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到底为啥你老爱说“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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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努力吧”，更想对辛劳一天
的你说：

你很辛苦，很累了，那么坐下来歇
一会儿，喝一杯不凉不烫的清茶，读一
点我的作品。

我曾经说过，我希望我的作品能
有益于世道人心，我希望使人的感情
得到滋润，让人觉得生活是美好的，
人，是美的，有诗意的。

——汪曾祺

比起“努力吧”，更想对渴望脱单
的你说：

生活正如一列火车，它不断向前
进。而这也正是它的迷人之处。

为什么呢？
因为火车的旅程总有尽头。漂泊

止于爱人的相遇。
——阿加莎·克里斯蒂

比起“努力吧”，更想对“相爱相
杀”的你们说：

结婚不是从此只有两个人面对
面，结婚应该是两个人牵手共同面对
这个世界。

——席慕蓉

比起“努力吧”，更想对“躺平了”
的你说：

起来，在清晨，料理春光，去种一
盆花，去栽一棵树，让希望破土。

——《夜读》

比起“努力吧”，更想对得过且过
的你说：

在港口的小船最安全，但亲爱的，
这不是造船的目的。

——弗雷德里克·巴克曼

比起“努力吧”，更想对沮丧抑郁
的你说：

有人喜欢你，就会有人讨厌你，你
要学着用“被人喜欢”的喜悦，去排遣

“被人讨厌”的不安。有人在乎你，就会
有人轻视你，你要懂得用“被人在乎”
的荣幸，去打败“被人轻视”的忐忑。有
人赞美你，也会有人批评你，你要尝试
用“被人赞美”的满足感，去为“被人批
评”的挫败感买单。

人生总是这样：有顺风顺水的时
候，也会有四处碰壁的时候，你要懂得
用“春风得意”时的自己，去拉一把“水
深火热”中的自己。

——老杨的猫头鹰

比起“努力吧”，更想对心事重重
的你说：

愿您一切都好，主要是，要高高兴
兴过日子，不要太费脑子去探究生活，
大概生活实际上要简单得多。

——契诃夫

比起“努力吧”，更想对一蹶不振
的你说：

大劫大难之后，人不该失去锐气，
不该失去热度，你镇定了但仍在燃烧，
你平稳了却更加浩荡。

——史铁生

比起“努力吧”，更想对“意难平”
的你说：

小时候觉得忘记带作业是天大
的事，高中的时候觉得考不上大学
是天大的事，恋爱的时候觉得和喜
欢的人分开是天大的事。但是如今
再看，那些难以跨过的山，其实已经
跨过了。其实人大抵无论做什么选
择都会后悔，大家总是习惯去美化
自己当时没有选择的那条路。可是
你我心知肚明，就算时间重来一次，
以当时的心智、阅历，或许还是会做
同样的选择。那么故事的结局还重
要吗？想来，人生就是一场享受过程
的旅行。“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回
头看，轻舟已过万重山。向前看，前
路漫漫亦灿灿。

——佚名

智慧树

不要总说“都行”
■酸蒜蒜

为什么人们在面对某些共同决策情
景时，老爱说“都行”？研究者给出了以下
几种解释：

1.人们担心在选择中透露自己的偏
好，受到他人的负面评价

人们不希望被自己独特的偏好定义，
有些较敏感的人可能会觉得：“如果别人
知道了我的偏好，别人会不会觉得我很奇
怪？不如不说了……”

2. 人们希望避免承担决策相关的责任
在群体决策中，如果决策方案没有收

获乐观的结果，即使这个方案是大家共同
敲定的，共同决策者可能仍会倾向于将主
要责任与过错推卸给提出该方案的人。为
了避免出现这种局面，大多数人选择了不
挑明喜好保持中立。

3. 人们担心这种偏好会对他人产生
一种决策约束

共同决策中，每个决策者的偏好都是一

个集合，为了尽可能扩大彼此偏好的交集，
可能需要共同决策者做出一些妥协。不少人
觉得，与其把皮球踢给对方，让对方来做妥
协，倒不如自己做全集，省了不少麻烦。

除此之外，爱说“都行”，其实背后也
反映了人们希望融入到群体中以寻求一
种归属感和身份认同。也就是说，如果隐
藏偏好更符合集体的共同价值理念，那么
我们会选择弱化自己的偏好，让自己不那
么出众。但代价就是：这在一定程度上则
削弱了人们对独特的追求，使人们不断趋
于同化。

总的来说，个人形象与利益及群体关
系是人们在共同决策中的主要考量因素，
多数情况下，人们也乐意为此做出一点小
小的牺牲。那么，难道在所有共同决策中，
人们都会认为保持中立是上上策吗？

显然不是。在特定的场景下，拒绝透
露偏好反而不是个好主意。

那么，在什么时候，共同决策要求人
们必须表明自己的偏好呢？

有学者提出了一个新的想法：参与
度，即决策的结果与决策者的联系，可以
直接影响决策者的行为。在这里，我们将
参与度简单地视作决策本身对人们的影
响大小，在不同的参与程度下，人们对待
选择的态度截然不同。

