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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序言因人口的增多，我们每个人平均所拥有的资源越来越少；因科技的发达，我们与他人的距离
越来越近。
我们与他人生活在一个世界之中，这是一个既冲突又合作的世界。
博弈论学科的诞生与发展、以及博弈思想的流行，与20世纪的时代背景分不开。
20世纪是一个人类“大冲突”和“大合作”的世纪。
腥风血雨的两次世界大战是人类的大冲突，在这个大冲突中人类损失巨大；第二次大战后两个敌对集
团间的冷战游戏是特殊的大冲突，冷战中尽管充满危机，但冷战的双方充满克制，这是冲突中的合作
；20世纪末叶席卷全球的经济一体化、全球化则是大合作，人类的文明在不同国家、文化之间的相互
交融中进入新的阶段。
21世纪人类的冲突和合作进入新的时期，这不是一个没有冲突的世纪。
发生于2001年的“911”事件告诉人们，冲突依然存在。
“911”意味着目前的主要冲突是西方世界与恐怖主义分子之间的冲突。
尽管这不是实力对等的战争——西方世界处于强势、恐怖主义分子处于弱势，但是强势的一方并不感
到安全，弱的一方并没有感到完全失败。
人类是健忘的，也许只有通过血的教训，人类才能够认识到正确解决问题的途径是通过对话、交流从
而合作，而不是通过武器从而消灭对方。
人类要善于从过去的历史中学习，以面对未来。
博弈论是研究利益依存的多个理性人之间的互动。
这样的理论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社会，同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与他人在冲突中或合作中共存。
本书于2002年出版，2004年再版，因读者的厚爱，本书成了畅销书和长销书。
自本书出版以来，本人收到读者不计其数的邮件：或探讨本书涉及到的博弈论的问题，或指出本书的
错误⋯⋯来函无不体现出读者对博弈论对知识的热诚，无不体现出对本书的喜爱。
这里，本人对所有来函的读者表示感谢。
因精力有限，本人没有能够对来函一一回复，请读者谅解。
本书试图用博弈论来分析各种社会现象，这些现象有合作的，也有竞争的。
在中国“博弈”一词已经逐渐成为一个流行术语，本书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这种流行。
因本书的畅销，本书出版后，模仿本书的许多作品充斥于市场，甚至有些书的书名中直接用了或含有
“博弈生存”的字样。
其中一些书不乏有抄袭之嫌疑，也存在许多对博弈论的误读之处。
当然其中一些书还是有价值的：其价值在于，它们将博弈论作为理论工具，用之来分析或说明如中国
历史或世界历史中的现象。
本书虽然是科普，但本人力图提供给读者的是原汁原味的博弈论思想，第三版修改时也秉承这个原则
。
这一版在第二版的基础上做了大幅度的调整：增加了三章新内容：“对话博弈与意见的一致性”、“
制定博弈规则：机制设计”和 “合作还是不合作”；对原有章节进行增或删，如在“公平分配”一章
中增加了“《塔木德》中的遗产分配困惑与破产问题”一节；在附录中加了4篇论文；等等。
本书一方面力争将博弈论发展的最新内容加了进来，如补充了2005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奥曼和谢林的工
作；另外一方面，本书在保持科普风格的同时，尽可能地标上所用文献来源，这样做，旨在帮助年轻
学子接近一流学者的工作，以促进博弈论的发展。
当然，本版与前两版一样包含了本人对博弈、社会以及对博弈论本身的最新思考。
潘天群2010年1月于南京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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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失火了，你往哪个门跑？
——这就是博弈论。
学习博弈论的目的，是为了使选择更加合理，赢得更好的结局。
从1994年至今，诺贝尔经济学奖已多次垂青博弈论专家或与博弈论密切相关的经济学家，这在诺贝尔
经济学奖的历史上是不多见的。
博弈论不仅仅改写了传统的经济学，而且在经济、商业以及其他社会领域得到越来越多的应用，越来
越受重视。
正因为有强大的理论基础，并更贴近实际，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博弈论已经成为许多国家政府、
企业和个人进行决策的重要工具。
 　　本书作者是国内博弈论方面的权威，致力于将博弈论通俗化。
《博弈生存——社会现象的博弈论解读》是作者潜心数年后的全新修订第三版，前两版经过近十年的
销售，已经在广大高校学子当中名声卓著，市场反应热烈，成为通俗博弈论方面的经典图书。
本书以小说和社会现实生活中的事例为引子，综合介绍了目前国际上博弈论研究的最新成就。
作者以博弈论为工具，结合一些通俗易懂的经济学原理，力求用最简洁的语言、通俗的解读，对囚徒
困境、斗鸡博弈、蜈蚣博弈、民主投票问题、社会公平分配问题、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的两难问题等
各方面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分析，为读者在日常生活中面临社会选择问题时提供了更多的思路和策略选
择。
　　本书适用于：大众，以高校学生，社会学、经济学爱好者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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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潘天群，哲学博士，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现代逻辑与逻辑应用研究所研究员
。
教育部新世纪人才。
主要研究领域：博弈论，逻辑学，哲学。
现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博弈论的哲学基础与应用功能研究”。
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
已出版著作有：《行动科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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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博弈论基础知识　　博弈似乎很神秘，却又无处不在。
在买卖的交换行为中，买者想出低价，卖者却想要高价，买者和卖者形成博弈；夫妻俩商量晚上的活
动，妻子要看歌剧，而丈夫却要看拳击，夫妻双方也形成博弈。
日常生活中，我们不仅会遇到“囚徒困境”，还会碰到“斗鸡博弈”、“骑虎难下博 弈”、“性别之
战博弈”⋯⋯　　一、基本术语　　前面已经指出，博弈论研究的对象是理性的行动者或参与人面对
他人，如何选择策略或如何作出行动的决定的。
理性的人是对现实的人的抽象，理性的人是指能够进行推理的人，而博弈中的理性的人是指能够运用
推理能力使自己的目标最大化的人。
“理性的”与“道德的”不是一回事，理性的与道德的有时会发生冲突，但是理性的人不一定是不道
德的。
我们在后面的章节中将阐述理性的人怎么会产生道德的行为。
博弈涉及哪些内容呢?　　第一，一个博弈涉及至少两个独立的博弈参与人（player）　　一个博弈是
一个活动，该活动至少有两个参与人，下文有时将参与人称为行动者。
每个参与人通过行动，努力使自己的效用或利益最大化。
但是，他的行动的好处或支付取决于另外的参与人。
 　　“囚徒博弈”或“囚徒困境”是一个被广泛谈及和研究的博弈。
两个共同作案偷窃的小偷被警察抓住，被带进警察局单独关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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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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生活就是博弈论。
数学推理是为了解决人们生活中的问题。
任何的竞争，我们都可以采用博弈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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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