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某一個夜晚，

我們六歲與八歲的

女兒坐在車子的後

座，在路上討論我

們要去觀賞一場稱

為「魔術師」的表

演。由世界頂尖的

七位魔術師演出。

大家爭議的話題包

括會是真的展現魔

術或只是騙術。

我們的小女兒

就問「他們把人切

成一半，那如何儲

存血在體內呢？」

她是信以為真，認

為真的是有魔術。

她的姐姐較為聰明，她才不信這一套。她說

「簡單啦」「無非是用機器人」她轉動她的眼

珠示意明顯就是這樣。

在表演當中，的確地，我們看到這樣的情

節，一個人站起來，一點不假，他只有一半的

身體。他的上半身的軀幹擺放在一張桌子上，

而他雙腿走下舞台。他的上半身放在輪椅，在

我們前面活生生地到處走動。很顯然地，它不

是機器人。那它是什麼？我們沒有人能夠想像

出來。即使我們能夠發覺它如何做到，我寧願

不去探其究竟。因為在這個意識上，那兩位女

孩是對的：有真正的魔術，也有騙術。魔術其

實是讓你驚訝贊嘆於

你如何被騙的技術。

那就是為什麼我們會

去觀賞「魔術師」的

表演。

人容易受騙。

如真的如此，大部分

的政治生涯會是很短

暫的。在我們自己文

明的進化中，我們有

容易受騙的特性，它

扮演一個重要的角

色。歷史學家尤瓦

爾‧諾爾‧哈拉瑞

Yuval Noah Harari 在

他的一本書 Sapiens

「人類簡史」A Brief 

History of Humankind辯稱農業革命是用植物

玩弄人類的一項騙術。小麥，稻米，以及馬鈴

薯加上它們所有可口的調味料，驅使我們使用

狩獵採集的生活形態，在這個地球上到處散佈

它們的基因，以換取更為艱辛的耕種方式。小

麥來自大於英國面積十倍的土耳其廣大的草

原。我們得意地告訴我們自己，我們用農業征

服了自然。孰不知，哈拉瑞說，這實在恰好相

反。這些植物馴化主宰了人類，而並不是人類

馴化主宰植物。

欺騙也許不全是壞事。我們有些實際的

例子，譬如沮喪並非現實的曲解想法所帶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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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ne evening, sitting in the 
back seat of the car, our 
two girls, ages six and 
eight, were discussing the 
show we were on our way 

to attend. Called The Illusionists, it 
featured seven of the world’s top 
magicians. The debate consisted of 
whether there would be real magic 
involved, or just tricks.

“When they cut the man in 
half, ” our younger daughter asked, 
“how do they keep the blood in? ” 
She was convinced there was true 
magic. Her older sister, a little 
wiser, wasn’t buying it. 

“Easy, ” she said. “R-o-b-o-t. ”  
She rolled her eyes at how obvious 
this was.

During the show, sure enough, we came 
to the part where a man – standing up, no 
less – was sawed in half. His torso fell onto 
a table, while his legs walked offstage. His 
top half was wheeled around before us, 
perfectly animate, perfectly alive. 

It was clearly not a robot. Yet what it 
was, none of us could imagine. And even 
if we could have found out how it worked, 
I’d almost rather not. Because in a sense, 
both girls were right: There was real 
magic and there were tricks. The magic 
is in wondering how you were tricked. 

That’s why we go to see performances like 
the Illusionists’.

Humans are not hard to deceive. If we 
were, most political careers would be 
much shorter. Our gullibility has even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our own evo-
lution. In his book, Sapiens: A Brief His-
tory of Humankind, historian Yuval Noah 
Harari argues that the agricultural revo-
lution was a trick played on humans – by 
plants. Wheat, rice, and potatoes, with 
all their delicious flavors, enticed us to 
spread their DNA around the planet by 
trading our hunter-gatherer lifestyle for 

a much tougher farming one. 
Wheat went from being a wild 
grass in Turkey to covering an area 
of the earth 10 times the size of 
Great Britain. We like to tell our-
selves that we conquered nature 
with agriculture. But, Harari says, 
the opposite is true: “These plants 
domesticated Homo sapiens, rather 
than vice versa. ”

Deception may not always be a 
bad thing: There’s some evidence, 
for example, that depression is the 
result not of a distorted view of 
reality but of an all-too-clear one, 
known as “depressive realism. ” Do 
hope and optimism actually re-
quire a certain amount of self-

deception? Psychologist Joanna Starek 
found that athletes who scored higher on 
measures of self-deception also per-
formed better, suggesting that sometimes 
you may have to trick yourself into believ-
ing you can do something before you can 
do it. And if what you’re trying to do has 
never been done before, you must first 
deceive yourself into believing it can  
be done.

