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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故事是以一个投机倒把的电报运营商开始的，他的名字叫约翰·佩恩。
20世纪初期，约翰·佩恩在西联汇款公司的辛辛那提办事处工作。
当时，在其最大股东的强烈要求下，西联汇款决定抵制博彩业，并制订了一项新政策拒绝传送所有关
于赛马结果的电报。
佩恩利用这个机会，辞去了在西联汇款的工作开始自己创业，开办了辛辛那提电报公司，新公司的唯
一业务就是给庄家提供最新的赛马比赛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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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财富公式：玩转拉斯维加斯和华尔街的故事》中介绍的是一个传说中能够给人带来财富的神秘
公式，是信息理论学家的研究成果，虽然受到以诺贝尔经济学得主萨缪尔森为首的经济学家们的严厉
抨击，却在股神巴菲特的投资实战中屡屡得到验证。
这个“财富公式”就是美国著名物理学家约翰·凯利在1956年提出的一个数学公式，被称为“凯利公
式”。
它证明了在通信噪音干扰理论中使用的数学模型，同样适用于投资者对于风险和收益的管理。
如果可以在信息传输中，将噪音干扰引起的错误降低到零，那么，同理，投资者在追求最大收益的同
时也可以把破产的风险降低到零。
如今，凯利公式已经成为智慧型投资者在确定投资策略时的金科玉律。
这个曾引起了无数激烈争论的数学公式，蕴含着几位拥有惊世奇才的科学家的超人智慧。
让我们记住这些拥有世界上最完美大脑的人们：克劳德·申农、爱德华·索普和约翰·凯利。
上世纪60年代，一向纸醉金迷、莺歌燕舞的美国赌场风云突变。
几位神秘客横扫各大赌城，用匪夷所思的方法大把捞钱。
美国各大赌场一时间乱了手脚。
他们是几位让世人顶礼膜拜的科学家，把自己的实验室搬到了赌场！
他们的目的就是在实践中证明这条“财富公式”。
“财富公式”在赌场里证明了威力后，证券市场成为下一个目标。
“财富公式”还能再续辉煌吗？
一个神秘公式引出一段传奇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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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威廉·庞德斯通（Williarm Poundstone），曾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物理学，定居于洛杉矶。
他为世界各地的报刊、杂志以及电视台撰稿，是《哈帕斯》杂志和《纽约时报书评》的长期撰稿人。
庞德斯通己出版10部著作，其中包括《卡尔·萨根》、《囚徒的抉择》、《推理迷宫》、《大秘密系
列》等，其中两部获普利策奖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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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熵　　克劳德·申农　　生活就像是一场赌博，处处都充满了不确定性，在竞争激烈的学
术科研人员选拔方面尤其如此。
但是，在克劳德·申农身上却有着几乎是百战百胜的成功把握。
这也正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不遗余力地争取将克劳德·申农召入自己旗下的重要原因。
在1956年，克劳德·申农终于离开了AT＆T公司的贝尔实验室，成为麻省理工学院的访问教授。
　　申农的学术成就可以说自从文艺复兴以来无出其右。
他凭着一己之力开创了一门意义重大的新学科。
申农提出的信息论虽然是一门抽象学科，但信息论却为我们今天的计算机、因特网以及所有其他数字
媒体技术奠定了理论基础。
美国康奈尔大学的托比·伯格为这样说道：“一个人建立了一个学科，提出了所有的相关推测和假设
，而且证明并解答了自己提出的这些推测和设想，古往今来这种情况可谓屈指可数。
