个人之所以不幸，是因为欲望太多。 

想不想换一个工资更高的工作? 

当然想。 

为什么要追求更多的工资呢? 

为了生活更富裕。 

生活更富裕为了什么呢? 

如果乞丐比盖茨更加快乐，我们是应当羡慕盖茨还是羡慕乞丐?

如果幸福只是一杯巧克力冰淇淋，这个世界也许会美好许多。 

著名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有一个著名的幸福公式：幸福+效

用=欲望。在他看来，幸福取决于两个因素：效用与欲望。 

效用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在经济学中用来表示从消费物品中得到

的主观享受或满足。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因为它的主观性，所以，

价钱越高不一定效用越高，消费越多也不一定效用越高。欲望就是想

要达到的目标。从个人和家庭的角度来看，欲望就是过上高品质的生

活，子女受到良好教育，能满足自己的爱好，能过上养尊处优的晚年，

一生平安，无忧无虑。 

显然，萨缪尔森的幸福公式说明，我们的幸福生活，就是过上

“令人满意”的生活。当欲望既定时，人的幸福就取决于效用，效用

越大越幸福；当效用既定时，欲望越小越幸福。总之，效用越大越幸

福，欲望越小越幸福。 

一份 20 世纪末的社会调查问卷，关注的就是“快乐”这个主题。

调查的结果显示：美国人快乐水平是比较高的，60％的人感到自己是



5 

 

快乐的。而中国的情况却令人沮丧：认为自己快乐的人只有 10％。

其他各国情况不一。 

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网发布了国内第一份《中国“212 作幸福指数”

调查报告》。报告表明，中国职场人士总体工作幸福状况也不容乐观。

有近三成的被调查者的工作幸福感偏低，而仅有一成的被调查者的工

作幸福感较高。 

在某一阶段内，幸福最大化；效用最大化；收入最大化。但是无

论多富有的人，他所拥有的财富都是有限的，即便衣食无忧的人，如

果他有无穷愿望，则难免“欲壑难平”而难得幸福。人的欲望总是无

穷无尽的，所以，从某种角度看来，无论效用有多大，与无限的欲望

相比，幸福都等于零。 

因此，我们只有学会享受生命，珍惜所拥有的，才是幸福的根本。 

酝酿灵感定律 

古希腊时，阿基米德奉国王之命，鉴定工匠制作的金王冠是否掺

有白银。但当时并没有行之有效的方法，他为此日思夜想，也没有想

出好的办法。 

有一天，他在家里洗澡，他跳进浴盆时，有许多水一下子溢了出

来。这使他一下子醒悟到：当容器装满了水，把物体再放进去，那么

溢出的水的体积，和这个物体的体积是相等的。由此他联想到，比金

子轻的白银如果要达到同样重量，它的体积必然超过金子。 

于是，他想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他把与原先国王交给工匠的相

同重量的金子和那项金王冠，分别放在注满水的容器中，然后比较它

们分别排出的水的容量，就能够知道答案了。这也是物理学上著名的

“阿基米德定律”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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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科学发展史上，创造性活动往往就像阿基米德定律，是

灵感突然进发的结果。在苦思冥想下，阿基米德没有找到答案，没想

到洗澡时偶然遇到的现象提示了他，答案就跳了出来。 

每个人的思维恐怕都遇到过卡壳的情况。比如对一些比较艰涩难

懂的知识，第一次学习，很难理解、把握；或者，遇到一个难题，想

破脑袋也想不出解决办法。这个时候，继续想下去，可能只是消耗时

间，因为灵感似乎离我们远去了，要么就是我们的路子不对。那么，

也许我们暂时把问题放一放，不去想它，做点别的事情，把脑筋换一

换，再回来想这个问题，或者不刻意地想它，等待灵感自己出现，或

许就真的能等到灵感。就像诗里说的：“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

费工夫。” 

