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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如果将博弈论与生活结合起来，那么生活中每个人都如同棋手，其每一种行为如同在一张看不见的棋
盘上布一个子，精明慎重的棋手们相互揣摩、相互牵制，人人争赢，下出诸多精彩纷呈、变化多端的
棋局。
而博弈论正是研究棋手们的招数与技巧，并将其系统化为一门科学。
换句话说，就是研究个体如何在错综复杂的相互影响中找到最合理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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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博弈：纵横古今的权谋之道　　博弈是抽象的人生游戏　　“博弈”一词时下非常盛行，
但人们却对其具体含义十分模糊。
博弈又被称为博弈论，是研究具有斗争或竞争性质现象的理论和方法，它既是现代数学的一个新分支
，也是运筹学的一个重要学科。
　　“博弈”简单说来，就是“游戏”的意思，更准确地说，就是可以分出胜负的游戏。
博弈论如果直白地讲就是“游戏理论”，即通过“游戏规则”获取利益的理论体系。
由此，你自然可以得出结论，博弈就是抽象的人生游戏。
　　不要小看博弈这种游戏，它却是人生的潜规则。
从小我们就是从游戏里学习怎样生活、怎样与他人相处、怎样适应并利用这世界上的种种规则，并在
这个过程中确立自己的人格。
因此，千万不要低估生活中的博弈论，它确实能反映各种规则的制约与平衡。
　　由生活中的博弈论，我们可以联想到我国的围棋，它源于4000年前的尧舜时期，作为一种可能是
最简单也是最复杂的游戏，直到现在，我们也未必真弄懂了它。
说它简单，首先是最简化的棋盘——纵横各19条线所编织成的一张网格，另外是最简化的棋子（只分
黑白两色）；其次是最简单的规则（轮流下子，两气活棋，空多者胜，再加上一些“劫争”之类的补
充规定），一个对围棋一无所知的人也能在几分钟内熟悉围棋的规则与要求，可是它的玄妙深奥却又
超过了任何一种棋类游戏。
如果你对围棋下过一些工夫，你就一定能从中领悟某些哲理，例如“不输就是赢”、“流水不争先”
、“乱中求胜”、“过犹不及”等。
在这一点上，游戏有些像我们从小阅读的寓言故事，我们不正是从这些“小中见大”的故事中学会生
活的道理吗？
　　古语有云，世事如棋。
生活中每个人如同棋手，每一个行为如同在一张看不见的棋盘上布一枚子。
精明慎重的棋手相互揣摩、相互牵制，人人争赢，下出诸多精彩纷呈、变化多端的棋局。
如果将博弈论与下围棋联系在一起，那么博弈论就是研究棋手们“出棋”时理性化、逻辑化的部分，
并将其系统化为一门科学。
换句话说，就是研究个体如何在错综复杂的相互影响中寻找到最合理的策略。
　　如果你会下国际象棋便会知道其中包括这样几种角色：国王、皇后、骑士、主教和小兵，这俨然
是一个政教兼具的小王国。
当然，比照人生，这个模型是太简单了，但是一样可以反映人生的某些道理。
而且，唯其简单，这些原本被生活的复杂表象所掩盖的道理才更清晰可见。
击败了拿破仑的威灵顿公爵曾说过：“滑铁卢之役的胜负是在伊顿中学操场上决定的。
”平时勤于练习技巧和战术，在危急时才不致慌了手脚，这个原则适用于大多数的比赛或游戏。
在游戏过程中，你即使是输了也不会有什么损失。
　　一个参加了海湾战争的美国飞行员回国后，有人问他对战争的感想，他回答道：就像在玩电脑游
戏。
事实上，现在很多电脑游戏已经被应用于军事训练。
“9·11”之后，某公司的一款飞行游戏受到了关注，因为在游戏中，玩家可以体验驾驶飞机在纽约等
大城市上空飞行的感觉，甚至可以从世贸大楼中间穿过。
2v4I1担心恐怖分子可以借助这个游戏获得练习机会，或许他们已经这样做了。