”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马文·明斯基曾这样评论道：“我第一次见到申农，就认定他是我心中科
学家的楷模。
不论出现什么问题，申农都会兴致勃勃地展开研究，而且他在科研方面拥有惊人的智慧，他会提出崭
新的技术概念，通过应用他提出的这些想法，所有问题都迎刃而解，就像用刀锯截断木头一样容易。
”　　不论在AT＆T公司的贝尔实验室还是在麻省理工学院，很多人都认为申农的学术洞察力和爱因
斯坦不相上下，当然也有很多人质疑这种说法，他们认为克劳德·申农的学术成就远高于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的物理理论对于一般民众的生活几乎没有什么切实的影响，而早在1950年代申农的研究成果
就开始实用于实际生活的各个方面。
到了我们现在的数字时代，对申农学术成果实际应用的范围之广简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南加州大学的所罗门·哥洛伯这样评论道：“克劳德·申农的研究成果对人类生活的影响可以和拉丁
字母表的发明对人类语言的影响相提并论。
”　　现在我们都知道，计算机在进行运算时采用的是二进制的“0”和“1”两个数字。
二进制这个想法就是由克劳德·申农首先提出来的。
而且，申农还详细描述了如何通过电子线路来实现二进制：如果线路上存在电脉冲，则为“1”；如
果线路上没有电脉冲，则为“0”。
通过这种看上去极其简洁的二进制数字进行不同的排列组合，我们可以表现文字、图像、声音及动态
视频画面，还有任何其他种类的信息。
可以说，申农是数字电子计算机的两三个主要发明人之一。
但是，二进制还不是克劳德·申农最伟大的成就。
　　申农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巅峰之作是信息论。
在面世之后的几十年间，信息论融入了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扫除了人类发展史进程中的无数障碍。
从1960年代到1980年代，几乎每个年度都会有新的数字“潮流”出现，而申农的信息论也随着这些数
字潮流的不断涌现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不论是电子晶体管，还是集成电路、大型计算机、卫星通信、个人电脑、光纤电缆、高清电视、移动
电话、虚拟现实技术、DNA排序，在以上所有这些领域中，虽然申农没有实际参与具体的研发工作，
但他的理论研究成果却为有线数字领域以及无线数字领域的存在发展提供了基石。
　　而广大的新闻记者和学术专家在分析研究滚滚而来的数字技术大潮时也需要经常提到由申农建立
的庞大繁复的信息论。
申农也因此获得了巨大的声誉。
自从1948年发表了划时代的信息论直到离开人世，申农收到了无数的荣誉学位，他在家里特别安装了
一个干洗店用的大型衣架来挂放他的学位礼袍。
不论是在太空时代还是在网络时代，申农都可堪称一位英雄。
随着数字革命的兴起，申农提出的二进制数位及计算机字节等一度深奥难懂的术语已经像表示热量的
卡路里和代表电压的伏特一样变得妇孺皆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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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当媒体记者或其他来访的人问到申农最近从事的工作时，却很难得到确切的答复。
麻省理工学院的罗伯特·法诺是申农多年的朋友，他曾这样评论申农：“申农的论文写得很出色，但
他很少写论文。
他在讲课讲演方面也很出色，但他很少讲课讲演。
他讨厌在公众面前讲话。
”　　1958年，申农接受了麻省理工学院的终身聘书，成为了这所大学的通信科学及数学教授。
麻省理工学院著名的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回忆说：“自从申农来到麻省理工学院以后，就很少在
公众场合露面，也很少听到他公布新的研究成果。
”实际上，申农来到麻省理工学院后曾教了几个学期的课。
麻省理工学院的信息论学者彼得·伊莱亚斯这样解释道：“根据他自己对教学的理解，申农习惯讲很
多鲜为人知的科研工作过程。
而且他的工作节奏也不是一般人所能承受的，事实上，他当时每星期都会完成一篇学术论文。
