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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的战略》

前言

2005年瑞典皇家科学院授予托马斯·谢林诺贝尔经济学奖，以表彰他在博弈论方面的开创性贡献，尤
其是在增进人们对合作和冲突问题的理解方面的重要工作。与谢林分享这一殊荣的还有以色列经济学
家罗伯特·奥曼(Rob elt Aumann)。托马斯·谢林1921年生于加州奥克兰，1951年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
博士学位，先后在耶鲁大学、哈佛大学和马里兰大学执教，目前是马里兰大学经济系和公共政策学院
的杰出大学教授。1991年被选为美国经济学协会会长。谢林在长期从事学术研究与教学之前曾经有过
一段在政府部门任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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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的战略》

内容概要

本书是1960年哈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冲突的战略》。在瑞典皇爱科学院颁奖的新闻稿中就特别提到
了他的这本书。毫无疑问，《冲突的战略》是谢林获得诺贝奖的最重要的原因。

谢林教授的著作《冲突的战略》一书理性地分析了政治学中一个重要的分支，即当今流行的国际威慑
政治学。此书语言清晰易懂，颇富吸引力。在该领域，作者的倒退析超过了此前的所有相关学者。在
众多的国际威慑的政治学著作中，《冲突的战略》无疑是迄今为止最优秀、最具说服力和最精彩的一
部著作。

《冲突的战略》一书中发展出来的最重要的思想是关于可信承诺在冲突或谈判过程的重要作用。这一
思想民最早源于他的一篇论文“论谈判”（1956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后收入本书，成为第2
章的内容），其基本内涵是，在谈判和冲突的场合，如果博弈一方能够以可信和可观察的方式限制自
己的某些选择自由反而会增强其谈判地位，而赋予一方更多的相机决策权则可能伤害该参与人的利益
。...

Page 3



《冲突的战略》

作者简介

托马斯·谢林,现年84岁,美国公民.1951年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后曾在美国哈佛大学的肯尼迪
学院教学长达20年,担任政治经济学教授,并获得退休名誉教授的称号.之后他在美国马里兰大学化共政
策学院和经济系担任教授,并获得退休名誉教授称号他教授的课程除经济学理论外,还涉及外交国家安
全核战略以及军控等很多方面.

谢林重要的理论著作包括《冲突的战略》.《武器与影响》等,其中前者是相关领域中最具有开创性的
理论著作之一.a他的理论和思想不仅用运在经济中,在外交.军事领域也深有影响.

2005年瑞典皇家科学院授予托马斯·谢林诺贝尔经济学奖,以表彰他在博弈论方面的开创性贡献.在瑞典
皇家科学院颁奖的新闻稿中就特别提到了他的《冲突的战略》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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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的战略》

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战略理论构成要素第1章  缓慢发展的国际战略学第2章  论谈判    谈判实力：自我约束的实力  
 谈判机制及其结构特点    威  胁    允  诺    博弈游戏第3章  谈判，沟通与有限战争    默契(利益共同)    默
式谈判(利益冲突)    显式谈判    默式谈判和有限战争    前期准备第二部分  博弈论的重新定位第4章  趋
向互动决策理论    博弈再分类    协作博弈    混合博弈中的暗示与互动认知第5章  实施、沟通与战略行为
   行  为    威  胁    允  诺    主动权的放弃    定  位    授  权    调  停    沟通及其破坏性    博弈矩阵中的行为组
合    矛盾的战略优势    “战略行为”第6章  博弈论与实验研究第三部分  战略：充满随机性第7章  允诺
和威慑的随机性    失败的风险    威胁意外实施的风险    随机性承诺第8章  产生随机因素的威慑    意外战
争威胁    有限战争：风险的根源    有限战争中的危险行为    报复与侵扰    风险行为和“强制性”威胁    
边缘政策    不完全决策过程¨第四部分  突袭：一种互不信任的分析第9章  双方对突袭的担心    概率的
无限排序    具有“明确答案”的非合作博弈    重温旧题    不完全预警系统产生的随机行为    参变行为    
默式博弈    谈判博弈    多人博弈第10章  突袭与裁军    误解侵袭    有限战争中的误解    互存误解    长期监
控    超前机制附录附录A  核武器与有限战争附录B  博弈论的非对称性附录C  重释“非合作”博弈的决
策理念    冲突利益    第三者的影响    释义收益    选手数量    结  论英中文译名对照及索引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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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的战略》

