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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这特么也能出本书？？！！
2、第一次读这种有关潜意识的社会心理学的书，感觉蛮有意思。Dan Ariely 用风趣又不乏合乎逻辑的
文字回答了很多生活中常遇到的心理矛盾与困惑。这本书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给予读者不少有效的
良方，感觉也可以作为一本“为人处事”与“读懂自己”的工具书，读到途中部分章节还会因作者机
智幽默的解答捧腹大笑，
3、国外连岳啊
4、美国版我爱问连岳，很多文字并不难懂，读过之后总会会心一笑，有种被作者猜透了心思的感觉
。
5、跟前两本差太多了，失望，这个完全是回答读者来信，情感问答一样，无聊⋯⋯被名字骗了，根
本不能称之为第三部
6、#沐雨斋悦读#标题太大，内容不符。问答类随意拼凑的东西，未经历过的可以增长点阅历，经历过
的可以看看作者的处理。漫画经常让人会心一笑。
7、外国的版的《我爱问连岳》啊，没有什么心理学应用。
8、问答形式，一个个的短篇，囊括了各种贴近生活的话题，不像1里面有很多数据和实验支撑，这本
读出了一些脑筋急转弯的趣味，换个角度想问题总是好的。
9、第三部是前两部的总结，这三部可以合并成一本
10、没前两本好看，感觉有点偷工减料
11、感觉就是把报纸专栏综合出书了而已
12、刚好刚看完 《解忧杂货店》，又看这本书就感觉有些似曾相识了，都是帮人答疑的。但是解忧杂
货店的解忧中心思想主要还是在个人，但是这本书就不一样了。它是直接教你操作方法⋯我不知道是
不是有人真的很受用，但是我总感觉这种回答只是一个思路而已，万一人家真的按照这个答案去实施
造成不好的后果那可怎么办？谁能承担责任？
13、质量不能跟前两部比，问答模式，闲暇时可以看看，做个小小的头脑风暴。
14、刚打开发现是回复读者来信，满满的被敷衍感。但很多小概念小观点还是受益匪浅，比如“错误
的情感归因”、“决策的现时偏好”等等。知道了很多道理，真的能过好自己的人生⋯吗
15、不是诚意之作了。有点出来骗钱的意思。
16、因为特别喜欢前两本，所以这本感觉非常失望，通篇只是在回答问题和提建议，不系统甚至不能
说明白一件事的理由
17、不太喜欢问答式的东西，没有前两部的实用性大。
18、只是一些读者问答，好像并没有得到太多我想要的信息。当然启发还是有的。
19、答读者问，简短却点到为止
20、有些点子挺妙的
21、就是报纸专栏凑的。
22、抖机灵大杂烩。
23、专栏问答
24、不怎么好！
25、读者来信解答专栏文章结集，不乏令人忍俊不住的妙答。实例解说损失厌恶，风险评估，避免错
误决策，最佳抉择的方法。篇幅不长，有些内容还是挺有趣。
26、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没有想象中有价值，闲暇时翻一翻也是可以的
27、论点不错，但是都不深入，草草掠过。。。
28、在新华书店蹭的第一本书
29、不是很喜欢。
30、就像小时候看的编辑答读者问，不是行为经济学，完全是社会学。
31、想知道作者是不是真的内心充满幸福 生活阳光灿烂
32、一本专栏问答集 答案水平参差不齐 有的观点发人深省 有的一针见血 也有的只是单纯抖机灵 这本
书给我的启发在于 在这段为碌碌无为而惴惴不安的日子里 勇于尝试新鲜事物 而不是安于现状 才能真
正找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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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闲暇读物。
34、有些无聊
35、不知是不是翻译问题，读起来不顺畅。
36、机场候机的时候买的，不是很多亮点，不过有些说的居然也解答自己了疑惑，翻一翻看看打发时
间是可以的
37、相较于前作1、2，本部是同读者互动交流的收集整理，可以见识不同读者的天马行空般的好奇，
以及作者奇妙有趣的回答。
38、一晚上看完了,快餐书
39、普普通通
40、能说的只有一个正能量了
41、马马虎虎
42、很有趣味的一本书，适合闲来一读
43、报纸专栏拼凑
44、这也叫书？哈哈，
45、简要地回答一些问题，可读性比前两本弱
46、垃圾，就是借着第一部的名气骗钱的，连报纸的鸡汤类的情感问答都不如。
47、相比较第二部而言，总觉得这本书出得有点草率。就是答读者问的合集本，有点像简单的案例分
析，如果前两部比作教科书的话，这本书有点像习题集和参考答案。
48、已阅
49、啊哈 怪诞行为学123 收获体验成一条光滑的曲线笔直下降
50、2016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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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怪诞行为学（3）》的笔记-第1页

