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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版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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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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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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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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 年 7 月于南京龙江



第二版序言

人是行动的动物，因而是策略选择的动物。我们每天的所见

所闻无时不体现出人行为的策略选择性。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在努

力用自己的理性选择策略来达到自己的生存目的。这也是研究多

个理性人互动决策的博弈论能够用于解释社会现象的原因。掌握

了博弈论的理论，我们就能自觉地用它来分析我们所见到的社会

现象。我们熟知的是，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在 《共产党宣

言》中号召无产阶级起来革命，他们豪迈地宣称: “让统治阶级

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 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

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如果用博弈论术语来分析，革

命导师是在告诉无产者: “革命”行动与 “不革命”行动相比，

“革命”是“占优的”行动策略; “革命”将使无产者失去锁链

并得到整个世界，而如果 “不革命”，无产者仍然是一无所有的

奴隶!

当然，博弈论有它的局限。在某些博弈中，人的实际行为不

完全符合博弈论的理论结果 ( 实验经济学力图用实验来验证博弈

论的演绎结果) ，它们之间的偏差有一些不能用理性的有界性来

解释，这使人们怀疑博弈论的理性人假设是否能够站得住脚。许

多哲学家认为人是自由的，而博弈论专家假定人是理性的。人是

自由的还是受理性法则所支配? 如果人是理性的，那么他便不是

自由的。理性人假设下的人是一个 “机械装置”。一个博弈是多

个这样的装置的互动: 对于某个博弈参与人来说，如果给定他的

策略空间、目标函数以及博弈参与人的个数、信息分布等，他能

够确定自己的最优策略，或者至少能够排除掉某些策略。此时人

便不是自由的———理性的行为选择预设了某个正确的行动方向，

而自由是不预设任何方向的。理性法则规定无产者必须选择 “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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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而无产者作为自由的主体，尽管他知道 “革命”的结果优

于“不革命”的结果，也完全可以不选择 “革命”，如果他愿意

做奴隶的话。

物理学是不完美的，这并不妨碍我们用它来观察和解释我们

周围的世界，博弈论的局限也并不妨碍我们用它来分析和解释社

会现象。《博弈生存》是一本深受读者欢迎的博弈论普及读本，

自出版以来在全国许多书店 ( 包括网上书店) 长期位于畅销书排

行榜之上，其畅销程度是本人写作时所未能料及的。本书的读者

群体非常广泛，从中学生到大学教授，其中大多数读者是大学

生。许多读者来信或来电，与本人探讨书中涉及博弈论的问题，

并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本人对读者的厚爱表示感谢。

鉴于《博弈生存》一书引起的广泛关注，以及博弈论本身的

重要意义，本人决定对原来的版本进行修订。最新的版本对第一

版的部分章节作了修改和删减，纠正了第一版中的错误和不确切

之处。同时，增加了“诸葛亮、周瑜的掌中之 ‘火’”和 “将军

的困境”两小节，以及新的一章——— “公平分配可能吗?”，并且

补充了附录———论述纳什均衡定义和纳什均衡存在定理。本书力

图通过比较浅显的例子普及博弈论的知识和方法，阐发博弈论的

思想，为普及博弈论作出绵薄之贡献，因而修订版仍保持科普风

格。如果读者想借用博弈论工具进行学术研究或解决实际问题，

请查阅有关的博弈论学术著作。

感谢中央编译出版社领导、编辑和发行人员，尤其是贾宇琰

编辑，感谢他们为本书的出版和发行所付出的辛勤劳动。

潘天群
2004 年 8 月于南京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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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失火了，你往哪个门跑?

一天晚上，你参加一个派对，屋里有很多人，你玩得很开

心。这时候，屋里突然失火，火势很大，无法扑灭。此时你想逃

生。你的面前有两个门，左门和右门，你必须在它们之间选择。

但问题是，其他人也要争抢这两个门出逃。如果你选择的门是很

多人选择的，那么你将因人多拥挤、冲不出去而烧死; 相反，如

果你选择的是较少人选择的，那么你将逃生。这里我们不考虑道

德因素，你将如何选择?

你的选择必须考虑其他人的选择，而其他人的选择也考虑你

的选择。你的结果———博弈论称之为支付，不仅取决于你的行动

选择———博弈论称之为策略选择，同时取决于他人的策略选择。

你和这群人构成一个博弈 ( game) 。

这就是博弈论 ( game theory) ———对这一类多人互动决策进

行研究的理论。

上述博弈是一个叫张翼成的中国人在 1997 年提出的一个博弈

论模型，被学界称之为少数者博弈或少数派博弈 ( Minority

Game) 。当然，原来的博弈形式不是这么简单，这里我把它简化

了，我们在第三部分论述归纳推理时还要谈这个博弈模型。现在

很多学者在研究这个模型。

生活中博弈的案例很多，你会见到很多例子。只要涉及到人

群的互动 ( interaction) ，就有博弈。

什么叫博弈? 博弈的英文为 game，我们一般将它翻译成 “游

戏”。而在西方，game 的意义不同于汉语中的游戏。在英语中，

game即是人们遵循一定规则下的活动，进行活动的人的目的是使

自己“赢”。如: Olympic Games翻译成奥林匹克运动会而不是奥

林匹克游戏大会。在英文中，game有竞赛的意思，进行 game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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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很认真的，不同于汉语中游戏的概念。在汉语中，游戏有儿

