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經驗分享  聰明的你，必須記住在你決定任何事情時，但未反應或付諸實施前，先問自己，我

的決定是「理性腦」、「情緒腦」還是「原始腦」做出來的抉擇呢?如果不是「理性腦」戰超

過 80%，你可是要再三思了。 

「情緒腦」還有㇐個更危險的狀態，就是它會失控，而做出完全無法理性解釋的行為，尤其

是在「四個受不了」的挑釁下。 

新聞界中有㇐句話:「狗咬人不是新聞，人咬狗才是新聞!」那麼人咬蛇就是個瘋狂的

奇聞了。美國佛羅里達有㇐位 32 歲的男子與女友吵架，後來情緒失控㇐口咬斷㇐

條蛇的頭。真的很難理解和想像，怎麼會情緒失控到去咬㇐個活蟒蛇的頭。 

生活中常常會有㇐把無名火，惹了自己做出損人不利己的話語或行為，可見，情緒失控是常

見的。降低「情緒腦」的失控方法就是培養高的 EQ (Emotional Intelligence 或情緒商數)，但這

就是另外㇐個書本的話題了。在這裡，我們只要認知到「情緒失常」也是刺激他人，形成影

響力的㇐種手段，但要謹慎處理，因為它會讓人的言行到無法收拾的程度。 

所以，「情緒腦」是我們最需要控制和管理的對象，掌握了被影響人的情緒，基本上對方就

會在我們影響力下做出思考反應，並能自己合理化自己的在被影響下的言行了。 

《 四個受不了 》 

除了三個功能腦會運作出不同的反應或決定外，人腦的判斷力上還有四個受不了的「挑釁

點」，就像人的身體某些部位會受不了別人的搔癢㇐樣幾乎很難自我控制。當挑釁點被刺激

時，「情緒腦」會霸佔「腦內執行台」，「理性腦」會被壓制運作，而「原始腦」會有攻擊

或逃避的企圖，也就是不能理性思考。這四個天生的受不了挑釁點是: 

1. 受不了「壓力」 

原始時代的壓力來自生命受到威脅，「原始腦」快速分泌腎上腺素，讓我們立刻逃命或戰

鬥。現代人有更多受不了的有形和無形壓力。有形的壓力包括來自環境的壓力，例如: 在

危險的馬路上，在吵雜音量大的人群中，走在陰暗的巷弄中，等等。而無形的壓力來自心

裡的感受，例如:時間的壓力、人情的壓力、責任感的壓力、權勢的壓力等等。 



 

 

 

22 

面對壓力時，人會惶恐不安，「原始腦」主宰「腦內執行台」會想立刻解除壓力，於是不

會讓「理性腦」有執行思考的機會，而表現出病急亂投醫的狀況，也就是隨便無思慮的反

應，直到壓力解除。 

經驗分享  我在做「魔鬼藏在細節裡」的幹部教育訓練時，我都會在㇐開始講課前，每個人都

發㇐張簡單的算術考卷總共有十二道題目，然後告訴受訓幹部說:「我要測試大家的基本算術能

力，看誰能在三分鐘內完成這張考卷。」於是大家在時間的壓力下看到題目就立刻作答，但都

會給錯答案。因為大家都忽略了考卷開頭的文字說明:「因為時間匆促下出題，全部題目的加號

都印成除號，所以請先更正後再作答。」人在時間無形的壓力下，是不會注意細節的。 

美軍盤問戰犯的方法有: 大聲吼叫或聲音，強烈的燈光，剝奪睡眠、⾧時間盤問、用

咬人犬製造恐慌等等。這些製造壓力的方法，都讓人受不了而投降、聽從施壓人的

意願行事。 

經驗分享  每個人的無形壓力來源不同，反應也不同，但壓力是可以透過訓練來減壓的。最簡

單的方法就是預想經歷過壓力的後果。也就是讓「原始腦」和「情緒腦」先知道後果，之後它

們就習以為常不再激烈反應了。所以，任何事情感覺到壓力時，只要先預測最差的結果為何，

而能承擔此結果，那麼就能減壓了。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巴頓將軍在發動聯軍諾曼第登陸前對沒有實戰經驗的士兵們說:

「你們不會全部死去。只有百分之二的人會在大戰中喪生。每個人都會在第㇐次出

動時感到害怕，如果他說他不怕，他是個十足的騙子。但真正的英雄是即使會害怕

也會戰鬥的人。…. 真正的男人永遠不會讓恐懼壓倒他的榮譽、責任和男子氣概。」 

2. 受不了「好奇」 

好奇就是對不明的事物有「求知」的慾望。遠古狩獵時期，人們養成對周圍環境的敏感度，

對所有的動靜，都立刻想知道是食物或是危險到來。假若置之不理，可能錯失飽餐的機會

或招到生命危險，所以非知道不可，於是「好奇」便成為人的天性。 

經驗分享  引起好奇心的問題，最容易開啟陌生人之間的交談，例如:你覺得是先有雞還是先有

蛋? ㇐邊痛苦萬分另㇐邊興奮無窮的運動是甚麼? ㇐隻從不洗澡的狗為什麼不生跳蚤? 或是其他

腦筋急轉彎的問題。 



 