        去掉腰封每次拿到书都不舍得拆掉腰封，认为是书的一部分。但是有很多朋友都说腰封很丑，影
响了整体设计，今天这本书就呈上两种效果，大家看看哪个好。封底有腰封

2、《怪诞行为学（3）》的笔记-第35页

        这种方法之所以奏效，原因之一可能是通过这种独特的乞讨方式，这个乞讨者可以使自己有别于
其竞争对手，让路人对他产生不同的看法，最终很可能会给他一些钱。

3、《怪诞行为学（3）》的笔记-第212页

        道德观念，现在已经慢慢的沦陷了，现在的社会攀比成风，事事以金钱衡量，不知道是社会影响
了人类，还是人类改变了社会！

4、《怪诞行为学（3）》的笔记-第4页

         本书全以栏目问答方式展开，这一节，一位读者问道如何拒绝不必要的邀约。作者的建议是：练
习使用“取消快乐”。即因为取消某件事情而让我们感到欢欣愉悦。
     细想想，我们生活中也经常有这种时候，一些不想赴的约，一些不想参加的聚会，当我们因为各种
原因没有到场，我们没有遗憾，而是心理偷偷的舒了一口气，呐，这就是你的“取消快乐”吧。其实
我们都经历过。区别在于，以前是迫于客观存在的事放弃，现在，请学会主动来享受这一快乐。

5、《怪诞行为学（3）》的笔记-第58页

        赞美也是需要适度的，尤其是在中国。
过力的赞美有时候倒感觉是种讽刺了；违心的赞美我也是做不到的；鼓励的赞美是我应该学习的！

6、《怪诞行为学（3）》的笔记-第10页

               啊，这是我一直在做的事——节食。当然，是因为我在春节不小心多吃了几口肉，还有糖和坚
果，嗯，好像也吃了不止一块的点心！！所以，收假后，我就变成了一只兔子，天天吃煮青菜的兔子
。还好体重在恢复。
      这一章，作者说到了一个很好的节食建议：从一开始就努力避免接触不利于我们节食的各种食物。
假如家里没有蛋糕，我们就可能会少吃蛋糕；假如用新鲜的甜椒取代蛋糕，我们也可能会少吃蛋糕，
我们可能打定主意不吃甜品，或者只在安息日吃甜品。另外一个有效而且相对简单的规则是，不允许
任何软饮料和盒装零食进入自己家，这种节食方法十分有效。通过采用这些办法，我们可以随时更好
地意识到自己是否在坚持执行长远计划，也可以强化自己期望的行为。

7、《怪诞行为学（3）》的笔记-第69页

        　　一般来说，选择某些熟悉的东西会让我们的内心有安全感。确定的事物对我们有吸引力，这
就是原因。⋯⋯考虑到损失厌恶的心理学原理（即相同的东西，人们失去它所带来的痛苦要大于它所
带来的快乐），对痛苦经历的恐惧充斥着我们的内心，因此我们决定不去冒险尝试任何新事物。

8、《怪诞行为学（3）》的笔记-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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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练习使用“取消快乐”，即因为取消某件事情而感到欢欣愉悦。在使用这一方法时，你接收了某
一请求，但后来取消了。假如你感到快乐，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9、《怪诞行为学（3）》的笔记-第75页

        　　经济学家提勃尔·西托夫斯基在其著作《无快乐的经济》中提出，有两种具有建设性的体验
－快乐和舒服，而我们常常倾向于选择舒服、安全和可预测的体验。西托夫斯基指出，这一点让人感
到特别遗憾，因为真正的进步和真正的快乐来自冒险，来自尝试不同的生活方式，来自各种生活体验
。

10、《怪诞行为学（3）》的笔记-第22页

        　　我们可以用这个视角来看待渴望拥有大钻戒这件事。女人之所以喜欢这些东西，就是因为男
人讨厌给她们买东西。假如你为你的伴侣买了一些东西，你也确实乐于为其购物，那就再好不过了。
但是，假如你不得不压制自己的反感去购买一些你不想买的东西，那就是更强烈的信号，传递了你的
爱与关怀。

11、《怪诞行为学（3）》的笔记-第162页

        工作以后的生活一成不变，家单位基本上都快成两点一线了
工作枯燥无味，没有成就感，但是耗费时间
回家后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开展什么娱乐活动
导致日复一日，时光如梭

