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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賽局》讀後心得 

壹、前言 

在經歷了動盪的 2020年後，終於進入了 2021年，為何這麼說呢?

因為 2020 年天災頻繁，從一開始的澳洲大火肆虐造成的濃煙空氣

汙染及森林浩劫、東非蝗蟲過境和菲律賓火山爆發，而最為令

人驚悚的當屬全球人類的夢魘：新冠肺炎 COVID-19 了，雖然這

種冠狀病毒致死率比 SARS 還要弱，但由於它迅速的傳染能力，

沒想到竟然會大大改變全球人類的生活習慣與生活步調，並引

發了一場全球性的經濟與生命浩劫。而當下政府各部門機關的

應對方式作法與決策也考驗著事態後續的影響程度。 

在一開始的疫情開始擴散時期，每個國家的處理速度和注重

程度都有所不同，這也導致在防疫階段，每個國家的處理應對

方式不同，而且也多少會跟當地的風俗民情有關(例如對於是否

戴口罩防止疫情擴散速度的看法不一)，最後造就疫情對整個國

家的影響程度不一，例如有些國家激進的手段甚至到鎖國的程

度，有些則是以平常的流感感冒看待，導致後來疫情的擴散程

度不一樣。 

這也成為我此次心得寫作選擇了情緒賽局此書的原因，希望

從此著作的實驗及研究分析，可以讓我了解到原來在開始決策

前，理性和情緒的思考方式作法都會大大的影響到後續的發展，

此書中引用很多的實驗及理論來做解說，讓人更了解情緒與決

策間的關係。 

 

貳、重點摘要與讀後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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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此書的作者為艾雅爾．溫特（Eyal Winter）是現任耶路撒

冷希伯來大學理性研究中心主任，這是全世界最頂尖的決策學術研究

機構之一。 

一、情緒與理智的賽局試煉 

首先在開頭，作者用情緒與理智的賽局試煉環繞著兩大理論-賽

局理論與演化論為主要主軸，並以情緒跟理智機制實際上是共同運作、

互相支持，有時候兩者甚至密不可分，且以此為重點，探討情緒和理

智對決策或談判的相互關係。其中並提到許多時候單純靠情緒或直覺

做出的決定，不但比經過全面且嚴謹地分析各種可能結果跟影響後所

做的決定，來的更有效率、品質也確實更好。 

那情緒又會如何影響我們的決策呢?本書在後面章節又更加深入

探討，並提出許多實驗紀錄和報告來做為佐證資料；對於情緒是會壞

事還是能夠幫我們一把?情緒在社交情境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集體

情緒又是如何形成?而又是什麼演化機制使我們成為既會思考，又情

緒化的生物?作者透過近年來發表探討情緒與理性之間「界限」的最

新研究和實驗報告，試著回答上述問題，若想要深入探討了解，建議

可以看看此書，相信會獲益無窮。 

例如書中以在談判過程途中，在彼此互相知道各自的底線當下，

如果懂得適當利用情緒來表達自己的容忍界限的變化，可能會把對方

拉著鼻子走，來對自身創造更多的利益，造就更好的談判局面。 

二、理性與情緒的運作奧秘 

即時、靈活的情緒機制是否會使理性決策土崩瓦解，抑或是兩種

機制能夠相輔相成? 

此書中提到要討論這個主題前，就得涉足兩個重要的研究領域賽

局理論跟演化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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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用到基本上是在研究互動決策的賽局理論，因為人類是會跟