”　　就这样过了几个学期之后，申农向麻省理工学院提出不想再从事教学工作了。
对于这个要求，麻省理工学院欣然接受。
麻省理工学院是世界著名的科研学府，即使不教书，申农仍然可以在研究领域大显身手。
　　但是，申农发表的科研成果也寥寥无几。
如果说申农在贝尔实验室的同事约翰·纳什有一个美丽的大脑，大卫·史莱品认为，申农的大脑应该
“属于非常奇怪的那种”。
申农的天分与达芬奇类似，他对各种各样的话题都会产生浓厚的兴趣，却很少持续专注于某一项研究
，大多项目都会半途而废。
申农事事都追求完美，只要他论文中还有一个问题没有找到答案，甚至论文的文笔没有做到完美无缺
，他都会拒绝发表。
　　在来到麻省理工学院之前，申农已经发表了78篇学术文章。
但是在从1958年到1974年期间，他仅仅发表了9篇论文。
在此后的10年间，申农出版的学术论文只有一篇，之后，由于老年痴呆症，他彻底停止了学术研究。
此外，他还就魔方写过一篇论文，但从未发表过。
　　克劳德·申农这个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几乎停顿了所有科研活动，一门心思都用在玩具上
面，当时这个情况在麻省理工学院已经成了尽人皆知的秘密。
保罗·萨缪尔森说：“当时有人怀疑他得了抑郁症。
”还有人认为他性格过于腼腆自闭，可能心理上有问题。
　　数学家埃尔文·伯莱坎普曾说过：“如果你从没接触过克劳德·申农，你很可能会以为像他这样
一个对整个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的人会像个超级推销员那样口若悬河，但事实上却并非如此。
”　　申农性格很腼腆，待人礼貌，似乎从未怀有任何妒忌、怨恨以及野心之类的负面情绪。
几乎所有认识申农的人都喜欢他。
他身高大约五英尺十英寸，长得很精神，身材有些瘦削，衣着很整洁。
到了中晚年，他开始留胡子，看起来更显得与众不同。
申农喜欢听美国南方的乡村音乐。
他能像杂技演员那样同时抛接四个球，他常常遗憾地说，如果不是因为手太小，他可以同时玩五个球
。
申农认为自己很有运动天赋，很明显也不热衷于政治。
在翻阅他的文章时，除了他为自己辩解的文章以外，笔者只发现了一篇和政治有关的文字，那是一首
关于水门事件的诗，措辞很幽默。
　　克劳德·申农的手中总是握着一支铅笔，在纸上写写画画，内容包括各种数学公式、电路图、演
讲稿，以及他从来没打算发表的论文，有时还会写一些顺口溜或幽默的短诗以及只有他自己才看得懂
的稀奇古怪的文字。
他曾经把自己喜欢的事物列了一张单子，上面有国际象棋、独轮自行车、杂耍、股票市场、系谱学、
跑步、乐器、爵士乐，以及“和边缘人群打交道”，　至于什么样的边缘人群却没有进一步说明，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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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了我们无限的想象空间。
在一次接受采访时，申农曾热切地回忆起年轻时到歌舞剧院看舞蹈演出时的情景。
　　克劳德·申农在贝尔实验室工作时，所有同事都知道他，因为他常常在楼道里骑着独轮自行车窜
来窜去。
事实上，申农骑独轮车不仅仅是为了好玩，在骑独轮车的过程中，申农要同时使用大脑和小脑来协调
身体，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独轮车理论。
起初，申农想不通为什么这么小的独轮车可以让人骑在上面而不会倒下去，为了找出原因，他制作了
一系列的独轮车，一个比一个小，最小的只有18英寸高，谁也没法骑，为了增加难度，他还把一辆独
轮车的车轮特意做成了不规则的形状。
最让克劳德·申农感到自豪的成就之一是在贝尔实验室的楼道里一边骑独轮车一边连续抛接皮球。
　　1916年4月30日，克劳德·申农出生在美国密歇根州彼得斯基市，不久随父母搬到了附近的盖罗德
市并在那里长大。
当时盖罗德市只是密歇根州北部的一个小镇，只有3000多户居民，散步时只要走几个街区就到了市郊
乡村的田地。
申农的父亲叫克劳德·艾尔伍德·申农，先后做过旅行推销员、家具商、殡仪馆老板，后来当了法官
，有时也做些房地产生意，当时盖罗德主干路上的几幢办公楼都是由申农的父亲负责销售。
1909年，申农的父亲与镇上高中校长的女儿梅布尔·伍尔芙结了婚，申农出生那年，他父亲已经54岁
了。
