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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有四位颇具姿色的美女和一位真正的绝色美女走进了酒吧，她们不知道的是，酒吧的一角有四个
男生正对她们虎视眈眈。
其中一个名叫纳什的男生教他的三个男同学该怎样去讨好这些女生。
纳什说，在正常情况下，四个男生会同时对那个绝色美女展开攻势。
但他认为，采取这种策略并不聪明，因为所有男生都追求同一个女生，他们会互相牵制，到头来可能
没有一个人能如愿以偿。
纳什预言，如果四个男生被绝色美女拒绝后才去追那四位颇具姿色的女生，那么这四位女生就会因为
成为别人的“第二选择”而恼火，于是她们也会把这些男生一脚踢开。
所以纳什提议说，为了避免两头落空，他们应该一起冷落这个绝色美女，转而去追求那四位颇具姿色
的女生。
　　以上这一幕就是美国环球公司于2001年发行的电影——（《美丽心灵》中的经典情节。
而这个献计的男生也就是该片男主角、现代博弈论的先驱——约翰·纳什。
该片艺术地再现了约翰·纳什传奇般的人生经历，漫谈式地讲述了纳什如何运用博弈理论来指导自己
的生活，从而取得科学家的最高荣誉——诺贝尔经济学奖。
他让全世界的观众为之震撼；他也让全世界的观众意识到，博弈时时存在，而且它就在我们每个人的
身边；他更在全世界掀起一股学博弈、用博弈的热潮。
　　事实上，博弈过程本来就是一种日常现象。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每个人的行为对他人的利益影响很大，每个人的利益又受到他人行为的很大影响
。
这种斗智斗勇的过程，固然面临不确定性，但其中也有规律可循，这就是博弈论。
博弈论就是讨论人们在博弈的交互作用中如何决策的学问。
　　博弈论的应用范围非常广。
它已经被广泛地运用到经济、管理、社交、政治、生物等各个领域，为越来越多的人所了解，以至于
著名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说：“要想在现代社会做一个有文化的人，你必须对博弈论有一个大致
的了解。
”现如今，只要对策略稍微有点儿概念的人，几乎都懂得博弈知识，不懂博弈理论的人在和这些人过
招时，难免会屈居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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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博弈论是讨论人们在博弈的交互作用中如何决策的学问。
人生就是一个永不停息的博弈过程。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每个人的行为对他人的利益影响很大，每个人的利益又受到他人行为的很大影响
。
    本书摒弃了市面上大部分博弈书那种枯燥的说理和说教，通过精彩的故事和深刻的剖析来讲述那些
能够带你走出迷津的博弈论的“诡计”，告诉读者怎样与他人相处、怎样适应并利用世界上的种种规
则、怎样在这个过程中确立自己的人格和世界观，并因此改变对社会和生活的看法，使读者以理性的
视角和思路看待问题和解决问题，从而在事业和人生的大博弈中取得真正的成功。
    阅读本书，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到那些令人叹服的社会真实轨迹，还可以学到如何运用这些博弈论的
“诡计”成为生活中的策略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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扇打，只为嘴伤人  学会绕弯，避开直行时的暗礁险滩  “讷者”是最杰出的谈判家第二十五章  思维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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惕无主题变奏第二十六章  均衡博弈：优势策略和劣势策略的终极PK  从爱情故事中解读优劣策略与均
衡  同时行动中的优势策略  相继行动中的优势策略  当没有优势策略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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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博弈：人人都设法赢取胜利的游戏　　如何运用博弈　　博弈与生活的关系非常密切，
生活中的各种难题都可用博弈来解决，比如僧多粥少时，如何分配才能保证公平，雇人做事时怎样才
能充分调动受雇人的积极性，甚至分摊房租这样又琐碎又麻烦的小事，都可以用博弈的思维轻而易举
地解决。
