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幸存者偏差-幸存者倾向与生还故事的错觉
<p>在统计学中，幸存者偏差，又称为“幸存者的偏见”或“生还者的
偏差”，是一种常见的错误推理方式。它指的是人们往往会过分关注那
些成功逃脱灾难、事件或者其他不利情况的人，而忽视了那些失败或遇
难的人。这种现象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尤其是在讲述惊险故事
时，更是显而易见。</p><p><img src="/static-img/tHYoQeK_mYfy
jOt6w4oDusfqh_wLtoMiLKf866EYy57rtdfbXg3gV2LmrdDEMMxR.
jpeg"></p><p>例如，在一次森林火灾中，一位幸存者描述了自己如何
迅速找到避难所并安全逃离。而另一位同样遭受火灾侵袭的家庭成员却
悲剧地丧生。这两个人物虽然都经历了相同的事情，但他们的命运截然
不同，却只有第一位人士的故事被广泛传播，因为他是幸存者，我们更
容易听到和记住他的生还故事。</p><p>这类似于电影中的一个典型场
景：一群人在海上漂流，被困无助的情况下，只有几个人最终被救起，
这些救出的船员通常会成为媒体和公众关注的焦点，他们将自己的经历
作为励志演讲，并写作书籍分享经验。而其他未能获救的人们则默默无
闻，他们没有机会分享自己的故事，所以很少有人知道他们曾经存在。
</p><p><img src="/static-img/CTSwOCg3XpujWtZw9z934Mfqh_
wLtoMiLKf866EYy56xJsXi1GSlmc_O6ZcQjgLp2DuAudVpekc-1RLr
C9EXfR0N28hIysANvBzX3e9T1lAXThLCBn5jlCXAmEsQKAcUR_Yo
PEjkohxcpXf3uNvPtQ.jpg"></p><p>此外，社会媒体上的讨论也体
现出这一现象。在一系列自然灾害发生后，比如地震、飓风等，不仅新
闻报道更侧重于那些得以安全撤离的小区居民，还有很多社交平台上用
户分享他们紧张刺激的情境，从而形成一种文化现象，使得人们更加关
注“胜利”的个案，而不是失败或受伤者的悲惨结局。</p><p>然而，
如果我们只听取这些成功转化为正面力量的话语，我们可能会误以为世
界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地方，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坚韧不拔来克服一切困难
。实际上，这种观点忽略了大量数据显示，即使采取同样的行动，有些
人依然无法生还。这就是为什么统计学家们强调需要看到整体数据，而



不是只看个别案例，因为单一案例并不代表整个分布的情况。</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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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带来了挑战，但我们仍需努力保持客观冷静，以全面的视角来分析
问题，不要让情感和意愿影响我们的判断。此外，对于所有人的生命，
无论是否出现戏剧性事件，都值得尊重与纪念。</p><p><a href = "/p
df/846295-幸存者偏差-幸存者倾向与生还故事的错觉.pdf" rel="alter
nate" download="846295-幸存者偏差-幸存者倾向与生还故事的错觉
.pdf"  target="_blank">下载本文pdf文件</a></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