申农的父亲虽然很注意自己作为父亲的责任并经常给儿子买来各种模型玩具和无线电元件，但和儿子
却不很亲近。
申农的家族有发明家的基因，发明电灯的爱迪生就是他家的远亲，申农的祖父以务农为生，但也经常
搞些发明创造，曾经设计过一款全自动洗衣机。
而申农自己从小到老一直喜欢亲手制造各种器物。
　　克劳德·申农小时候曾经制作过一台电报机和好朋友通过信号联络，由于朋友家在半英里以外，
克劳德·申农买不起那么长的电线，所以一直无法使用。
直到有一天，克劳德·申农忽然想到各家院子周围的栅栏都是用铁丝做的，而金属可以传导电流信号
，于是他就把电报机接在栅栏的铁丝上面，成功地把信号传送到朋友家里。
这种干净利落地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是克劳德·申农后来能够出人头地的重要原因。
　　克劳德·申农曾经在西部联合公司做过一段时间的传信员。
1936年，他在密歇根大学完成了学士学位的学习，对于自己下一步想做什么还没有明确的想法，有一
天碰巧看到一张贴在墙上的布告，得知麻省理工学院需要雇人维护一台名为“微分差动分析仪”的新
型计算机，于是决定应聘。
在麻省理工学院工作期间，申农结识了这台新型计算机的设计人，万尼瓦尔·布什教授，万尼瓦尔·
布什教授当时是麻省理工学院工程系的系主任，在学术上很有见地，鼻梁上总是架着一副眼镜，嘴里
叼着烟斗。
万尼瓦尔·布什曾多次向美国总统提出计算机技术的广大前景，他经常说：“计算机时代很快就会到
来，快得会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
”　　万尼瓦尔·布什设计发明的微分差动分析仪是当时最负盛誉的计算机设备，体积大约有两个汽
车库大小，使用工业电，看起来完全像一架大型机器设备，从上到下到处都是齿轮、发动机、驱动带
以及传动杆。
微分差动分析仪通过齿轮和传动杆的不同排列组合来表示数字，所以，在运算解决完一个问题之后，
就要全凭手工把各种机构部件重新安装组合，还要重新润滑齿轮并按照相应的比例把参数调整设置到
准确的数值，而这些繁重的体力劳动就是克劳德·申农的工作。
这项工作经常需要辛辛苦苦地干上好几天才能输入一个方程式，然后计算机再花上几天来解这个方程
。
解完方程后，计算机就用笔在固定在画图板上的纸张上写下运算结果。
　　申农发现，微分差动分析仪实际上是由两台机器组成的，一部分是机械设备，一部分是电力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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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经过一番思考之后，申农认定用电子线路代替机械构件将能够大大提高计算机的运算效率。
在申农设想的计算机中，将完全由电流的状态来代表不同的数字，这样一来，就既不用给计算机上润
滑油，也不用担心摔坏东西了。
　　在大学上学期间，申农学习过布尔代数，当时的工程系学生很少选修这门课。
布尔代数所应用的概念很简单，具体来说就是“正确”和“错误”两种状态；布尔代数主要研究这两
种状态的各种逻辑关系，如“与”，“或”，“非”及“如果”，学习者需要把相关的状态要素以不
同的逻辑关系加以运算组合。
在克劳德·申农的设想中，计算机将通过电流的状态来实现布尔代数的各种逻辑关系。
令他欣喜的是，这种设想竟然成功了。
事实上，根据申农的设想，电子数字计算机将能够就任何性质的问题进行运算。
　　很快申农就发表了自己的想法，这年是1937年（在此之后，克劳德·申农从未再这样迅速地发表
自己的研究成果）。
申农的论文在当时被称作是有史以来最重要的硕士论文。
万尼瓦尔·布什教授对克劳德·申农的论文赞叹不已，要求麻省理工学院的数学系录取克劳德·申农
继续研读博士学位。
克劳德·申农的论文的巨大影响远远超出了电子工程的领域。
　　布什教授的同事诺伯特·韦恩纳对申农的论文同样大加赞赏（诺伯特·韦恩纳以性格怪异出名，
周围的人经常不知为什么就会惹恼他，他如果看谁不顺眼，就会在自己那本永远不会出版的小说中把
那个人大加贬损一番。
布什就曾被韦恩纳写进小说）。
诺伯特·韦恩纳发现，申农的数字计算机的先进程度要远远高于布什教授的模拟计算机。
在这两位学界泰斗的支持下，申农很快就成了一颗学术新星，当时他只有21岁。
　　在1939年，万尼瓦尔·布什教授曾在文章中写道：“显然，申农是个天才。
