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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约两千五百年前，苏格拉底创建了一套方法，通过一系列探问，也就是后世所说的“苏格拉底方法
”，来获取问题的答案，并对这些答案进行推断。通过这种方式，他就可以找出各种复杂现象背后的
关键问题，揭开很多貌似有理实则荒谬的说法背后的真相。这套方法就是后来我们所说的“逻辑推理
”
本质上来说，逻辑推理是一个“收集信息、评估信息的过程”。要想做出正确的决定，我们首先要占
有充分的信息，而要想占有充分的信息，首先需要提出正确的问题。所以那些擅长逻辑推理的人，往
往也比较善于提问，搜集相关信息，并用“正确的”方式 对这些信息进行评估。最重要的是，他们可
以在不受他人干扰的情况下独立完成这一过程。
本书的目的，就是为读者提炼出一套最有用、最完整的逻辑推理概念，帮助读者在学习和现实生活中
更好地理清思路，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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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一本小小的蓝色逻辑书》的笔记-发散性思维与聚合性思维

        发散性思维-右脑思维-科学、逻辑、数学、语言聚合性思维-左脑思维-艺术、创新、想象、视觉

2、《一本小小的蓝色逻辑书》的笔记-第1页

        《一本小小的蓝色逻辑书》
光环效应
水平思考法
魔鬼代言人
电子杀手：不敢怀疑显而易见的事，急于评判新点子，害怕自己看上去像个傻瓜
头脑风暴
重述问题
推销创意：信心 热情
决策树 决策矩阵（相互独立，完全穷尽） 加权分析
利弊分析法
效用分析法：EV＝效用（某种结果带给我们的心理满足度）×出现这种结果的概率
沉没成本
假设测试法

3、《一本小小的蓝色逻辑书》的笔记-第105页

        常言道，“能读书而不读书的人，跟不能读书的人其实没什么不同”。有能力做一件事并不意味
着你就会去做这件事。能力和行动完全是两回事。

4、《一本小小的蓝色逻辑书》的笔记-第70页

        当你面对多个选择而不知道如何做决定时，计算出你对每个选择的期望值将是最好的办法。EV
（excepted value)=效用（某种结果带给我们的心理满足感）x 出现这种结果的概率

5、《一本小小的蓝色逻辑书》的笔记-第97页

        在类比两件事物时，尤其是那些来自不同时代的事物时，一定要注意，不同时代的人们收集信息
的方式是不同的，所以他们所收集到的信息的质量也无法相比。打个比方，我们不能把20世纪40年代
所做的员工满意度调查结果，跟今天的员工满意度调查结果相比。 

从最基础的层面来说，在进行论述时，无论我们使用什么术语和措辞，它们的内涵都应该保持一致。
比如说，报纸上可能会写，如今郊区的污染程度是20年前的10倍。污染可能确实更严重了，但如果要
用具体数据表明污染的严重性，我们必须给出明确的空气、水、噪音和垃圾等方面的污染指数。换句
话说，在进行对比时，我们所用来对比的事物之间一定要具有可比性。 

6、《一本小小的蓝色逻辑书》的笔记-第3页

        大约两千五百年前，苏格拉底创建了一门艺术，或者说科学，我们现在将这门艺术（或科学）称
为逻辑推理。苏格拉底通过一系列探问，也就是后世所说的“苏格拉底方法”来获取答案，并对这些
答案进行推断。通过这种方式，他就可以找出各种复杂现象背后的关键问题，并判断“常识”中的对
与错，从而揭开很多貌似有理实则荒谬的说法背后所隐藏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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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曾经幽默而郑重地警告世人，专家的判断也未必可靠，每一个人，无论他位有多高权有多重
，或者拥有多少财富，都会有头脑混乱、思路不清，甚至失去理智的时候。

7、《一本小小的蓝色逻辑书》的笔记-第74页

        放弃这件事并不意味着你之前的决定是错的---因为那可能是当时情况下能做的最好的决定。

8、《一本小小的蓝色逻辑书》的笔记-第16页

        垂直思考法与水平思考法的区别

9、《一本小小的蓝色逻辑书》的笔记-第105页

        常言道：“能读书而不读书的人，跟不读书的人其实没有什么不同。”

