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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常人们在评论设计大师的作品时往往只谈优点，不论缺点，导致无法客观全面地认识和分析某些作品。

本文从心理学角度出发，通过分析从众心理的主客观两个角度、晕轮效应以及马太效应的成因，探讨这

些心理效应所引起的个体与群体的认知偏差并给出相应解决方法。个体需要正确认识这些心理效应对认

知的影响，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并学会运用批判性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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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enerally, when commenting on the works of design masters, people only talk about the advantages, 
regardless of the disadvantages, resulting in the inability to objectively and comprehensively un-
derstand and analyze the products. The article analyzes it from the psychological angle, explores 
the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perspectives of conformity, the causes of halo effect and the Matthew 
effect, discusses the cognitive bias between individuals and groups, and gives the relevant solutions. 
Individuals need to correctly understand these psychological effects, cultivate the ability of inde-
pendent thinking and learn to use critical thi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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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皇帝的新装”讲述了一位皇帝被两个骗子愚弄，穿上了一件根本不存在的新衣赤裸裸地举行游行

大典的故事，讽刺了皇帝的愚蠢、大臣的虚伪无知和民众的人云亦云，褒扬了童言的纯真无忌；故事中，

大臣及民众的附和都是缺乏自身独立思考能力的体现，反映出人在面对看不懂的事物时习惯于追随他人

的观点，来掩盖自己的“无知”。 
而在设计评论中也存在类似情况，个体在评价名家作品时，往往会基于人们对名家已有的看法， 只

见优点不见缺点，出现人云亦云的情况。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皇帝的新装”现象？本文尝试从心理学角

度探究这中现象的成因。 

2. 晕轮效应导致的个体认知偏差 

心理学家爱德华·桑代克认为，人与人在交往时，对方某个特别突出的特点和品质会掩盖人们对其

其他品质和特点的正确了解。因此，人对事物或人的认知与判断基本上是从局部出发，而后扩散得出整

体印象。个人容易在大师身上触发晕轮效应，一方面，个体抓住事物的个别特征，并不能反映事物的全

貌，但是惯性思维会习惯从特殊推向一般、由部分推及整体[1]，大师的光环会让人容易认为其作品完美

无缺。另一方面，晕轮效应通常发生在对该事物不够了解的阶段[2]，而该阶段会受感、知觉表面性、局

部性和知觉选择性的影响[3]，导致个体将并无内在关联的两者联系到一起，断言有这必有那，使得实质

内容被外在形式掩盖。此外，晕轮效应的泛化性使得人们对大师的认可，会连带形成对大师作品的肯定，

这也就是所谓的爱屋及乌。个体基于个人喜好而将某人或物看得完美无缺，对其有着高度地认同和崇拜

[4]，导致评价某人或物时有失偏颇。 
正如罗伯特·西奥迪尼在《影响力》一书中提到的“一致性”原则，人的潜意识里保持着各种观点、

立场和看法的一致性。当我们正面评价某事物时，潜意识会忽略该事物的负面评价。例如社会已经对某

设计大师做出正向评价，人们会下意识地排斥负向信息。而“一致性”原则又会导致选择性“失忆”的

出现，对某些东西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只看到事物的优点，忽略缺点。选择性“失忆”和“一致性”

原则两者形成正反馈，互相强化，使得认知的“光晕”越变越大[5]。 
深泽直人是日本著名设计师，他所设计的纸篓打印机，如图 1 所示，纸篓和打印机放在一起是为了

方便处理打印错误的纸张，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方式是否在鼓励丢弃，如果把打印机和纸张的再

利用装置放在一起，是否更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因此个体在评价产品时，不能只局限于一个角度，需

要多维度思考。再如这款壁挂式 CD 机，如图 2 所示，这是他“无意识设计”理念的代表作。他在设计

该产品时，更多考虑的是人们对拉绳的怀旧心理，却忽视 CD 机“播放音乐”这一基本功能。在这款产

品中，由于扬声器是围绕 CD 盘排布，调高音量会影响 CD 旋转时的平衡，引起震碟，从而导致一定的

卡顿；同时，完全开放的设计，很容易出现落灰，影响正常使用。可见名家设计师的产品也并不是完美

无缺的。我们在看待事物时，需要辩证地具体分析，在评价时也应当充分了解优缺点后再下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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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Wastebasket printer 
图 1. 纸篓打印机 

 

 
Figure 2. Wall-mounted CD player 
图 2. 壁挂式 CD 机 

3. 从众效应导致的群体认知偏差 

除前文所述由个人产生的认知偏差外，群体引发的认知偏差更为普遍。“从众”一词来源于进化心

理学，是指个体在他人行为的基础上去构建出一种“规范”[6]，来决定对自身合适的或正确的行为，当

群体一致性的压力影响到个体时，个体会放弃自己的意见或者违背自己的观点，使之更接近群体[7]。进

化心理学认为从众是人类为了保护自己而形成的一种心理现象，是人类在进化过程中保留下来的一种本

能。这种本能被称为“适应器”，其实质是为了“适应”当时的环境[8]。 
通常而言，人们从众是为了获得集体赋予的安全感[6]；其次是因害怕承担不合群而导致的社会排斥