章节摘录

书摘如果把研究仅仅局限于冲突论，我们将受到理性行为假设的严格限制，它不仅指明智行为，还包
括权衡利弊后所做出的行为反应，而这种权衡则建立在冲突双方各自明晰的、内部协调的价值体系基
础之上。这样的话，我们就人为地缩小了研究结论的适应范围。如果仅仅为了研究现实中的冲突行为
，我们在这种局限的条件下得到的分析结论要么是对现实完美的反映，要么则是对现实的歪曲。由于
任何抽象活动都存在类似的风险，因此我们必须做好对自己的研究结论进行评判的准备。    有关“战
略”的研究之所以能够推动理论的发展，并非这一研究方法在目前所有的研究方法中最能反映事实，
而在于其对理性行为的假设卓有成效。这种研究方法能够一针见血地揭露研究对象的关键所在，从而
有助于理论发展。此外，这种方法能够使我们严格区分自己分析的冲突过程和假设中冲突主体参与的
冲突过程。我们要求假设中的冲突主体行为具有某种连贯性，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根据他们是否符
合连贯性这一标准来分析是否存在其他可供选择的行为模式。虽然对“理性行为”的假设极大地推动
了理论进步，但是我必须重申，检验研究得出的理论是否真实反映了现实则是后续之事。    虽然战略
论承认冲突产生的合理性，并以假设的“志在必胜”的冲突主体作为研究对象，但是并不否认冲突双
方之间除了冲突利益往往还存在某种共同利益。事实上，研究对象的多样性本身反映了国际关系中对
立冲突与合作依赖并存这一现实。双方利益完全对立的完全(pure)冲突状态是非常罕见的。完全冲突
通常只会在大规模毁灭性战争中出现，否则在一般战争中也很难发生。鉴于此，冲突中的“胜利”一
词含义并没有严格的界定。冲突中的“胜利”只是相对于冲突一方的价值观而言，而非冲突另一方。
而且这种胜利只能通过冲突双方的讨价还价(bargaining)、互谅以及避免采取互损行为得以实现。如果
战争成为解决问题的惟一方式，那么就会出现所谓的“完全冲突”。但是，倘若存在任何避免发生大
规模毁灭性战争；或是仅打一场破坏性最小的有限战争；或是武力威慑就能迫使对方退缩的可能性，
那么互谅的可能性就同冲突要素一样重要。诸如在威慑、有限战争、裁军或谈判中。冲突双方都隐含
着某种共同利益和相互依赖性。    P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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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的战略》

后记

《冲突的战略》一书是为了满足理论需要，而非实际外交决策。主要目的是为了建立一个跨学科领域
——该领域曾被人们称之为“讨价还价理论” 、“冲突理论”或“战略理论”。作者想向人们证明，
一些横跨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甚至是法学和哲学或者是人类学的基础理论，不仅对从事理论研
究的学者大有裨益，而且也有助于人们解决实际问题。与此同时，作者最初认为博弈论(the theory of
games)在某些领域应该具有更多实用性。但是现在看来，这也许是一种曲解，因为除了大家比较熟悉
的霍华德·雷夫 (Howard 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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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的战略》

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为什么有些国家、团体和个人可以和平地解决冲突，而另一些国家、团体和个人却不断地被冲
突困扰呢？感谢谢林和奥曼的研究，为这一自古以来困扰我们的问题带来启迪。”    诺贝尔经济学奖
评委会主席约尔根·韦布尔    “经济学大师的原创贡献大都体现为高度技术性的论文，让一般的读者
望而却步。所幸谢林的原创贡献是一个例外，他的《冲突的战略》没有涉及多少专业术语和数学模型
，完全依靠逻辑的力量展现思想的深度和广度，无疑是体现博弈论如何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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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的战略》

编辑推荐

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马斯·谢林开创性巨著！书中发展出来的最重要的思想是关于可信承
诺在冲突或谈判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全书语言清晰易懂，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在众多的国际威慑政治
学著作中，《冲突的战略》是迄今为止最优秀、最具说服力和最精彩的一部著作。1960年哈弗大学出
版社出版的《冲突的战略》。在瑞典皇爱科学院颁奖的新闻稿中就特别提到了他的这书。毫无疑问，
《冲突的战略》是谢林获得诺贝奖的最重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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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的战略》