　　面对复杂事物时，人们常落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陷阱，被细节压得喘不过气来，找不到重点。
而在游戏中，可以反映出一些现实世界的问题，并将干扰因素减至最低，是一种很合适的决策入门方
法。
当然，游戏各不相同，对游戏者的要求也不同。
　　玩游戏需要用到许多不同类型的技巧，但博弈论的策略思维则是另外一种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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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要求从你的基本技巧出发，考虑的是怎样将这些基本技巧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这是具有普遍意义
的原则，可以应用于生活的方方面面。
所以说，博弈论其实是一种抽象的思维游戏。
　　竞争是博弈的目的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之所以会参与博弈往往是受到某种利益的吸引，所争
利益的性质直接影响到博弈的吸引力和参与者的关注程度。
一般来说，所竞争的东西越重要则吸引的人越多，参与的人越投入，竞争也就越激烈。
比如，小孩子游戏，赢者奖一块糖，或者根本没有奖励，只是赢了个胜利而已，这对一般人是没有多
大吸引力的，只是个游戏不会认真参与，但也有些对胜利看得很重的人会执着地参与进来。
　　在各种争夺中，生存权对人来说是最重的，生存权受到威胁时，人们都会奋起参与，如角斗士间
的决斗。
比个人生存权更重的是多数人的生存权，如缺水地区对水资源的争夺、国家之间对领土的争夺，背后
都关系到国民生存权的问题，即使是能对个人生死不看重的人，至此也是不得不争了。
所以，博弈所竞争的利益越重要博弈就会越激烈，参与者对所争看得越重，则博弈越激烈。
涉及到多数人生存权的利益争夺引发战争，这种竞争最为激烈，参与的人也最多。
　　由于各种博弈都是各博弈方在竞争某种资源，并以得到的多少来判断胜负，所以，根据所竞争的
资源性质可以把博弈分为几类。
　　第一种情况是正和博弈。
在正和博弈中，由于有大量的资源可供争夺，所以竞争主要围绕着对资源的争夺，而攻击性较弱，资
源越丰富攻击性越弱，极端情况是资源无限，不会和任何人发生争夺，只看你自身的占有能力。
比如掌握知识的竞争，这时每个人都在调动自己的全部潜力去占有更多的知识，而不用管别人怎么样
，这种竞争仅仅指向自身内在潜力的开发而不指向别人，可称之为竞争意识。
　　在资源不太丰富的正和博弈中，既存在对无主资源的抢占，也存在对别人所占有资源的攻击和面
对别人的攻击采取的防守，只有在别人的攻击下不会被夺走的占有才是稳定的。
如围棋盘上占目，只有做活了才是占住了，没活以前都有失去的危险，这种把自身的潜力向带有占有
、防守和攻击意识的方向发挥可称之为对抗意识。
　　第二种情况是零和博弈，各博弈方所得的总和是零。
所以，一个人所赢的就是另一个人所输的，这时最容易引发激烈的竞争。
在零和博弈中，没有无主的资源可争，占有的唯一方法是剥夺他人的所有，发掘自身的潜力主要向攻
击他人的方向发挥，这时可称之为攻击意识。
　　在零和博弈中，一个人的胜利必然建立在其他人的失败之上，自己的赢就等于别人的输，自己想
赢就等于想让别人输。
自己对对手要有攻击意识，对手对自己也具有攻击意识。
对手必然在时时寻找你的漏洞，以便通过打击你而获利，稍有漏洞就可能被人所乘。
所以，稳健是零和博弈的要务。
　　世界首富沃伦·巴菲特曾经打过一个比方，他说：“好比打扑克牌，如果你在玩了一阵子后还看
不出这场牌局里的输家是谁，那么，这个输家肯定就是你。
”赢的前提是不要输，不要输的办法就是自己不要有弱点被人抓住；想赢别人就要抓住别人的弱点，
所谓制人而不制于人。
出手攻击别人的时候往往也是最容易暴露自己弱点的时候，所以，一定要先把攻击的每一个环节都考
虑周到，不能有任何疏忽，否则，没有必胜的把握就仓促出手。