環境互動的社會性動物。透過賽局理論的研究法，可以讓我們了解情

緒以及其他行為特徵，在社會互動的情境下扮演的角色，並藉由這些

來推斷後續的行動或成果發展。否則我們就只會聽到「一面之詞」，

對於自己行為只有片面理解，而且也容易會有錯誤的偏見存在。 

而演化論對於瞭解人類行為也至觀重要。演化論試著解釋某個行

為特徵，如何幫助人類這個物種存活(可能過去就已經對人類有所幫

助)。物競天擇，在經過無數的歲月，優秀良好的基因會競爭掉愚昧

的基因，來增加自身的生存能力，因此這就可以解釋到情緒對我們而

言，也有其相對的重要性。  例如當我們感到憤怒時，會激發起腎上

腺素，造就你的身體機能比平時更加強大；而當對事物有恐懼情緒時，

會讓我們大腦感知到危險性，令我們懂得去避開危險的事物，來保障

自身的生命安全。 

三、情緒機制的優點與種類 

情緒是一種能夠協助我們做出決策的機制。情緒在我們的演化過

程中出現、成形與發展，以增加我們的生存機會。 

倘若我們無法對別人生氣，就有可能成為別人輕易的剝削對象，

跟別人競爭稀有資源的能力也會降低，也會大大的降低生存機率。 

其中恐懼、悲傷、後悔等情緒稱為「自發情緒」，憤怒、羨慕、

憎恨、同理心等情緒則叫做「社會情緒」。社會情緒具有其互動性，

而且人又是屬於群居的生物，人人之間的相處互動都會牽涉到自身利

益與情緒，所以社會情緒對我們而言有其重要性。能夠適度運用情緒

反應的談判者，會具有談判優勢，不過能夠控制並節制這些情緒的能

力也很重要。很多時候即使明明有個對雙方都有利的協議，而且雙方

都知道差一步就能夠達成協議，談判到最後還是破裂，這通常是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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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方(或雙方)囿於由情緒主導，但另一方無法接受的承諾。例如以色

列人跟巴勒斯坦人的和平談判老是破局，就是一個非常好的例子。 

參、延伸思考及心得啟示 

對於是否要信任一個人，主要受到情緒規則影響，例如一開始看

到一個人的刻板印象，會引發後續對於他人的看法影響我們對於他人

的待人處事。 

例如德國前幾年做了人造花的實驗，實驗人員鋪設一片有黃花跟

藍花的人造花海，花蜜放在黃色人造花海裡，藍色人造花則空空如

也。 

接下來實驗人員把一群年輕的蜜蜂放進人造花海裡，他們立刻開

始在花朵間飛來飛去。降落在黃花上面的蜜蜂，能夠滿載花蜜而歸；

降落在藍花上面的蜜蜂則是大失所望，很快就繼續飛到另一朵花上面。

經過一段時間之後，降落在藍花上面的蜜蜂數目逐漸減少，最後每當

研究人員把蜜蜂放進人造花海時所有的蜜蜂都知道要避開藍花，直接

飛到黃花去採蜜。 

這時候實驗人員改變規則，把花蜜放在藍花裡，黃花則變得空空

如也。他們認為蜜蜂會逐漸發現，牠們應該要改去藍花採蜜，對黃花

棄之不顧，然而結果卻不是這樣。蜜蜂頑固的維持牠們先前的模式，

繼續只飛到黃花上面。儘管每次牠們飛到空空如也的黃花都大失所望，

但牠們對藍花的錯誤成見仍舊揮之不去，就是不飛到藍花上面。縱使

蜜蜂因營養不良而越來越無力，這種堅持只飛黃花的情形仍在持續。

最後，整個蜜蜂族群都死光了。這項蜜蜂實驗不但顯露我們無意識的

偏見可能造成的危險。但從中我們人類是可以從中了解體會如何去抗

拒偏見的。如同社會賽局所描述的，我們有多麼願意把自身福祉交付

到他人手上，會受到社會條件影響而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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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們在做一項決策時，情緒與理性之間要如何去取得平衡，