当我们遇到某个问题不能马上解决的时候，暂时放下，即使不去

想它，潜意识还是在不断地对我们的知识结构进行整合、更新。当整

合接近解决问题时，在某个点上，会被突然触发。这个暂停的过程叫

酝酿，这种规律就叫“酝酿定律”。酝酿定律尤其对于高难度的问题

比较有效。 

有一个心理实验也说明了灵感的这种特点。心理学家给被试者提

出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 

 

在实验中的三组被试者都用半小时来解决问题，第一组半小时中

有 55％的人解决了问题：第二组在半小时解决问题中间插入半小时

做其他事情，有 64％的人解决了问题；第三组在半小时中间插入四

个小时做其他事情，有 85％的人解决了问题。 

在这个实验中，主试要求被试大声说出解决问题的过程，结果发

现第二、三组被试者回头来解决问题时并不是接着已经完成的解法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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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而是像原先那样从头做起。因此，可以认为，酝酿效应打破了解

决问题不恰当思路的定式，从而促进了新思路的产生。 

 

现在，让我们分析一下灵感产生的过程。 

首先它需要人有较强的行为动机，并为此进行长时间的探索。而

在长时期连续思考后，还没有找到答案，就可能转入休息或进行其他

休闲活动。这个阶段就是酝酿阶段。 

人的意识好像一座冰山，露出水面的叫“显意识”，藏于水中的

是“潜意识”。前者能被人觉察，如人们的思考、讨论，而后者却不

能，灵感思维通常就是潜意识活动的结果。科学家认为，潜意识的能

力要比显意识更强，显意识受常规思维的影响，难以自由发挥，而灵

感则往往需要突破常规，是一种顿悟而产生的智慧。 

人们对一个问题经过长时期的冥思苦想，在多次尝试反复失败后，

会暂时抛开这个问题，去休息、娱乐、锻炼，这时人的思维反而排除

了外界事物的干扰，显意识活动下降了，潜意识思考活动的信息就可

能突然冒出来，灵感就是这样产生的。 

为了迎接灵感的到来，我们最好在酝酿阶段随时准备一个笔记本，

记下脑中闪现的一些思维火花，这其中可能就有我们最需要的答案。 

门槛效应 

在 1984 年的日本东京国际马拉松邀请赛和 1986 年的意大利米兰

国际马拉松邀请赛中，名不见经传的矮个子日本选手山田本一出人意

料地两次夺冠，令人们大惑不解。 

10 年后，他在自传中解开了这个谜：“每次比赛之前，我都要

乘车把比赛的线路仔细地看一遍，并把沿途比较醒目的标志画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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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第一个标志是银行，第二个标志是一棵大树，第三个标志是一座

红房子„„这样一直画到赛程的终点。比赛开始后，我就以百米的速

度奋力向第一个目标冲去，等到达第一个目标后，我又以同样的速度

向第二个目标冲去。40 多千米的赛程，就被我分解成这么几个小目

标轻松地跑完了。 

起初，我不懂这样的道理，把目标定在 40 多千米外的终点上的

那面旗帜上，结果跑到十几千米就疲惫不堪了，我被前面那段遥远的

路程给吓倒了。” 

 

像山田本一的情况就是缘于一种门槛效应的心理。很多研究都证

明了“门槛效应”的存在。加拿大心理学家研究发现，如果直接提出

要求，多伦多居民愿意为癌症学会捐款的比例为 46％；而如果分两

步提出要求，前一天先请人们佩戴一个宣传纪念章，第二天再请他们

捐款，则愿意捐款的人数的百分比几乎增加一倍。 

不仅是对别人，对自己来说“门槛效应”的作用也是十分重要的。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弗里德曼和他的助手在 1966 年曾以实验证明

了这一心理效应。 

实验过程： 

首先，弗里德曼派了一位大学生去登门拜访了一些加利福尼亚州

郊区的家庭主妇，声称他正在为“安全驾驶委员会”工作，希望得到

主妇们对这一运动的支持，请她们帮一个小忙：在一份呼吁安全驾驶

的请愿书上签名。这是一个对人对己都有利的社会公益事件，而且签

个字很容易，于是，绝大部分家庭主妇都很乐意地在请愿书上签了名，

只有少数人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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