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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千年前濠梁之辩中人与物、人与人之间的联
系与界限，彼我之间的想象与揣测，在这本书里以政治心理学的方式逻辑地呈现出来，知彼之如何看
我，进而根据我欲彼之如何看我，影响彼之外交政策。信号与欺骗不仅在大自然里存在，在国际政治
这一关系巨网中更是有趣。
2、政治学尤其是国际政治学是一门对对象之间关系研究的一门科学。国家之间的关系归根还是人之
间的关系。所以从心理学或者说心理活动的角度切入研究政治学是十分有必要的。这本书就提供了这
样一个全新的视角，而研究的案例也几乎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所以墙裂推荐！
3、关于选举政治、政治态度以及外交决策等方面的研究，均是乘认知革命之东风，成为战后政治心
理学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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