10、《一本小小的蓝色逻辑书》的笔记-第74页

        但事实上，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你在针对未来做出决定时，都不应该考虑已经投入的任何成本
。
       有的时候，当我们对某件事产生心理依恋时，我们会成为“爱的奴隶”，无论付出什么代价都要
将其进行下去，这时要想打破这种心理依恋，我们需要提醒自己三件事情：
       放弃这件事并不一定意味着你之前的决定是错的----因为那可能是当时情况下你能做出的最好的决
定。
       找一些你信任的人，听听他们的看法。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这种说法还是有道理的。
       放弃之前的努力之后，你可以投入到更有价值的工作当中，会换来更大的收益。而且你从之前这
段经历中得到的知识、技能和感悟都将有助于你更好地开展后面的工作。 
        

11、《一本小小的蓝色逻辑书》的笔记-第6页

        有人提出一项非常有趣的假设：“如果让10亿个黑猩猩坐在电脑前，给它们10亿个小时的时间，
它们肯定能敲出一部《战争与和平》。”只要容许足够多的尝试，一切皆有可能！有时候我们的失败
就失败在还没有开始尝试，就已经被自己想象中的挫折和阻碍所打败。

12、《一本小小的蓝色逻辑书》的笔记-第104页

        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很难分清楚什么是因，什么是果。比如说这句话，“你很擅长做自己喜欢的
事情。”这句话的因果关系是，“因为你喜欢一件事（因），所以你做得很好好（果）”。但有没有
可能是因为你感觉自己擅长做某件事，所以才慢慢学着去喜欢它呢？

13、《一本小小的蓝色逻辑书》的笔记-第89页

        要想驳倒一个人，通常有两种方式：质疑对方的论据，或者攻击对方的论述过程。

14、《一本小小的蓝色逻辑书》的笔记-第65页

        加权排序法可以帮你通过加权平均值来找到答案。要想计算加权平均值，你需要把每个事件乘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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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对应的权重，然后把结果相加。在处理概率事件时，我们需要把每个事件乘以其对应的概率，然后
把结果相加。

15、《一本小小的蓝色逻辑书》的笔记-第95页

        通常说到推理漏洞时，大都指的是那些跟我们所做的假设相关的漏洞。在这五个常见的推理漏洞
中，第一个是比较和类比假设漏洞，即把两个虽然不同，但逻辑上却相等的事物进行对比。一般来说
，我们会把苹果跟苹果进行比较，橘子跟橘子进行比较，而不会把二者混淆，否则就是犯了此类错误
。 

第二个是代表性假设漏洞，也就是所谓的“以偏概全”。当我们使用的例子可以代表整个群体时，我
们的论断就会得到强化；反过来，当我们的例子不足以代表整体时，它就会弱化我们的论断。 

第三个是“好证据”假设漏洞。当我们不经验证就想当然地认为自己的证据有效时，就会容易出现这
种漏洞。通常来说，那些比较客观、相关、精确、真实的证据有利于强化我们的论述；而主观、不具
代表性、不精确的论据则只会弱化我们的论述。

第四个是因果假设漏洞。当我们错误地做出因果假设，或者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就认定一件事会导致
另外一件事时，就会犯这种错误。 

第五个是实施假设漏洞，当我们没有预料到计划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瓶颈，或者盲目地相信自己的
计划会轻而易举地得到落实时，我们就会犯这种错误。 

16、《一本小小的蓝色逻辑书》的笔记-第94页

        人们在推理时最常出现的五个推理漏洞：把橘子跟苹果做比较；以偏概全；对相关的证据视而不
见；混淆因果关系；在执行计划时没有提前考虑到可能出现的瓶颈。

17、《一本小小的蓝色逻辑书》的笔记-第40页

              很多好主意最终之所以被埋没，很多时候都是坏在一些看似不相干的事情上。所以在征求意见
时，如果听到有人提出一些看似不相干的想法，千万别意外。认真记录下这些问题，然后想想怎么利
用它们完善你的创意。