 

因好奇讓人受不了，所以對「外來刺激」和「事件結局」都有想知道、參與和打破砂鍋問

到底的強烈好奇意念。 

「外來刺激」包括各式各樣好的刺激(鼓勵)或壞的刺激(威脅)。「人們會對刺激做出反應」

是經濟學的重要原理之㇐。如果這個刺激是會「失去」已經擁有的東西，則立即產生反制

的動作(下㇐個受不了將再深入談人類受不了「失去」的挑釁點)。如果是好的「獲得」刺

激，人們則會好奇地採取追求行動。舉凡商店的折扣，銀行的高利息存款、低利率貸款、

所得稅的可扣除額、附帶的銷售獎金及傭金、獎品及獎狀、甚至口頭的鼓勵都是人們會被

驅動的外來刺激。 

2022 年 3 月高雄市為振興旗津地區的觀光產業，推出搭渡輪送百元「旗津卷」的

優待活動，希望引來外地的遊客到旗津坐船、觀光和消費。沒想到居住在旗津的⾧

輩們卻因坐船原本對他們就是優待免費的，所以他們每天多次排隊搭渡輪來拿百元

「旗津券」，佔了市政府的便宜。 

百貨公司的周年慶都會舉行大減價又附贈品，於是精打細算的人們平常都不買某些

貴重的化妝品，就等周年慶時㇐次將全年份的消耗量㇐次買盡，也是㇐樣的道理。 

「事件結局」是對事件的未知結局，有絕對不可控的好奇造成的不安情緒。狩獵時期，對

生活環境的任何風吹草動都要好奇地去查看，若沒有查明是好是壞，會產生危機感，假如

是危險動物的靠近，而沒有排除危機到沒有危險的結局，更會坐立不安的恐懼。現代人也

㇐樣，受不了沒有結局的事件。於是看連續劇必須追劇、讀小說必須先翻到最後幾頁看結

局、球賽要看到最後的輸贏、出門採購不能空手而歸、工作專案必須要有結案、最討厭沒

有答案的問題和話說㇐半的懸疑狀態、等等非要有結局的心態。 

話說有㇐天清朝禮部尚書 紀曉嵐要進宮面聖，被㇐位太監阻攔，要求他必須講個笑

話才能讓行。紀曉嵐沒辦法只好說: 「從前有㇐個太監」然後就停頓著。好奇的太監

受不了便問:「下面呢? 下面呢?」，這時紀曉嵐笑了笑說：「下面沒有了!」 

經驗分享  判斷旅遊經驗的好與壞，通常取決於最後㇐段旅程的感覺。所以，事情再怎麼困難，

若最後的結局是好的、完美的、快樂的，都會覺得充分滿意。反之，過程再怎麼完美與快樂，

結局是事與願違都會覺得失意。 



 

 

 

24 

經驗分享  想引起別人的注意或關心，最簡單的方法就是突然中斷平日例行的事或故意未完成

任務，這絕對引起周圍的人或老闆的好奇。當然你的目的是引起注意和關心，不要反而引來不

良後果。例如，青春期的人，常會故意晚回家來引起父母的注意。員工也會故意遲到早退來引

起老闆的關心。 

3. 受不了「失去」 

深怕「失去」也是人性判斷力的嚴重缺點。狩獵時期，人們的食物來源有限，失去獵物或

沒有採集到食物，將有致命的威脅，於是「得」與「失」會有不同程度的認知。人們對

「失去」的恐懼會比「獲得」喜悅更敏感更重視，所以，罰款、禁止、警告和體罰會比獎

金、特許、讚美和獎勵更快速有效。 

人是非常怕「失去」的，即使是將要失去的東西毫無價值，也捨不得丟棄。㇐旦失去，如

果還有機會取回，更會不計代價地極力挽回。甚至也會對尚未到手的東西深怕失去，因為

已經投入追求的時間或精力成本了。賭博和招標式的買賣就是利用這個人性的弱點，人們

常常因為感覺就快到手了而持續瘋狂地加碼。經濟學家將這已投入但不能回收的成本稱為

「沉沒成本」，理智的人本應該就放棄沉沒成本，但人們因為害怕失去，反而投入更多的

成本。 

死神託夢給㇐個巫師，告訴他明天祂要來村內取走三個性命。第二天醒來，因為死

神沒有說要取走哪三人的名字，於是，巫師只好四處奔走告訴全村的人，以便全村

的人小心預防。第二天晚上，巫師再次遇到死神，巫師很生氣地質問祂說:「祢說只

取走三人的性命，為什麼今天我們村里總共死了十個人?」死神回答他:「我是只取

了三個人的生命，其他七個人是被你嚇死的。」 

人們對「失去」的動機會比「獲得」更強烈，在運用在影響力的步局技巧時，相當有效。

但要慎用之，因為「失去」的感覺相當難受，會帶給人負面的印象。 

經驗分享  任何改變會影射將會失去目前的現狀或既得利益，所以人們會怕改變。在需要他人

改變時，要強調會有更多的收穫，同時有降低失去的風險的保證，人們才會走向改變的路程。 

2017 年台灣銀行的㇐年定存利率才到 1.065%。而退休公務員享有 18% 退休金優

存利息，這對㇐般民眾而言有極為嚴重的相對剝奪感。於是政府推動改革，自 2018



 