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运用博弈呢？
　　在一家小旅馆里，一位住店的男青年走入厕所。
突然一个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郎闪电似的跟着进了厕所，并迅速把厕所门关上，对青年说道：“把你
的钱和手表给我，不然我就喊你非礼！
”　　厕所里没有第三者，真相难以说清，而不给钱女郎就喊非礼，弄不好会使自己声名狼藉。
男青年遇此困境，并未惊慌失措，而是急中生智，用手指指自己张大的嘴巴，又指指自己的耳朵，然
后“呜呜啊啊”地叫起来。
　　女郎见事情不顺利，便想转身溜走。
此时男青年掏出钢笔递给她，并将自己的手伸出来，示意女郎把刚才的话写在他的手掌上。
　　青年这一动作如此逼真，女郎以为真的遇到了聋哑人，于是失去了警惕。
她还想继续敲诈，便拿起笔在男青年的手上写道：“把钱和手表给我，不然我就喊你非礼！
”　　这个青年取得了女郎的罪证，便一把抓住她，大喊一声：“抓抢劫犯！
”　　女郎是个惯犯，每天抢劫别人，没想到今天却被人抓了。
　　在青年与女郎的博弈过程中，先是女郎威胁青年，接着是青年急中生智装聋哑人，而青年是根据
女郎的威胁策略做出的假装聋哑人的举动。
但到这里博弈过程并未结束，接着女郎根据青年的行动，判断出青年是聋哑人，然后作出在青年手上
写字的举动，直到青年又作出行动策略：喊“抓抢劫犯”。
至此，整个博弈过程结束。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运用博弈的第一个要点是随机应变，根据对方的策略即时作出最佳行动选择
，这也是博弈的最大特色——由互动性决定的。
　　运用博弈的第二个要点是考虑决策时的环境。
　　毛驴刚到贵州时，老虎摸不透这个大家伙究竞有多大本领，因而躲在树林里偷偷观察。
这在老虎当时拥有的信息条件下是一种最优策略选择。
过了一段时间，老虎走出树林，逐渐接近毛驴，想获得有关毛驴的进一步信息。
不料，毛驴大叫一声，老虎吓了一跳，急忙逃走，这也是最优策略选择。
又过了一些天，老虎又来观察，并与毛驴挨得很近，往毛驴身上挤碰，故意挑衅。
毛驴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就用蹄子踢老虎，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老虎了解到毛驴的真实本领后，就扑过去将它吃了。
　　在这个故事里，老虎通过观察毛驴的行为逐渐修正了对毛驴的看法，直到看清它的真面目。
事实上，毛驴的策略也是正确的，它知道自己的技能有限，因此总想掩藏自己的真实技能。
　　许多成语都是对博弈策略的令人叫绝的运用和归纳，如：围魏救赵、背水一战、暗度陈仓、釜底
抽薪、狡兔三窟、先发制人、借鸡生蛋等。
可见，博弈策略的成功运用须依赖一定的环境、条件，要在一定的博弈框架中进行。
　　人们常提到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其实是对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博弈的一种描述。
面对上级的政策，下级寻求对策是正常的、必然的。
从博弈论的角度讲，上级的政策制定必须在考虑到下级可能会有的对策的基础上进行，同时也要考虑
到制定政策时的整体环境，这也体现了运用博弈的两个要点：把握互动以及考虑环境。
　　　　博弈论的真正用途　　博弈论建立在两个经济学假设的前提上：第一，人是自利的，都在追
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第二，人是理性的，其所有行为都是为了实现追求利益最大化这个目的。
可是，实际生活中的人，多半不是经济学假设的理性人。
人们的经济行为，也常常不能够归结为彻底的理性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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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经典的决策实验：研究者告诉一个实验群体，让他们设想美国准备帮助亚洲应对一种不寻
常的疾病，该病可能导致600人死亡。
A、B两种备选方案被提出。
实验群体被分成两组，每组进行相应的选择。
假设对方案实施结果的准确估算如下：　　实验群体一的选择：“若方案A被采纳，能拯救200人；若
方案B被采纳，有1/3的可能性拯救600人，2/3的可能性一个也不会拯救。
”　　实验群体二的选择：“若方案A被采纳，会导致400人死亡；若方案B被采纳，有1/3的可能性把
人全部救活，2/3的可能性导致600人全部死亡。
”　　如果人们是完全理性的，那么两组人的选择结果应该相同。
但实际的实验结果显示，在实验群体一中，72％的人更偏好方案A；而在实验群体二中，68％的人更
偏好方案B。
看来，对方案描述的不同会影响人们的选择，大部分人并不是完全理性的。
　　博弈论的专家们还做过这样的实验：　　有以下两种情况：　　情况一：今天晚上你打算去听一