There is, of course, a dark side to self-
deception: Our beliefs and biases blind us 
to things we need to see. As the philoso-
pher Friedrich Nietzsche once observed, 

Beyond belief
What happens when what you know turns out to be wr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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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以置信

當你所知的事出了差錯，接下來將如何？

譯自 2015年八月份英文扶輪月刊
作者：Frank Bures

台北大安社前社長鍾鶴松 PP Harrison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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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而是所謂「沮喪現實主義」depressive 

realism所立論全面揭露之結果。是否希望與

樂觀主義需要某種程度的自我欺騙？心理學家

瓊安娜‧史坦瑞克 Joanna Starek發現在自我欺

騙的測試得到高分的運動員能夠表現得更好，

所以她建議有時也許你必須欺騙自己，在做事

之前，相信你能夠把事情做好。而且，如果你

想做的事情是以前從來沒有做過，首先你必須

欺騙你自己，相信你能夠做到。

當然，自我欺騙有黑暗的一面： 我們的

信仰與偏見蒙蔽我們需要觀察的事物。正如哲

學家弗里德里希‧尼采 Friedrich Nietzsche所

觀察的：「深信不疑是比謊言更為真實無欺的

危險敵人。」政治學家布倫丹‧奈恩 Brendan 

Nyhan與賈森‧雷夫勒 Jason Reifler做了一系

列的實驗顯示這是多麼準確的事實。我們大家

都有偏見與意識形態，而那些足以導致我們甚

至對於基本的事實變成嚴重地誤傳資訊。在許

多不同的研究中，奈恩與雷夫勒以新聞文稿

方式經驗法則，提供人們正確的資訊，意在

改正錯誤的觀念訊息──譬如巴拉克‧歐巴馬

Barack Obama是穆斯林，米特‧羅姆尼 Mitt 

Romney在國外提供就業機會，減稅以增加國

家財務收入，麻疹、腮腺炎、風疹等疫苗引起

自閉症。所有這些表述說法都是錯誤的，所

以更正這些錯誤應該是提供人們正確的資訊這

項簡單的一件事。但是，換為魔術師，事情並

不是如此。奈恩與雷夫勒所發現的是提供正確

的資訊時常會有反效果： 人們反而相信錯誤的

資訊甚至更為聳動有感。他們稱它為「逆火效

應」而其不為人知的理由至為複雜。理由之一

是理念相同的人為他們自己結交的朋友以及他

們來往的媒體所創造出來的。另一個理由是預

設立場有關。奈恩說「在既有的任何情況下，

你有某種程度的偏好觀點左右正確的結果。他

們稱之為準確的預設立場。而且你也有某些心

態想要其結果，就是你希望它成為事實。」我

們每一個人都有意識形態──它是一種自我意

識想要他人配合運作──我們想要資訊言論脗

合貼近那樣的框架。當我們看到所呈現的事實

並非契合如意，或者更遭的是與我們的理念相

左時，我們經常是選擇消滅它們，而不是重新

檢討考量我們的原先的設想立場。

畢竟，每次我們在一些事情上有所失誤

時，誰會有時間與精力提出新的理念想法呢？

當我們的信念體制開始分崩離析時，就會有一

陣子的慌亂隨之而來。這很容易有一套簡明的

制度，用來告訴你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的。

然而，每在關鍵時刻，就更加的困難去探究是

否你可能是錯誤的。

最近，奈恩與雷夫勒開始研究對應「逆

火效應」的方法。我們看起來有效用的策略

是用圖表來提供正確的資訊而不用文字的敘

述。另一項措施就是他們所稱的「證實確認

Affirmation」──將主題寫成一篇文章說明其

對他們價值的重要性，或是當他們真正地覺得

對他們有益的時候，再加「證實確認」。採用

後者的方法可在若干主題當中 (並非所有主題 )

增加其正確的比例。基本的想法是由於確實認

定我們的價值與自我肯定，我們就不會因為不

利我們信仰的資訊之衝擊而感覺到同樣程度的

「身份地位不定」。知道我們自身的價值，使

我們對於不利我們的新資訊，讓我們更加開放

豁達。

對於這項左右為難的情況沒有輕而易舉的

解決方法，在我們的生活中也沒有神奇的魔術

可以預知我們會遭逢幾多的悲歡離合，陰晴圓

缺。然而，甚至我們沒有任何人能夠看到這世

界總會是完美的準確無暇──也無法事事如吾

人之所願。在這個意識上，我們每一個人在我

們自己的人生舞台就是一名魔術師。這秘訣其

實就是要知道什麼時候要勇敢地揭開騙術上的

紗布，什麼時候不予理會，這只是舞台上的奇

妙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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