精彩短评

1、挺难懂的。。百本最伟大的书之一，可是我讨厌博弈量化，一大堆公式啊，不过其他部分倒挺好
。
2、上班困的时候看此书顿时清醒。原来自己这么笨什么都看不懂！
3、作者在行文中有一些因对读者专业水平与股过高而造成的阅读障碍。但这不是问题。问题在于中
文翻译实在令人不敢恭维。从句子结构上就能看出来，译者根本没有进行句法转换，文不达意之处屡
现。更有明显错误一处为证：86页第3自然段有“⋯⋯一个以第62页的第六个问题⋯⋯”句。而该问题
实际出现在第55页。这说明译者翻译过来之后对原版的页码数根本未加修订，难不成是靠机器做的全
文翻译？  全书除CIP数据“刘⋯⋯”之外没有一处对译者姓名的提及，主编序言的末尾更是有意加以
回避。  北大光华的编者和华夏出版社当真是除赚钱之外什么也不考虑了么？
4、关于博弈，没怎么看懂。
5、专业要求啊 没选择的
6、在我看来它就是一本专业书籍！没用一定专业知识的人买回去只好当摆设！
7、: �
C912.3/3749
8、这绝对是充满启发性的一本书，看完之后对于政治的理解完全加深了N个层面
9、作者在行文中有一些因对读者专业水平与股过高而造成的阅读障碍。但这不是问题。问题在于中
文翻译实在令人不敢恭维。从句子结构上就能看出来，译者根本没有进行句法转换，文不达意之处屡
现。更有明显错误一处为证：86页第3自然段有“⋯⋯一个以第62页的第六个问题⋯⋯”句。而该问题
实际出现在第55页。这说明译者翻译过来之后对原版的页码数根本未加修订，难不成是靠机器做的全
文翻译... 阅读更多
10、这本书名气满大的，可是一开始很难看懂啊
11、颇为难懂，作为一名文科生，需要好好地看一下数学基础
12、翻译如屎
13、一本成就作者诺贝尔之路的书。8g，博弈论，偶关心的，还是这个。
14、作者是想通过这本书阐述一套general的博弈理论，但由于写作背景是60年代，所以举的大量例子
都是美国与前苏联的军事战略方面的。坏处是我此前对该领域完全没概念，所以影响到我digest背后的
博弈理论，好处是本来是想用这本书熟悉博弈论的，结果意外收获了些军事知识。。。
15、难懂
16、汗，难
17、很受启发，甚至在个人为人处世中
18、原书是名著，可惜翻译得不好。有些图表做错了。
19、作者行文过程中不乏因对读者专业水平预估过高而引起的阅读障碍。但这不是大问题，问题在于
本书的翻译实在令人不敢恭维。从句子结构上就可以看出译者根本没有用心转换句法传达文意，言不
达意的现象屡现。更有低级错误一处为证：书86页第三自然段有“一个与第62页的第六个问题⋯⋯”
句，但该问题实际上出现在第55页！这说明对英文原版书中的页码根本未加转换。这书难道是机器译
的？
20、除了翻译之外都非常好
21、底线就是：你为了获取一个平台，一个机会，你所能付出的最大限度的东西：“如果你有梦想的
话，就要去捍卫它。那些一事无成的人总是想告诉你，你也成不了大器。可如果你有理想的话，就要
去努力实现。”
22、看了对这本书的介绍后我到处找这本书的中文译本，在卓越找到了，欣然买下，卓越的服务也很
及时，可是这本书翻译实在欠功力，在字里行间体会那意思明明可以用另外的更倾向于意译的方式翻
译，那样会好看很多。可是意译是需要翻译者具备深厚的经济学功底才行的。姑且等以后的好译本吧
。
23、博弈论的大师们如果有机会读到三国演义，不知会作何感想？
24、可置信威胁 矩阵的部分跳过
25、拼凑出来的翻译很没水准。认真学过博弈课本且了解实验知晓中国古代兵书的人可以忽略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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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的战略》