举个例子：
导师：大家觉得实验设计的A方案比

较好，还是B方案比较好？
如果你是大一来实验室帮忙打打杂

的（低参与度）：“我觉得都行。”
但如果这是你的研究生毕业实验设

计（高参与度）：“我觉得B好，有以下几个
理由……”

当个体在集体决策中参与度较高时，
由于这项选择对决策者的影响较大，人们
往往会明确表达自己的偏好，并整合各方
的个人偏好得到最优选。

但当个体参与度没那么高时，选择本
身的影响降低，人们认为共同决策可能影
响到他们与共同决策者之间的关系。此时
人们会为了避免潜在的冲突而隐藏自己
的偏好，展示出随和好相处的积极形象，
并希望通过牺牲一个无关紧要的选择权
来换取更和谐的人际关系。

无论出于什么动机，当你在共同决策
中没有说明自己的偏好时，共同决策者，
也就是你的朋友，其实可以察觉到你只是
没有将你的偏好说出来而已。

这种无偏好沟通可能会让朋友头大，
从而更难做出选择，因为他们可能需要花
费更多精力去推断你的真正喜好，从而做
一个权衡。并且，他们最终可能不会选择
他们真正倾向的选项。

其实，你不必考虑太多，与其总是隐

藏偏好去小心翼翼地迎合、随波逐流，不
如说出一个明确的偏好告知对方，包括反
偏好，也就是最不喜欢的选项。

不过，如果你是真的无所谓，那么可
以尝试采用更积极的表达方式来增强“都
行”的可信度。就像下次朋友如果问你“你
想吃什么”时，与其说“我都行”，不如说

“我都很想吃”。
最后，希望大家都可以勇敢地表达自

己的偏好。

生活不能太“样板间”

朋友：“你想吃什么？”
你：“都行。”
朋友：“你想去哪里？”
你：“随便。”
这是不是你？在选择的岔路口简单扔下一句“都行”，不仅省下了思考的脑力，还礼

貌地将决定权让给了朋友。听上去是个不错的说法，但很可惜，这只会让你的朋友觉得
你没有自己的个性，有些“机械性非人化”。

甚至机械性非人化，意思是行为具有机器人的特征，如冷漠、僵化和缺乏个性。“机械性
非人化”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

这些年，身边朋友晒新家的时
候，清一色的北欧风装修，开放厨房，
冷淡风电视墙，让我差点以为他们是
拼单了一套房轮流住。

我对友情最大的付出，就是忍住
不说那句：你们怎么都住样板间里
啊？

随着我忍得越久，却发现大家不
光是房子一模一样，看的剧、听的歌、
刷的面孔也都是大同小异。

看着名为网红小众，实则犹如
样板间一样的爆剧、热歌、主播、风
景……我才意识到：我们的生活，有
变成一个大样板间的危险。

这几年，我旅游的最大感触，全
国各地都有同一个网红古城。每个水
乡古镇，都是统一样式的青砖黛瓦，
不分时节的大红灯笼，混凝土的小
桥，墨绿色的流水。再往里走一走，无
非是草帽扇子冰箱贴，面筋烤肠高仿
鞋。街道的深处，必有一家小众打卡
书店，和一个80后、90后童年记忆馆。
竹筒奶茶码在窗台，狼牙土豆摊在屋
外，新疆的羊肉串弥散着香气，长沙
的臭豆腐让人回想起大学宿舍，一家
小吃店同时卖四五个地方的“正宗美
食”。

古镇没有想象力就算了，名人故
居也是越网红越雷同。一模一样的白
墙灰瓦，一模一样的石板路，一模一
样的湖水亭台，甚至就连室内的布
置，那都是一排方桌两张木椅。

而且每个景区好像都成了露天
摄影基地，出租服装的，卖道具的，甚
至还有提供群演的。排队两小时，摄
影5分钟，然后回酒店P图发朋友圈。

不变的滤镜、相同的文案，唯一
不同的就是定位地点。生怕有一点和
网上不一样的东西、有一点自己的想
法，毁了这次完美的旅行。

现在的影视剧也是样板间一样
的输出形式。

不管是仙侠剧、都市剧、穿越剧、
职场剧，都只干一件事，恋爱+出轨。

不管是都市励志、历史正剧、神话
幻想，都只有一种人设，有钱+有颜。

样板间生活最大的问题不是不
美，而是习惯了样板间以后，主观的
审美就会被拉低，客观的审美就会
被埋没。

王左中右

●能看穿你三方面的人值得信
任：你笑容背后的悲伤，你怒火里掩藏
的爱意，你沉默之下的原因。

●结如果实在打不开，你就把它
系成个花，其实生活就是这样。

●我们爱回忆，不是因为回忆里都
是美好，而是那些伤和痛已经确定。我们
不会再恐惧，即使未来是那么不确定。

●内心越来越坚强，生活才会越
来越轻松。

●生活中，丰富的极致是简单，绚
烂的极致是平淡。

开卷

这个决策和我关系不太大……

不说“都行”，那说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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