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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回顾了预测学发展的历史，从德尔斐的传神谕者，到占星术的兴起，再到夜间新闻的出现，预测
学可谓由来已久，然而作者通过对历史上的一些预测案例的分析和解剖，提出了自己的质疑当下预测
三天的天气预报尚且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那么今天的科学家们为什么宣称能够预测未来的天气状况、
流行性疾病甚至未来的经济走向呢？
不过，尽管由于气候、健康、经济三者之间的相互影响，使精确地预测未来几乎成为不可能，但作者
认为从科学的角度，简单预测仍然是可行的，这种预测也可以作为一种必要的参考，而且在书的末尾
，作者还根据自己掌握的科学常识对2100年的世界作了一个有趣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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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大卫·奥雷尔，加拿大著名科学家，曾获牛津大学数学博士学位。
他在复杂系统预测方面的工作受到了《新科学》、《金融时报》和BBC广播电台、ABC电台的关注。
他有一个理论认为，天气预报产生的错误不是由混沌造成的，而是由模型误差造成的。
他的理论引发了气象圈人士的争论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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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引言  预测之自然科学与社会学  解析风暴  描绘未来  别把责任推给蝴蝶效应  路向何方？
第一部分  过去第一章  投石器与弓箭    预测之始——德尔斐神谕  大地女神盖亚  阿波罗之箭  最完美的
数字  向右走？
向左走？
  天体音乐  阿卡米德学园  数学生物学  希腊圆周模型  世界导师  第二希腊圆周模型  凝望星空的人第二
章  要有光    第谷·布拉赫和模型缔造者·  光明与黑暗  天文观测家  理论家  正方形与长方形  奇数与偶
数  静止与运动  单数与复数  男性与女性  坐标系第三章  各个击破    预测学面临的挑战  笔直与弯曲  有
限与无限  时间之箭  混沌  坚硬与柔软  善良与邪恶  复杂性  复杂化第二部分  现在第四章  晚上天色红    
天气预报  温度测量  预报  观测法及其理论  战争的风暴  大气环流模型  奇异的吸引  去责怪蝴蝶吧  我们
的每日预报  测量误差  复杂化  获取漂移  向上弯曲或向下弯曲  无理数  恶劣天气第五章  就在基因里    
预测健康  良好的教养  什么是常态？
  光滑或起皱  自私基因的中心法则  大型科学研究遇上主要分子  预测健康  是遗传、环境，还是两者都
不是？
  是数据还是模型？
  一般细胞模型  复杂化  是局部还是全局？
  正或负  守候风暴第六章  买空卖空    预测经济  风暴剖析  制作面团  这值多少钱？
  对预测者的观测  随机，但有效  做出预言  全球资本模型  理性经济学家  复杂化  人数的幂  僵固理论  
投资事件  生机勃勃的经济  三兄弟第三部分  未来第七章  综观全局    天气、健康和财富的联系  历史案
例  人口数量  世界：为60亿名客人服务  生活在泡沫中  天气：逐渐变暖  在环路中  水世界  气候吸引子  
蝴蝶效应  财富：过热的经济  健康：下一年的疾病  我们并不知道第八章  重新开始    我们哪里出错了  
火山之下  因果关系  极端科学  主观或客观  它是有生命的  讲故事  卡珊  德拉情结第九章  占卜水晶球   
2100年世界将是什么样子  展望2100年  未来的预言(数学家莫阅)  苏格拉底的辩护附录术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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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950年，在马里兰美国陆军弹道研究实验室的一台计算机上实现了数值天气预报。
这个区域模型把北美划分为270个二维坐标系。
运行此次预报的是一台使用穿孔卡片的机器，名称为ENIAC——意思是电子数字积分计算机
（Electronic Numerical Integrator and Comput.er）——它花费了24个小时的时间来计算未来24小时的预
报，不过其结果至少和实际的天气吻合。
1955年数值天气预报迎来了一个伟大的成功，气象模型打败了人类预报员，准确地预报了华盛顿特区
的一场暴风雨。
受此启发，美国气象局的约瑟夫·斯马格林斯基（Joseph Smagorinsky）和真锅淑郎（Syukuro Manabe
）着手建立一个三维的大气环流模型。
它以皮叶克尼斯的基本方程式为基础，涵盖了很多细节问题，如大气如何同地球表面交换水和热量，
以及水文循环（雨降落地面又再度蒸发）是如何运转的。
大气环流模型以及其后的全球气候模型（或叫全球耦合模型，但不是希腊圆周模型）诞生了。
其他的团队不久也都开始研究自己的大气环流模型。
最后，似乎理查森的构想，甚至拉普拉斯的确定目标的实现都触手可及。
如果我们能够准确地测量大气当前的流动状态——皮叶克尼斯的初始条件，并应用物理定律——即大
气环流模型，那么我们就能够像预测月亮围绕地球转动的轨道一样准确地预报未来的天气，并且我们
还能够控制天气，可以驯服飓风或让它转向，可以呼风唤雨、消除洪水。
天气预报的军事潜在用途不言而喻。
战争的结果往往取决于天气状况。
1588年，西班牙无敌舰队在9月份的暴风雨中损失的船只，比被英国海军击毁的还多。
西班牙人早应该注意占星家了，他们预测那一年会有可怕的事件发生：“也许全面的灾难并未降临，
但暴风雨将在陆地和海洋上造成严重的破坏。
整个世界将经受惊人的剧变，哀伤将随之笼罩人间。
”盟军的反攻日较计划延迟一日，就是因为天气预报员准确地预测了一次可能使登陆中断的暴风雨。
和阿波罗之箭一样，天气预报总是作为战争的工具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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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我们能预测未来吗?》编辑推荐：以科学之名，我们预测2100年的世界，核战争爆发，核冬天来临，
最少50公里宽的小行星撞击地球，数百万人死亡，全球文明面临崩溃。
〈br〉2008年，金融危机导致全球股市大跌，约5.2 万亿美元人间蒸发。
2005年8月，卡特里娜飓风肆虐，1833人惨死，财产损失则高达812亿美元。
2004年12月26日，印度洋发生规模空前的海啸，近25万人死于非命。
2003年爆发的SARS疫情，使919人丧生，全球经济损失额达到590亿美元。
〈br〉过去发生的这些触目惊心的经济危机、自然灾害以及威胁人类生命的疾疫，为什么没有人做出
任何的预测？
这些惨痛的教训能否帮助我们预知未来？
科学家们是否有能力预知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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