12、《怪诞行为学（3）》的笔记-第105页

        幸运的人不仅会尝试更多新事物，他们还会当机立断，离开那些看起来走不通的小路，改走那些
更有希望的大道。

13、《怪诞行为学（3）》的笔记-第16页

        当有人问为什么在社交网站（译文为脸谱网，就是facebook）上有“喜欢”的按钮，而没有“不喜
欢”“厌恶”这样的按钮时，丹·艾瑞里是这样回答的：“喜欢”按钮不仅是我们对待他人的一种反
馈方式，还是一种社交协调机制，告诉我们应该如何做出反馈。它巧妙地告诉我们，在脸谱网上什么
类型的帖子是可以被接受的（什么是不可接受的）。并且委婉地告诉我们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
。如果加上“不喜欢”或者“讨厌”按钮，就会在我们阅读不同帖子的时候改变我们的心态，诱导我
们做出负面的反馈。这样的话，很快就会破坏该社交网络的积极氛围。无论结果如何，我更倾向于添
加一个“爱”的按钮。我想，这里的“喜欢”和我们微博、微信上的“赞”一样，都在于给人一种积
极的心理暗示。特别是当我们发出一条消息，收获无数“赞”的时候，心情是不同的。不过，因为没
有“同情”、“安慰”这一类的按钮，有时一条受伤的微博微信收到无数“赞”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原博主的内心应该是很受伤的吧。只好安慰自己：还是有很多人关注我的。这可能是设计者始料未及
的吧。

14、《怪诞行为学（3）》的笔记-第1页

        国外的寄贺卡等同于过年发各种祝福短信，其实基本上都是随便找个COPY段祝福的话然后群发，
也不记得谁给自己发过，感觉很没有意义的活动，完全是应付差事一样。
从今年开始不发了，感觉轻松多了，其实也没人会察觉是否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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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怪诞行为学（3）》的笔记-第46页

        　　婚姻并不是男女关系中的某种神奇的黏合剂，但婚姻却可以成为承诺和长远关系的重要催化
剂，尤其是在我们遭遇不幸的时候。因此，尽管我不会无条件地倡导婚姻，但婚姻确实可以强化伴侣
之间的关系。我认为，考虑结婚还是值得的。

16、《怪诞行为学（3）》的笔记-第10页

        最简单的办法是要意识到这项挑战的难度，从一开始就避免接触不利于我们节食的各种食物。

17、《怪诞行为学（3）》的笔记-第1页

        内容有误：
封底上有烂大街的名人和知名媒体的评价，中间那位阿尔·罗斯，头衔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我吃了一惊，没听说过啊！阿尔·罗斯是哪一年的诺奖得主？
于是我查阅了诺贝尔奖名单，里面根本就没有这个人。可见出版社编辑的审核有多么不认真，为了赚
钱可以出卖灵魂，有些作者/专栏作家胡说八道是可以公开进行的，为了赚钱可以不讲诚信。如果虚假
不指出来，诚信的人就会受到打击，以后就再也没有人愿意诚信经营了。
虽说中信出版社也出版过那么5、6本好书，但不得不说中信出版社最近5年是越来越烂，一直在走下坡
路。发行的图书至少90%都是垃圾。
而这个作家的真面目也显露无疑。

18、《怪诞行为学（3）》的笔记-第75页

        对于感情，刚开始都是快乐，慢慢的都会成为舒服，这个是自然的规律。
不可能在感情上一直处于快乐中，所以对于笔者的选择不是太赞同。
如何在舒服中多创造快乐才是正道。

19、《怪诞行为学（3）》的笔记-第9页

        通常，我们对自己的未来都有美好的设想－我们要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我们要做的决定或者不
会做的决定。但一旦涉及我们的日常决定时，短期的考虑就常常会占据上风，而我们的长期愿景则会
退居次要地位（有时甚至会被抛到九霄云外）。⋯⋯在行为经济学中，我们称此为“现时偏好”。

20、《怪诞行为学（3）》的笔记-第20页

              有人问艾瑞里：有一种“猫屎咖啡”，昂贵，提问者对此产品很好奇，但因为是从麝香猫粪便
中收集、调制、发酵而成的，没有兴趣（或者没有勇气）购买。他好奇人们为什么愿意购买这种咖啡
？
      艾瑞里的解释是：首先口感好。但其实他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深层原因是人们愿意购买的原因是
人们购买的是新鲜和故事，还有劳动量，人们更愿意花更多的钱来购买需要付出更多努力的产品。
      这让我想起很多讲佳肴的文学片段，无一不是把看似简单的食材，经多少道复杂的工序加工，你就
觉得难得金贵了。比如大观园的茄子、食神里的熊掌，无一不是。还有手工制作的衣服饰品总是比批
量生产的要贵。
       最后艾瑞里幽默地问：假如这些咖啡豆不是经过麝香猫的身体加工，而是经过美国人的身体加工
，人们是否会愿意购买它。⋯我猜尽管故事很精彩，涉及到的劳动量可能也很大，但这种特殊的发酵
方式对我们来说实在无法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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