 

年起分六年逐年降低利息到了 2025 年後仍維持高於㇐般人的優厚 6% 存款利息。

2023 年二月台灣銀行的定期存款最高利率是 1.535%。雖然這個改革仍然有相當優

越的利息，但從 18% 降到 6% 實在失去太多，引起許多既得利益者反對到處抗爭，

因為人對於「失去」是極為痛苦的事。 

4. 受不了「計較」 

人類思考的方式由「比較」開始，然後經過㇐連串的反覆「比較」再來做判斷，這是人腦

的活動方式。㇐旦有比較，「計較」會隨之開始。有了「計較」就有得失，因受不了「失

去」於是更加「計較」了。 

古希腊神话故事：有㇐位力大無窮的人叫海格力斯。有㇐天，海格力斯在山路上行

走時，發現路中間有個袋子擋住了去路，於是便踢了它㇐脚。誰知那袋子不但没有

被踢開，反而在原地膨脹起來。海格力斯有點生氣，便狠狠地踩了它㇐脚，想踩破

它，可是那東西非但没被踩破反而再加膨脹了。海格力斯惱羞成怒，拿起㇐根粗木

棒狠砸那袋子，没想到那東西竟然又數倍地膨脹起来，把路都堵死了。㇐個路過的

聖人，連忙跟海格力斯說:「朋友，快别動它、忽略它，不計較它，離它遠去吧！它

叫仇恨袋，你不計較它，它便縮小如當初；你的心裡老記著它，侵犯它，它就會膨

脹起来，擋住你前進的路，與你敵對到底！」 

下㇐章「步局-執行巧門之起手式」將更詳細討論「比較與計較」用於操作影響力的步局。 

經驗分享  想學好新東西，必須要有四個心理準備:  

(1). 「壓力」- 對學習新知沒有恐懼的排斥感的壓力，便能虛心受教。 

(2). 「好奇」- 對這個新知識感到十分地好奇，你會想學到底。 

(3). 「失去」- 害怕沒有這個新知會帶來的惡果，你會積極地學好。 

(4). 「計較」- 不計較新知好壞處或需要的時間精力，你會有耐心地學成。 

 

小孩子學新語言比大人快速的原因: 

 

 小孩 大人 

「壓力」 沒有壓力，不排斥學習 有壓力，怕學不好 

「好奇」 對新語言感到好奇，想學習 對新語言不好奇，只是因為工作或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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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而被迫學習 

「失去」 怕失去這個語言就不能與其他人溝

通了 

已經有語言溝通了，不怕失去第二外語

的能力 

「計較」 天真，不計較新語言的好處 算計，對新語言好處感到懷疑是否實用 

如果我毫無原由地要你從現在開始「不要再想某㇐件事」時，例如: 「現在不要想吃蛋糕」。

你的心中㇐定因為「好奇」為什麼不能「想吃蛋糕」?而耿耿於懷地產生「想吃蛋糕」的壓

力。接著，你會怕「失去」「想吃蛋糕」的權力? 最後，你會「計較」憑甚麼就要聽這個不

去想吃蛋糕的指令，於是你的負面情緒被挑起，心中就會「只想吃蛋糕」而容不下其他需要

理性思考的問題。四個挑釁點就會這麼容易被激起來影響情緒。 

「壓力」、「失去」、「好奇」、和「計較」四個受不了的「挑釁點」被刺激時，形成判斷

力的弱點再加上「原始腦」、「情緒腦」、和「理性腦」三個功能腦各自基本需求「安全穩

定」、「身份地位」和「公平自治」的不滿足時，造成判斷力的盲點，便會受到影響而產生

許多思考與認知的偏差，例如: 情緒性的思考危機，情緒性的思考偏見和直覺式的思考偏見。

我們將在接下來的三個小節㇐㇐討論。 

《 情緒性的思考危機 》 

在情緒的干擾下，想要有理性的思考是非常困難的，因為情緒來時，「情緒腦」會㇐直霸佔

著腦內控制台，「理性腦」被壓制，這時「判斷力的盲點」便產生，很容易被外界利用來影

響你的思考與判斷。 

有六種危險的情緒性思考情況: 

1. 當「情緒腦」處於負面情緒(生氣或憂傷)時，人們會不查明原因，做出不顧後果或損人不

利己的決定。 

人在憤怒的時候，智商是最低的。 

經驗分享  激怒對方是在談判、交易與法庭攻防時常用的手段，被激怒的㇐方，往往做出㇐定

會後悔的反應或決定。不過通常結果不會是雙贏的局面，所以要謹慎使用這個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