。
26、应该焚香沐浴后跪着读，为什么不给作者颁发诺贝尔和平奖？
27、其实从博弈论角度看古巴导弹危机和金门炮战，美国人虽然得到了想要的，但是确实反映过激了
，世界也可能因此毁灭过，只不过运气好而已。虽然美国拥有对苏、中的核优势，但是如果老玩火迟
早有焚身的一天，好在美国后来在苏联导弹优势下脑子开始清醒点了。
28、翻译不好，看起来很绕。
29、基本上没看懂，只是温习一下以前就明白的。
30、书是本好书，可惜翻译的人（光华管理学院）岂是一个蠢字可以形容？
31、我手里有本原版的。对照着图书馆的这本中文书翻一下，觉得翻译过来后，原书由100分降至70分
（还是保守估计）。
32、2016-031～T数学中的概率与逻辑，事件中的博弈，冲突中的较量，以及诸多表面平静下暗流涌动
～好多军事新知识。
33、好多都看不懂。。
34、坚持看——最好开始的时候看《策略思维》、麦凯恩《博弈论——战略分析入门》，之后再看这
本书会比较好理解。还是要看要买，推荐！！
35、经典
36、还是有些晦涩！
37、真不晓得怎么包装的,蛮喜欢的书,打开看到皱皱的边角,不同大小的书干嘛不能想办法报好些,想不
通的是干嘛要把最厚的和最大的书放中间呢????难道这就是做到卓越??下次再也不来卓越了!!
38、還是有數模 矩陣 喜歡博弈 
39、翻译是渣阿
40、理论性的描述，感觉还是道长讲的时候比较吸引，前几章倒也罢了，后面的章节还是看原著吧，
译本又让我糊涂了...
41、其中内容啃啃非常有启发。。。略难读。
42、20120315
43、翻译的相当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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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的战略》

精彩书评

1、看完书后，有这种不一样的感觉：原来国际关系、军事斗争还有政治安排，原来都有“冲突的战
略”在里面左右。 作为“博弈论”的先驱，谢林先生的思想高深而又全面，可他通过事例却把这个理
论说的清楚、了然。要说感想，可能需要再看几遍才能形成自己的思想。 翻译的质量好像不是很理想
，特别是一些理论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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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的战略》

章节试读

1、《冲突的战略》的笔记-第69页

        就其本质而言，逻辑推理具有很强的诡辩性。在上面的游戏中，诗人可能会比逻辑学家做得更好
，因为与其说这样的游戏是国际象棋，还不如说是充满字谜的文字游戏。逻辑有时也会发挥积极的作
用。6中，大多数人趋向于数字1都是基于逻辑推理。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主体在进行逻辑推理之前
，必须依靠想像力从当前环境提供的众多具体细节中发现主要线索。
寥寥数人的政治集会可能会发展成为规模庞大的盛会；当出现政治真空或无政府状态时，宪法的有效
性则需要主体公众的支持；一个犯罪集团元老的权力可以影响整个黑社会，因为服从是建立在服从者
惩罚违抗者这一简单的逻辑基础之上。我们通常所指的社会“号召力”也反映了同样的道理。价格领
先、各种非价格竞争或价格稳定等经济现象无不证实默式沟通的重要性，及其依赖于谈判主体对现实
情况的准确解读。不谋而合的反叛行为告诉我们：当领导者不堪一击时，人们通常需要一种默契行动
的暗示。这种暗示使他们相信，如果自己起来造反，对其他人也会做出同样行为，这样就形成了不谋
而合的反叛行动。当事人都能够达成某种共识，妥善解决彼此间的问题。在允许任意选择存在的情况
下，双方理性的选择结果总是优于盲目选择的结果。甚至是最不公平问题中的弱势一方，也不得不接
受问题中有关合作协议的约束。比较7与4，首先，收入的存在排除了对半分配的可能性。其次，在双
方无法有效沟通的情况下，简单易懂的10-5比例方案是惟一具有可行性的方案。问题8与4，在机制安
排上存在歧视性和不公正。无论从法律的角度还是从道德的角度，捡到钱的人和丢钱的人之间的关系
都极不平等，所以双方不可能达成5-5分配方案的可能性，调节人的建议只能说明存在其他分配方式的
可能性，其作用也只是表现在圆滑地提出的分配方案，这也是大家能够普遍接受的方案。问题5中，A
获得B在问题5中的奖项，反之亦然。那么，第一个提出条件 的选手是否有理由改变选择？或者假设裁
判宣布，无论他们选择哪个字母，只要双方选择的字母相同，则奖项保持不变。如果情况如此，他们
仍然会对字母R趋之若鹜，因为这是他们有可能实现合作的惟一途径，如果我们回到游戏的开始，假
设当事人还没有做出选择。我们可以想像墙上有个标识似乎在提醒他们：在犹豫不决的时候，一定要
选择R，它仍是实现协作的一种方式。如果对方知道你的奖品组合，而你却不知道他的。鉴于你没有
足够的条件预测对方可能做出的选择，甚至没有机会向对方献媚或主动选择一个“公平”的折中方案
，所以，双方实现协作的基础只能是你充分地解读自己所掌握的信息。对方对你的了解、你对对方的
无知以及缺乏协作的替代条件，都会轻易地迫使对方做出对你有利的选择。