18、《一本小小的蓝色逻辑书》的笔记-第128页

        逻辑等同的几种情况

19、《一本小小的蓝色逻辑书》的笔记-第2页

        很多人都会介意自己的记性不好，却很少人在意自己的判断力。---罗什富科公爵

20、《一本小小的蓝色逻辑书》的笔记-第104页

        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很难分清什么是因，什么是果。比如这句话，“你很擅长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这句话的因果关系是“因为你喜欢这件事（因），所以你做得很好（果）。”但是有没有可能是
因为你感觉自己很擅长做某件事，所以才慢慢学着去喜欢它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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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一本小小的蓝色逻辑书》的笔记-第73页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人和已经发生的成本都不应该影响到你对未来的决策。唯一能影响你未来
决策的因素是两种选择的利弊分析。
从理性角度来说，我们完全应该忽略沉没成本，这是毫无疑问的。但从情感角度来说，要做到这点却
很难。我们可能会把沉没成本看成是浪费，会本能地想要多投入一些时间或精力去挽救它们。

22、《一本小小的蓝色逻辑书》的笔记-第27页

        魔鬼代言人技巧会迫使我们思考对手的正确之处，或者某一话题的另一面。当我们强迫自己认为
对手正确时，我们就会变得更加客观。该技巧在进行谈判准备时尤其重要，因为它可以让我们事先预
想到对方的思路。

23、《一本小小的蓝色逻辑书》的笔记-第3页

        要想做出正确的决定，我们首先要占有充分的信息，而要想占有充分的信息，就必须提出正确的
问题。所以那些擅长逻辑推理的人，往往也比较善于提出问题，搜集相关信息，用“正确的”方式对
这些信息进行评估。最重要的是，他们可以在不受他人干扰的情况下独立完成这一过程。

24、《一本小小的蓝色逻辑书》的笔记-第80页

        在科学和统计学领域，假设通常都会用否定句，因为我们通常是在证明一个否定的假设是错误的
，而非证明一个肯定的假设是正确的。从科学的角度来说，我们无法穷尽所有的情况，所以不可能证
明一个假设命题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正确的，但是只需证明一个否定的假设是错误的，那它的否命题自
然正确。

25、《一本小小的蓝色逻辑书》的笔记-第9页

        思维方式可以分为四种类型：分析型、理想型、现实型、综合型。更具实用性和情绪投入性，这
些思维方式还可以进一步细分。

26、《一本小小的蓝色逻辑书》的笔记-第45页

        讲了四种典型的思维方式和创意思考，很有趣。

27、《一本小小的蓝色逻辑书》的笔记-第153页

        我们对某件事的把握越大，在这件事上运气的成分就越小。反之亦然，越是要靠运气，就说明我
们对这件事的把握越小。

28、《一本小小的蓝色逻辑书》的笔记-第99页

        记住，样本一定要能代表整体，否则它就毫无意义。所以在进行推理论述过程中，如果对方是在
用样本反映整体，那驳倒对方的一个有效方式就是质疑该样本的有效性：如果你能证明该样本并不能
代表整体，那么对方的论点就站不住脚；而反过来说，如果你能证明自己所采用的样本确实能够代表
整体，那你的论点就会得到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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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选择样本的关键不是它够不够大，而是它是否足够多样化。如果样本来自一个跟整体关系
不大的子群体，那么它的数量就没有太大价值。比如说众所周知的盖洛普调查，媒体经常会在全国大
选中用它来预测竞选结果。要想了解全国选民对某个候选人或政治事件的看法，调查者们就必须从不
同的年龄、教育水平、性别、区域、职业、种族，甚至宗教中群体进行抽样调查，而相对来说，调查
者们就无须按照体重或发型等对选民进行划分了。只要分对子类别，然后从各个子类别中进行抽样，
哪怕样本数量不是很大，其结果仍然具有代表性——事实上，一般来说，在一次涉及几百万人的大选
中，盖洛普只需选1800人作为样本就足够了。 

注意，代表性假设不同于类比假设。类比假设是两个事物之间的横向对比，而代表性对比则是个体与
整体之间的纵向对比。换句话说，在进行类比时，人们关心的是“A”跟“B”之间能否画等号；而在
进行代表性假设时，人们会关心“a”能否跟“A”画等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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