别人就可能趁机抓住自己的弱点，自己可能反倒要被别人赢掉了。
　　一个天衣无缝的攻击计划是寓守于攻的。
　　第三种情况是正和常量博弈，各方所得是恒定的正值。
随着这个值的增大，竞争的激烈程度将逐渐减少，当资源丰富到足以满足竞争各方的需求时，则接近
无限资源，不会引发竞争；当资源总量远远少于各方的总需求量的时候则接近零和博弈，会引发激烈
竞争，土地资源和水资源都是恒定资源，在水资源缺乏的地区人们会为了争夺水源发生战争，而在水
资源丰富的地区则不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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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种情况是负和常量博弈，即竞争的结果，各方所有的总和将比竞争开始时少，如角斗士的决
斗，开始时有两个活人，结束时只剩下一个活人了；负值越大，则博弈越不容易发生，除非是被强迫
（如角斗士）或者为了争夺某种有特别意义的东西（如骑士为争夺荣誉），因为各方都明白，参与这
种博弈总体上已经先受损了。
人能想象出的最残酷的博弈是几个博弈方争夺一个生存权。
　　传说古代有毒蛊之术，将多种毒虫放在一个罐子里互相斗，一直斗到只留下一只的时候，这一只
就是最毒的。
以符咒法术祭炼这只毒虫，百日之后即能飞能隐，来去无形，蛊人于不觉之中。
且不说毒虫是否真的能以符咒炼成能飞能隐的神物，单就把多个毒虫放在一起斗出最后一只的这种博
弈设计和实施已经是用心太毒了，所以炼成毒蛊之术的关键不在于斗出的毒虫是否真是最毒的，而在
于能实施这种事的人肯定是已经具备了一颗刻毒的心，是这种刻毒之心感招来了邪恶的蛊神，这才是
炼成毒蛊之术所真正需要的条件。
　　第五种情况是变和博弈，这时博弈的总体效果将决定于各参与方所采取的行动，这种博弈中可以
产生合作行为，即各博弈方为了争取获得更大的总利益而采取合作行为，必要时可牺牲暂时的利益以
获得长远的更大利益。
　　人生中的竞局与博弈　　博弈论的研究对象是理性人的互动。
在冯·诺依曼、纳什等大师的努力下，博弈论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理论体系，已经成为各门社会科学力
图使用的工具。
人生处处皆博弈，在生活中，人们的博弈思维时刻在起作用。
在战争、政治、商业等竞争性的领域里，人们的策略选择与人的生存状态密切相关，博弈思维几乎发
挥到极致。
在这种博弈的对决中，我们每个人都是策略使用者。
我们时刻都面临着不同的行动选择，时刻都在计算着应当采取何种行动。
这种选择不仅体现在选择上哪所大学、学哪个专业、从事何种工作等这样的大事上，而且体现在买什
么菜、穿什么衣服这样的琐事上。
所以，我们自然可以说，人生处处皆博弈。
　　众所周知，博弈的最终目的便是利益的争夺，这里的利益是个广泛的概念，它可以是金钱、名利
、荣誉等所有你想要得到的东西。
当你所想得到的东西出现竞争的局面之时便形成了竞局。
竞争需要有一个具体形式把大家拉在一起，竞争各方之间就会走到一起开始一场竞局，所以形成竞局
有三个要素：竞局的参与者、所争的资源、竞争的具体形式。
竞局起源于利益的争夺，有利益的争夺是形成竞局的基础，参与竞局的各方形成相互竞争相互对抗的
关系，以争得利益的多少决定胜负，一定的外部条件又决定了竞争和对抗的具体形式，这就形成了竞
局。
如围棋对局的双方是在竞争棋盘上的空，战争的目的经常是为了争夺领土，古罗马竞技场中角斗士在
争夺仅有的一个生存权，武林中人的决斗常常是为了争夺名誉⋯⋯　　换句话说，博弈，就是双方或
多方在竞局中争夺利益所采取的策略。
比如，田忌赛马就是一个典型的博弈，当竞局中的各方存在多种可选择的策略时，选择什么策略往往
成了对竞局胜负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博弈就是指竞局方之间在策略选择方面的对抗，它是竞局综合对