”但同时，布什教授又为申农感到担心，“克劳德和别的年轻人很不一样。
”布什甚至特别提醒过他的同事：“申农性格腼腆，不喜欢与人接触，为人又非常谦逊，这可能会导
致他的才华被我们忽视。
”　　布什教授认为，申农不仅是个天才，而且还是个通才，申农的才华可以在很多领域得到施展。
但是，使布什教授担心的是，申农可能缺乏掌控自己学术生涯的能力。
说起来这似乎有些反讽，因为布什教授的祖父是位独断专行的船长，所以根据家族传统，布什教授非
常讨厌听命于人，但现在，他却要让申农听命于自己。
于是，布什教授任命自己为申农的导师，而作为导师布什教授为申农做出的第一个决定竟然令所有的
人为之瞠目：布什教授建议申农的博士论文以基因遗传学为研究题目。
　　现在几乎所有人都知道“DNA是一种信息”，但在当时却没有几个人知道基因和信息之间的联系
。
当时，DNA的结构还是个未解之谜。
更重要的是，申农当时对于基因遗传一无所知，所以只好临时阅读了一些相关资料，自己独立写出了
一稿论文。
看了论文初稿后，布什教授也没和申农打招呼就把稿子送到几个基因遗传学专家的手中，而看过论文
之后这些基因专家们一致认为申农的论文对基因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
　　此后的事情就一帆风顺了。
布什教授又安排申农在芭芭拉·伯克斯在长岛冷泉港的优生学资料研究室工作了一段时间。
当时优生学受到了广泛的抨击并在不久之后就在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
申农在优生学资料研究室工作研究期间接触了大量关于遗传学的资料，这些资料都是优生学研究机构
多年以来通过采访马戏团侏儒以及秘密记录等方法辛辛苦苦收集起来的。
优生学资料研究室的材料非常丰富，包括人类各种特质的遗传轨迹，如头发颜色、血友病、弱智，以
及某些人对海洋的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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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冷泉港工作期间，申农发现在孟德尔遗传学理论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之间存在数学关系。
在这一惊人发现的基础上，申农撰写了名为“论理论遗传学的代数关系”的论文，虽然读过这篇论文
的人寥寥无几，但凡是看过的人都大加赞赏。
在完成博士学位的学习之后，申农放弃了基因遗传方面的研究，对他来说，基因遗传学仅仅是个坏习
惯。
虽然申农和布什教授都做过相关的努力，但申农关于基因遗传学的研究成果从未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过
。
直到5至10年后，克劳德·申农的关于基因遗传学的重要研究成果才被基因研究人员重新发现。
　　1939年10月，申农在麻省理工学院的一次聚会上认识了拉德克利夫学院的诺玛·利弗尔。
根据诺玛·利弗尔的回忆，申农是个“非常可爱的小伙子”，站在门口，对身边的事一副无动于衷的
样子。
诺玛向申农身上扔了个爆米花，向他打招呼，于是，两人攀谈起来，不久就开始约会。
诺玛是犹太人，当时只有19岁，长得很漂亮，住在纽约，家境殷实。
当时，拉德克利夫学院禁止女学生把男士带到学校里来，所以两人只好把约会地点选在申农的办公室
，也就是麻省理工学院存放微分差动分析仪的房间。
1940年1月10日，申农和诺玛在波士顿结婚，之后两人开车至新罕布什尔州度了蜜月。
在度蜜月期间，有一次申农在一家旅店开房间，服务员告诉他：“他们这样的人在这不受欢迎。
”据诺玛回忆，申农年轻时五官眉眼长得有些像耶稣，所以想必那个服务员把他当成犹太人了。
于是，两人只好开车前往其他旅店。
　　直到这年3月，克劳德·申农才给布什教授写信告诉他自己结婚的消息。
克劳德·申农在信中说，自己和妻子已经搬到了剑桥（美国马萨诸塞州）的一所房子，自己的生活还
没安定下来。
在信中，克劳德·申农还提到自己最近正在研究的一个课题，如何以更有效的方式设计镜片。
克劳德·申农在信中向布什教授问道：“这项研究一定能解决很多问题，您认为呢？
”克劳德·申农还告诉布什教授贝尔实验室的桑顿·费邀请自己到贝尔实验室去工作，“我不清楚自
己会不会喜欢贝尔实验室的工作，贝尔实验室毕竟是一家工业组织，我担心自己的研究方向会受到限
制。