2、《冲突的战略》的笔记-第49页

        八个协调博弈问题：
测试结果：
该章后面还有8个更有意思的问题。

3、《冲突的战略》的笔记-第3页

        诺斯和温加斯特（North&amp;Weingast）的一项著名研究发现，在17世纪英国光荣革命之前，英国
王室财政困难，但又无法在民间金融市场上借到钱。富人不敢把钱借给王室，原因很简单，当时的君
王拥有无限的权力，不管他如何作出口头承诺，他想赖账谁拿他也没有办法。后来新兴的资产阶级和
富裕地主通过议会限制王权，尤其是限制随意征税的权力。在君主立宪之后，王室借钱就容易多了。
君主立宪限制了君王的权力，是一种自残的行为，但只有这样，君王借钱还钱的承诺才是可信的。所
以说，一个强打的专制政府是无法作出可信的承诺的，专制政府也因其强大和权力无边而受到损害。
最近市场盛传中资银行信用评级将被下调的传闻，是否也有这样的逻辑在里头。

4、《冲突的战略》的笔记-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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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慑存在的前提是双方存在冲突的同时，也存在共同利益

威慑必须可信、有效，威慑的可信度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执政党实施威慑的成本和风险。长期以来，
我们主张实施威慑，建立遏制敌人进攻的包围圈，并使其发展成为一种民族荣耀和尊严。这一切都增
强了威慑的可信度。

一旦发生突发事件，我们可以避重就轻，通过在局部地区发动有限战争，避免大规模的报复行动。

对手的自我控制力与其实施威慑的有效性存在密切联系。威慑对那些丧失理智、行若稚童的人不起任
何作用。

威慑的效果与对手掌握的可供选择的资源有很大联系。如果不是一头困狮的话，对方的
行为多少令我们能够容忍。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孤注一掷的威慑则令对手更加危险

大规模杀伤性威慑只有当对方完全不具备杀伤性报复能力时才能发挥作用。因此，我们必须考虑对方
的突袭能力是否达到足以导致对方先发制人，以避免首先遭受来自我们的突袭。

如果存在一个允许或禁止某些行为的司法体系，不仅有权惩罚不履行承诺的一方，并且有权要求双方
提供可靠的信息，那么，这个司法体系如何对这些问题产生影响呢？

5、《冲突的战略》的笔记-第2页

        谢林在该数字宏发展出来的最重要的思想是关于可信承诺（credit commitment）在冲突或谈判过程
中的重要作用。其基本内涵是，在谈判和冲突的场合，如果博弈一方能够以可信和可观察的方式限制
自己的某些选择自由反而会增强其谈判地位，而赋予一方更多的相机决策权则可能伤害该参与人的利
益。

6、《冲突的战略》的笔记-第109页

        
在国际象棋中，棋手双方不在乎局中的棋子是否看起来像马、象或者其他东西；或者这个游戏本身是
否叫做“象棋”、“内战”还是“实业”等；或者棋格被扭曲像个行政区或地理区域。棋手双方是否
认识对方、讲同样的语言，或拥有同样的文化背景都不重要，更不用说棋手的名字以及谁给起的名字
。（如果这些因素都重要的话，一方完全可能人为地破坏这些细节的影响。如果需要的话，任意一种
随机的最大最小战略也会消除这些影响。）