戏的味道。因此将关于 game 的理论，即 game theory 翻译成博弈

论或者对策论，是恰当的。本书下面统称 game theory为博弈论。

博弈论作为一门学科的出现有 60 多年的历史。博弈论的开创

者为诺意曼与摩根斯坦，他们 1944 年出版了 《博弈论与经济行

为》，该书的出版被公认为博弈论这门学科诞生的标志。诺意曼

是著名的数学家，他同时对计算机的发明作出了巨大贡献，他去

世时博弈论还未对经济学产生广泛影响，否则经济学的诺贝尔奖

的获得者中必定有他的名字，因为诺贝尔奖有规定，只颁发给在

世的学者。谈到博弈论，不能忽略博弈论天才纳什 ( John Nash) 。

纳什的开创性论文《n人博弈的均衡点》 ( 1950) 、《非合作博弈》

( 1951) ，给出了纳什均衡的概念和均衡存在定理。今天博弈论已

发展成一个较完善的学科。

博弈论对于社会科学有着重要的意义，它正成为社会科学研

究范式中的一种核心工具，以至于我们可称博弈论是 “社会科学

的数学”，或者说是“关于社会的数学”。从理论上讲，博弈论是

研究理性的行动者 ( agents) 相互作用的形式理论，而实际上它

正深入到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等，被各门社会科学所应

用。甚至有学者声称要用博弈论重新改写经济学。诺贝尔经济学

奖已两度授予博弈论专家: 2005 年颁发给罗伯特·奥曼
( R. Aumann) 、托马斯·谢林 ( T. Schiling) ，1994 年颁发给纳什
( J. Nash ) 、塞尔屯 ( R. Selten ) 、哈桑尼 ( J. Harsanyi ) 。而像
1985 年获得诺贝尔奖的公共选择学派的领导者布坎南，1995 年获

得诺贝尔奖的理性主义学派的领袖卢卡斯 ( Lukas) ，其理论与博

弈论都有着较深的联系。现在博弈论正渗透到各门社会科学，成

为这些学科的通用工具，更重要的是它正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

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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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博弈论能解释所有社会现象吗?

社会由不同的人群的集合体所构成。不同的人群集合体形成

不同的结构，一个结构中的群体之间的相互作用 ( interaction) 就

构成一个博弈。这个博弈是广义上的。社会中有不同的文化，人

类有文明、道德，如果说文明、文化、道德等是宏观的社会现

象，那么还存在微观的社会现象，如: 群体为什么有合作又有不

合作? 为什么人群之间或集团之间有 “威胁”或 “承诺”? 这些

都是博弈论研究的对象。本书下面将努力用博弈论的基本思想来

解释社会中的这些现象。

博弈论对人的基本假定是: 人是理性的 ( rational) 。所谓理

性的人是指行动者具有推理能力，在具体策略选择时其目的是使

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博弈论研究的是理性的人之间如何进行策略

选择的。

博弈论力图在这个最简单的假定下得到丰富的结论，正如我

们下面所看到的，它确实做到了。博弈论专家的这种做法如同物

理学家对自然的假定一样。大家知道，物理学家往往给出几个最

基本的假设，这最基本的假设构成公设，其余的结论由它们推

得，如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只有两条公设: ( 1) 物理定律在所

有参考系中不变; ( 2) 在所有参考系中光速保持常数。多么简单

的公设! 在这两个公设下得出了惊奇的结论，如运动的参照系中

尺子收缩，时钟变慢，等等。相对论的这两条公设改变了物理学

的整个构架，也改变了人们对自然的整个看法! 博弈论当然不是

关于自然的，它是关于社会的，它不能构成人们对自然看法的革

命。博弈论的假定是非常简单的，它能得出令人惊奇的结论吗?

它能改变人们关于社会的看法吗? ———这些是伟大科学的要求!

我们将发现，博弈论确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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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力图用“科学的”方法来解读社会现象。经济学是对社

会现象进行研究的科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等也都是社会科学。

然而今天经济学已成了帝国主义，它的领域没有疆界。不仅仅经

济行为是它的研究领域，它的研究范围是 “经济的”行为，在经

济学家看来人类的几乎所有的行为都是 “经济的”，即在经济学

家看来，其他社会科学无存在的必要。这里我们看到 “经济的”

等同于“理性的”。由此可见，研究互动中的理性人行为的博弈

论在经济学家看来可解释几乎一切社会现象。

本书的写作方式是科普式的 ( popular science) 。本书没有对

博弈论作系统的论述，提到的理论有时缺少来龙去脉的交代。若

读者对所涉及的理论感兴趣，请查找有关的书籍或资料。

这里讲一个小小的插曲。在与朋友聊博弈论时，他随意说了

一句话给我启发很深。他说，中国人研究其他学问难说，但研究

博弈论是有优势的。这句话是褒义，也是贬义。说它是褒义，是

因为中国古代有很多这方面的著述与实践，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

雄，其实是谋士之间的谋略较量，而罗贯中的 《三国演义》在今

天看来就是一部博弈论教材! 无论是兵书如《孙子兵法》、《三十

六计》，还是现代流行的所谓 “商战策略”、“公共关系”以及所

谓“厚黑学”，都是关于如何赢得与人交往的胜利的，或者说关

于在与他人的竞争或合作中如何获取成功的。说它是贬义，是因

为，中国人走关系、相互算计是出了名的，中国人对博弈论有突

然的悟性。我们常说的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社会交往均是学问，是实用的博弈学问。而

中国很多“做人”的道理，道出了如何在人与人的博弈中获取成

功，如: 在任何场合下都不要得罪人，不要锋芒毕露 ( 如 “枪打

出头鸟”) ，等等。不过，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人与人之间的所谓

关系之学并不像西方那样是科学，而更像一门艺术。

本书下面将尝试着用博弈论解读人类的社会行动或集体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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