抗的一个组成部分。
博弈是竟局综合对抗的一个方面，不可能脱离竞局而独立存在，在某些竞局中它显得并不重要甚至不
存在，但当竟局的外在力量变得不太重要时，博弈就会上升为主要因素，对胜负起决定作用。
这类以博弈对抗为主要特点，其他方面的对抗处于次要地位的竞局可称为博弈竞局。
　　一般来说，每种竞局都不是一种能力的较量，而是多方面综合实力的对抗。
比如，军事对抗是一种武器装备、士兵素质、指挥水平和后勤保障能力等多方面能力的较量；再如武
术技击是一种力量、速度、耐力、身体灵活性等方面的综合对抗。
有时，甚至一种经过人工设计的专门进行某一方面对抗的竞局都可以转变成综合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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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中长跑比赛本来是一种相当单纯的竞局，比赛规则的设计就是为了让运动员单纯比赛奔跑速度，
但在著名长跑教练马俊仁的导演下，中长跑也被加入了策略对抗的因素，何时领跑何时冲刺都是经过
精心计划的，本来被人为限定的单纯对抗也成了综合对抗；再比如田忌赛马，本来是简单的比赛速度
，但经孙膑出谋划策一番就可以使弱者反败为胜，实力对抗之外加入了策略对抗，并且对胜负起了关
键作用。
　　从竞局的形态来看，它可以分为两种形式：第一种是自然竞局，是直接的利益争夺，以争得利益
多少直接决定胜负，不存在计算胜负的特别规则，如生物界的生存竞争、战争等；第二种是人工竞局
，人为地设定一套竞局规则和计算胜负的办法，有时是只分胜负而和利益无关，如果和利益有关则先
分出胜负再根据结果决定利益分配，如各种体育比赛和棋牌比赛。
　　首先讲人工竞局，它的规则如果设计得好，可以把竞局的胜负和参与者的利益分配统一起来，竞
争可以激烈而有秩序地进行。
如果设计不好，则竞局本身的胜负可能和参与者利益的得失不一致，这时在竞局中就可能出现异常情
况，人们站在利益最大的立场上，不再竞争竞局本身所要求的东西。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球场上打假球，当全面权衡的结果认为输掉比赢这场球更有利时，人们就会选择输
球。
　　人工竞局由于有严格的规则限制参与者的行为，使得参与者可选择的行为方式是封闭的，所以竞
局可以比较有秩序。
当竞局向高水平发展时也只能在规则范围内向纵深发展，一般是挑战人的单一方面的能力，如某一类
体能或智能。
自然竞局由于没有规则限制，竞局采用的手段是开放的，而发现新手段往往比发展旧手段更有效，所
以在竞局发展中自然首先向竞争手段的多样化发展，挑战的可能是人的任何方面的能力，只有在广度
的扩展受到限制时才会向深度发展。
　　人工竞局比如拳击，有比赛规则和记分办法，并有裁判监督比赛；自然竞局如武林决斗，没有规
则没有监督，只以打败或消灭对手为目的，任何招数、兵器等都可能使出来，令人防不胜防。
概括地说，人工竞局的出招范围是受到限制的封闭的，而自然竞局是没有限制的开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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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人生如棋，错综复杂　　掌握了博弈之道　　就可以找到两全之策　　了解博弈之道，可以使复
杂的局面变简单。
　　了解博弈之道，可以使自己的行动更接近目标。
　　了解博弈之道，可以使自己的选择最优化。
　　了解博弈之道，可以破解生活中的阴谋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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