[9]。在设计评论中这种心理尤为常见，一个设计作品，当群体普遍肯定时，作为个体，往往会追随群体

做出正面评价；当个体在持肯定意见的群体中持否定意见时，容易遭到该群体的强烈拒绝，而这种拒绝

会引发从众压力，压力值越高，越容易引发从众行为，反之亦然[8]。因此，群体之中个性会被共性湮没，

个人会更轻易地接受群体的暗示[9]。 
从众心理有利于人类文明的传承和社会的正常运转，并且能够促进个体道德社会化[10]，但从众的负

面影响会让个体丧失自主思考能力。例如建筑大师赖特设计的流水别墅，如图 3 所示。该建筑利用溪流

这一自然环境进行设计，因地制宜，改变了人们对现代建筑是孤立于自然环境的空间形态的认识，取得

了巨大的成功，但实际上它也存在着比较大的缺陷。流水别墅坐落于熊跑溪上游，流水声从未间断，并

且房间常年潮湿；雨季到来使溪流变大、雨水倒灌，水流从楼梯蔓延进建筑内部，导致别墅无法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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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的本质是居住，然而社会主流常夸赞流水别墅的美学价值，却忽视了实用价值，社会评价已经定型，

从众心理使得个体附和群体观点，个体缺乏自身的思考——居住与美观应当同时追求，过分强调美观反

而舍本逐末。这种不加思考地盲目从众导致评价中个体思维缺失，而这种消极从众又抑制个体思维，使

得对作品的评价和观点趋于一致。 
 

 
Figure 3. Fallingwater 
图 3. 流水别墅 

4. 思维“惯性”引起的认知偏差 

从认知的时间维度来说，一只一直涨的股票，容易被投资者认为会一直涨下去，与之类似，我们的

思维也有“惯性”，这就是思维定势。思维定势是由积累的思维活动经验和已有的思维规律，在反复使

用中所形成的固定思维认知。大师之所以成为大师，说明他的设计作品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和推崇，而这

种推崇也是对权威的服从，思维的惰性使我们倾向于去做更容易而不是更准群、更费力的决定[5]。在设

计评论中，我们更倾向于沿用已有的评价，不自觉遵从权威的判断，而不是重新思考得出新的结论。当

我们习惯于使用过去的认知和判断来评价同一个人或事物时，这种旧认知会成为针对思维的“桎梏”[11]。 
以大师级设计师的原研哉为梅田医院设计的导视系统为例，如图 4 所示，标识系统采用了布料，布

料的质地传达出一种柔和的空间感觉。整体上营造出医院清洁干净的氛围，但将过去对原研哉设计的肯

定沿用到该设计的评价上将有失妥当，如图 5 所示，导视系统仅用白红两种颜色，白底红标对比强烈，

容易引起情绪的紧张，此外，在医院环境中，红色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血迹，从而引发心理不适。 
 

 
Figure 4. Umeta hospital guidance system 
图 4. 梅田医院导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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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 Umeta hospital ground guidance system 
图 5. 梅田医院地面导视系统 

 
类似个体思维的“惯性”，由罗伯特·莫顿提出的马太效应也具有一定的“惯性”特点。日常生活

中，用户在选择商品时往往会选择一些知名品牌，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马太效应的心理暗示。莫顿认为：

“对于不知名的研究者，声名显赫的科学家通常能得到更多的声望；即使他们的成就是相似的，在一个

项目上，声誉通常给予那些已经出名的研究者”，即“强者愈强，弱者愈弱”[12]。一群设计师当中，初

始表现的差异会出现比较优秀的设计师，他们容易受到更多的关注，从而形成一个良性循环[13]；正如上

述所提到的几位设计大师，他们成为设计圈的知名人物后，大量的认知、肯定和名誉向他们靠拢，用户

的选择天平也逐渐偏向他门，并且用户的视野也逐渐被他占据。 

5. 独立思考与批判性思维的合理运用 

不可否认，大师的作品往往比较优秀，有着独特的设计理念和风格，但是在对其设计进行评价时，

也应当理性客观地进行分析，不应只谈优点，更不应将其无限放大。在面对这些心理效应时，应当放平

心态，正确面对。 
从众是一种很普遍的社会心理现象，理性的合理从众是个体社会化的一条重要途径[10]；而感性的盲

目从众会禁锢思维，容易抑制个性发展，扼杀创造力，使人变得无主见和墨守陈规[14]，因此在评价时做

到独立思考，才能得出客观全面的评价。 
对于晕轮效应的负面影响，个体需要具有批判性思维，不能先入为主，评论某个设计或者某种现象

时，个体需要保持对认知与判断的警觉意识，做到相对充分的了解[15]，不能让他人的判断来影响自己的

想法，要有通过自己的思考得出结论的能力与意识。只有这样，才可以做到不盲从、有主见和理性化[16]。 
最后，思维定势普遍存在，个体可以抛弃旧有的思维模式，跳出原有框架，重新收集和分析信息，

多角度进行思考，形成良性的思维运作方式。尊重权威无可厚非，但是对权威过度、盲目的崇拜便会引

起负面的结果。个体需要具有敢于破除权威定势的勇气与自信，不因他人的否定，随意放弃自己的观点。 

6. 结论 

从进化角度来说，从众和思维惰性本身有一定的合理性，这是生物进化的策略；从概率上来说，群

体决策具备更高的可靠性，这是节约生命能量、提高生存效率的适应行为。人们需要正确认识这些心理

效应，辩证地看待问题，要有主见，灵活地运用批判性思维，就像《皇帝的新装》中，单纯勇敢的孩子

最终揭露了这件不存在的新装一样。我们要做到像孩子一样思考，勇于表达自己的想法，也正如乔布斯

在斯坦福大学毕业演讲中提到的那样：“Stay hungry，stay foo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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