但是，如果我们改变象棋的收益矩阵，使之成为一个非零和博弈，最终的胜利不仅取决于双方消灭对
方的棋子数，还要参考双方留下的棋子数以及他占领的棋格。通过这种方式，棋手双方都不会轻易地
吃掉对方的棋子，因为这也可能给自己造成损失。同样，这种方式也使棋手双方都不知道对方的价值
点，即哪个棋子和哪个棋格对对方具有重要价值。由于时间的限制，双方都不可能故意与对方搭讪以
拖延时间。而现在，假设以下任何一个因素的出现都将对双方产生重大影响：我们是否称其为“战争
”和“黄金潮”；棋子看起来是否像马、战士、探险者，还是像寻找复活节彩蛋的孩子；棋盘的背景
是地图还是图画以及棋格被扭曲成什么形状；或者在棋局开盘前介绍双方的背景故事。

这里我们再次修改游戏规则，要求双方必须以他们自己的方式达成共识，无论采取哪种沟通方式（言
语和／或行为）；无论以何种方式（默式和／或显式），双方必须自定游戏规则，进行有效沟通，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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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达成某种共识和避免双方利益的共损。其中，一些“偶然因素”也许有利于双方尽快找到彼此的
行为模式或游戏中的一些隐含条件，而且双方制定的规则必须有助于区分各自的收益。双方必须这么
做，因为这有助于而非阻碍双方选手发掘彼此稳定清晰的互动行为模式。

游戏结果取决于双方对彼此行为的预期判断，而且彼此也知道双方的预期存在互动性。选手双方必须
通力合作，形成默契，找到双方的共识和决定游戏结局的比赛方式。他们必须制定共同的游戏规则，
并接受由此产生的游戏结果。

最典型的沟通问题是，当博弈一方突破另一方认为的“界线”时，后者如何克服意欲对前者实施的报
复行为。假设双方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那么一方的报复能力不仅取决于形成“界线”的语境，还取
决于另一方对这一报复模式的认知能力。如果他见到过类似先例的话。历史和文学先例、司法和道德
案例、数学和美学以及熟悉的生活常识都影响到一方的报复模式或对别人意图的认知。即使双方能够
进行有效沟通，这一状况也不会有很大的变化。

谈判不仅涉及双方的预期协同，而且谈判过程最终形成的这种协同可能依赖于谈判过程自身的动态因
素，而非仅仅是谈判的初始条件。

假设双方知道对方的选择矩阵，如同猜测博弈游戏的机制结构。原因在于除了在特定的条件下，一些
谈判主体根本不知道谈判过程中的某些因素。我们怎么才能知道，苏联人如此厌恶的一场两败俱伤的
毁灭性全面战争？我们做不到。原因不仅仅是苏联人不愿意我们知道；相反，在某种情况下，苏联人
迫切希望我们了解他们的情况。问题是，他们如何才能让我们知道呢？如果中国人决心不惜一切代价
统一台湾，他们如何才能让我们相信，任何制裁措施都无法阻止他们的决心，以及我们的任何威胁都
将使我们卷入这场战争？

通过向双方展示某种行为的代价或风险，互动行为可以某种程度上改变游戏的进程与结局。互动行为
具有言语无法相比的优势，如信息的传达、暗示方式以及不同的属性。当互动行为发挥重要作用的时
候，言语往往显得异常苍白。（除非言语是一种威胁、允诺、承诺等等；而对言语的研究必须以互动
行为为前提条件，而非言语沟通。）如果结果日趋明朗，互谅最终要求双方的利益分配必须根据各自
的相对优势。一方的所失应该小于其所得；一方的所得应该根据某种事实依据，并非通过欺骗手段。
而且双方的行为应该符合各自的价值观，能够被对方所认识。

通常假设存在于双方价值观中的不确定因素，也削弱了作为标准原则的数学对称性方法的有效性。如
果一方知道必要信息量的一半，那么数学的对称性方法就无法发挥作用；一旦对称性有助于双方进行
互动行为的沟通，那么对称性将发挥质的飞跃。这时的对称性依赖于具体环境，而非抽象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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