场音乐会，票价100元。
在你l临出发前，发现自己丢了100元。
你还会去听音乐会吗？
　　情况二：昨天你花100元买了一张今晚的音乐会票。
在你临出发时，发现票遗失了。
如果你想听这场音乐会，就要再花1005已买票。
你还会去听吗？
　　实验表明，在第一种情况下，大多数人选择去听音乐会；而在第二种情况下，大多数人选择不去
听。
这明显是人们心理作用导致的结果。
而实际上如果人们都是理性的，这两个情况的预期效用是一样的。
　　那么究竟是理论错了，还是我们自己错了？
　　其实理论和现实都没有错，因为这是一个探索的过程。
　　任何理论与方法都不是万能的，博弈论亦然，它不可能包治百病。
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莱因哈德·泽尔滕教授所说：“博弈论并不是疗法，也不是处方，它不
能帮我们在赌博中获胜，不能帮我们通过投机来致富，也不能帮我们在下棋或打牌中赢对手。
它不告诉你该付多少钱买东西，这是计算机或者字典的任务。
”　　如果要求博弈论能够逼真地刻画真实的世界，那么这注定是徒劳无功的。
著名的哥德尔不完备定理告诉我们，任何一个理论体系都是不完全的，任何理论都包含既不能证明为
真也不能证明为假的命题。
对这个世界的最好描述可能只有其本身，但是正如罗宾逊夫人的妙语一“比例尺是一比一的地图是没
用的”。
　　。
　　然而，当我们退而求其次时，不得不承认博弈论是一种很好的分析工具。
迄今为止，人类还没有找到一种比博弈论更好的思考工具，就像并不完美的力学是自然科学的哲学和
数学一样，博弈论是社会科学的力学和数学。
没有牛顿力学，我们连最简单的物理现象都无法理解。
马拉动一车货物用了多大的力？
上帝说：“让牛顿来做吧！
”于是我们知道了马用的力相当于货物克服摩擦的力。
同样的道理，没有博弈论我们也无法分析、解释很多社会现象。
　　或许我们可以听一下著名的博弈论大师鲁宾斯坦的教导：“一个博弈模型是我们关于现实的观念
的近似，而不是现实的客观描述的近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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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博弈论让人们懂得如何应对这个纷繁多变的世界。
要想在现代社会做一个有文化的人，你必须对博弈论有一个大致了解。
　　——著名经济学家、197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保罗·萨缪尔森　　我们的生活充满博弈⋯⋯
任何的竞争，我们都可以采用博弈论。
　　——著名的博弈论大师、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罗杰·梅尔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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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最精彩、最实用、最本土化的博弈论通俗读物，生存竞争的博弈策略，社会万象的博弈解读。
　　用国人思维解读博弈论，分享最有用的博弈智慧。
　　领悟高明的处世之道，让你洞察人情世事，挥洒精彩人生!　　解读精妙的博弈策略，领悟高明的
处世之道。
　　红尘人世，莫不博弈。
人生就是由一局又一局的博弈所组成，你我皆在其中竟相争取高分。
所以说人生是一场永不停止的博弈游戏，每一步进退都事关人生的成败。
　　被誉为西方《孙子兵法》的博弈论，探讨的就是聪明又自利的"局中人"如何采取行动并与他人互
动。
博弈的经典理论会指导我们如何为人处世、更好地掌握生存之道，这将对我们的生存与发展有很大的
作用。
把博弈论中的精髓应用到生活和工作，会让你的每一次决策和选择都更加理性和睿智，让你的人生更
加精彩而顺遂。
　　在危机中寻找均衡，用博弈论指导生活。
　　在生活中，是否总有无数的烦恼困扰着你？
　　譬如，你等车等了半个小时后车还没来，每每想要放弃再等而另寻他法的时候，你就想到已经等
了这么长时间，就再等一下，车终于在一个小时后来了，而你也迟到了。
　　比如，在公司里，你勤奋工作的时候总是有人偷懒，但是干出成绩时的奖金薪酬却是大家一同分
享，你虽气愤却无计可施。
　　再如，你去集贸市场买衣服，经过一番艰苦的讨价还价，你本以为自己这次终于没有吃亏，但走
了没几步就发现有人以便宜你几十元的价钱买了同样一件衣服。
　　理想的生活状态来源于博弈原理的指导。
在这个充满着利益冲突的世界上，博弈论有助于我们认识问题的实质，并作出更理性、更符合自身利
益的选择。
　　人生处处博弈用博弈指导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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