”　　　当时，AT＆T公司正在扩大旗下研究机构的规模，并把实验室从纽约曼哈顿搬到新泽西州的
莫端山郊区。
所以，这年夏天，克劳德·申农只好在纽约格林威治村的贝尔实验室分部工作。
根据诺玛的回忆，这是他们两人短暂的婚姻中最快乐的时光，两人经常去爵士乐俱乐部听音乐。
接着，两人来到普林斯顿的高级研究所工作，爱因斯坦、哥德尔，以及冯·诺依曼等顶尖的科学家都
曾在这儿工作居住过。
在普林斯顿，克劳德·申农在数学家、物理学家赫尔曼·外尔的手下进行了一年博士后研究，研究的
课题是拓扑学。
　　　但是，关于拓扑学的研究没有任何成果，于是，申农就转而与科学研发组织美国分部的数学家
华伦·菲佛一起合作。
在此期间，申农曾为美国军方计算炮弹发射的轨迹。
他的工作得到了华伦·菲佛的褒奖和认可，但是两人的合作仍然未能持续下去，原因是，申农的婚姻
出现了裂缝。
　　在申农和妻子诺玛搬到普林斯顿后，诺玛发现申农的性格发生了变化，变得越来越不愿意与人接
触。
根据学院的规定，研究人员可以自己选择工作时间和工作地点，于是，申农就选择在家中工作。
诺玛回忆道：“他的情况越来越坏，到最后，他谁也不想见。
”诺玛曾试图劝说申农去看心理医生，但遭到了拒绝。
终于，两人大吵了一场，诺玛跑到普林斯顿的火车站坐车回到了曼哈顿，从此之后，她再也没到过普
林斯顿，再也没有回到申农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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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婚这件事对克劳德·申农打击很大。
在给布什教授的信中，菲佛曾写道：“有一段时间，申农看起来似乎不论在神经上还是在情感上都要
彻底崩溃了。
”　　在申农个人危机期间，桑顿·费再次向他提出邀请，希望他到贝尔实验室工作。
这次，申农接受了邀请。
在贝尔实验室，申农再一次把自己无限的才华投入到一门从未接触过的研究课题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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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所有谨慎的赌徒都会使用近似凯利标准的体系。
　　——约翰·梅　　天真地认为“安全第一”的投资策略是把资金分散开来押在许多不同的公司的
股票上，而对这些公司并没有信息做出足够准确的判断，与对一个公司的情况了如指掌，所获信息准
确，而进行投资相比，是荒唐可笑的。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在一个及其崇尚回报的世界中，人们往往会被回报诱惑着一直走
到悬崖。
凯利资金管理模式非常具体地告诉了一个证券交易员可以走多远而不会落入深渊。
　　——威廉·庞德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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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智慧财富故事，书写精彩财富人生！
投资者规避风险的必读之作！
诺贝尔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和股神巴菲特的惊世分歧！
 一个神秘的财富公式，让他成为一代赌神，再让成为最成功证券投资人！
被认为是通吃股市和赌场的绝世利器！
让你用完美的智慧实现财富人生！
　　投资者规避风险必读之作！
诺贝尔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和股神巴菲特的惊世分歧！
　　被博彩者和投资者视为金科玉律，深藏着怎样的传奇故事。
讲述智慧财富故事，书写精彩财富人生。
　　一个神秘的财富公式——　　让他成为一代赌神，再让他成为最成功证券投资人！
被认为是通吃股市和赌场的绝世利器！
让你用完美的智慧实现财富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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