往往考驗著我們的智慧，所以當我們在做決策的當下不宜從短期利益

為思考方向，而應該要看更長遠的利益；才會像尋找到一個又長又遠

的波道，一開始或許困難，但後續事情都會迎刃而解，而且迅速如滾

雪般越滾越大，讓我們可以事半功倍地做好一項決策或政策，讓事情

能更好的去完成。 

人是群居的動物，對於歸屬團體的需求十分明顯，甚至在抽象沒

有前因後果的情境也不例外。例如當受測者以顏色分組(藍色跟綠色)，

並進行信任賽局。儘管實際上小組顏色跟賽局本身毫無干係，但他們

對於跟自己同一顏色的小組成員，還是比對於另一組的成員來得更慷

慨。科學、技術及藝術發展主要是由個人層面推行的認知與情緒現象，

然而人類社會始卻主要由集體情緒主導。戰爭與條約激烈的政治經濟

變化，以及那些大革命，主要都是受到集體情緒驅動。 

創造並維持團體凝聚力的機制，實質上就是一種激發集體情緒的

機制的一種手段。例如在政治活動過程中，政客等人物很會懂得利用

激動的言語或誇張的情境激發民眾的情緒，創造他們所想要達成的情

境，來獲得他們想要的意圖或目標。因此從眾效應的的情緒機制，對

於我們各種物種而言都有著它的存在價值。 

肆、結語 

因此從此書著作中，讓我們了解到情緒事實上是一種是釋放訊號

的機制，讓我們得以協調彼此的行動，在日常生活中參與的各種賽局

達到均衡點，期望能夠達到彼此雙贏的目標。在許多跟囚犯困境類似

的賽局中，玩家會合作的主要動機在於追求互惠互利的情緒需求，比

方說在他人慷慨時因自己表現貪婪而感到羞愧，或是他人貪婪時感到

憤怒或遭到羞辱。這兩種情緒綜合起來，形成了「倫理黃金法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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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候也稱為「互惠倫理」。至於囚犯困境解方:重複賽局與奈許均衡

為兩大要點，社會情境之中，囚犯困境經常會是「重複賽局」，也就

是同一批玩家戶多次重複同樣的互動情境，因此選擇自私行動的玩家

可能得付出高昂的代價－畢竟人們會記住你的過去行徑。不過當然情

緒也能夠讓我們創造出不存在於純粹理性思維世界裡的新平衡，很多

時候情緒可以透過這個機制，改善我們的社會處境。因此當彼此在協

調或談判的當下，如何找出兩者之間的平衡點，並善用情緒適當的脅

迫或適當地放軟來令對方心軟來爭取更多的利益或讓雙方能達成雙

贏的程度。 

當然在決策過程中也應該去觀察後續的進展，來確立後面下一步

動作應該如何去執行，畢竟未來的環境還是持續變動中，可能產生不

同的情境或創造出雙贏機會，那麼如何隨著情境改變適當的轉換情緒

和對方周旋，讓自己的決策可以隨著情境的變動改變；就如同在下棋

一般，每一步的布局都是在未來的下一步做準備。當時機成熟，自然

可以順勢而為，更甚者創造出更好的局面；如同臺灣各個部門機關在

面對新冠肺炎疫情的當下，首要步驟先處理源頭或最大的威脅性，避

免治標不至本的行為導致更大的危機，下一步為降低它的傳染的途徑

方式，減低它的最大傷害性，先讓口罩減少出口量，以穩定國家的庫

存和使用量為中心，然後立刻協調機械公會與紡織公會，讓兩個公會

迅速協調民間企業之間的合作無間，並來組建國家隊(協調各個機器

與組裝和零組件工廠人員和一些優秀學者來製造機械設備和調整製

程上的錯誤訊息，協調電子零組件之間的通訊連動，讓自動化機械設

備能夠快速產出，務必求得能夠儘快組裝完成口罩製造機械來削減龐

大的口罩缺口需求量)來應付口罩需求量的缺口避免造成國內政局及

經濟的恐慌，導致後續引發更多的蝴蝶效應。由此可見，當下或許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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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缺口的政策，讓部分人詬病，但身為政府前線第一機構，首先決策

還是應該以本國人的安全為第一考量；而在後面也讓全世界見識到我

們的防疫成果，在世界上是數一數二迅速應變和決策及遠矚的前見目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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