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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承续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赫伯特·A.西蒙开创的有限理性观，集包括莱茵哈德·泽尔腾和弗
农·L.史密斯等诺贝尔经济学获得者在内的众多当今世界上各个领域的顶级科学家的集体智慧而成的
一部经典著作。
它将人类理性作为适应性思维重新思考，重在理解头脑是如何应付周围的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其独到
的见解和论述将关于人类思维、人工智能、创造性及决策制定等问题的研究从一个虚无缥缈的梦幻世
界迎回现实世界中来。
它是一部让人变得勇敢与睿智之作。其提出观点和假设的大胆性、论证观点和假设的严密性及驳斥相
反论点的强而有力，都将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书中处处闪耀着智慧和灵感的火花，读者不仅可以
从中汲取到知识的营养，更重要的是可以从中学到独立思考的精神和灵活多变的思维方法！
作为一部引人入胜的跨学科著作、本书适合于对心理学、认知科学、人工智能、统计学、经济学、社
会学、哲学和动物行为等研究领域感兴趣的广大读者阅读。它可以供希望在现实生活中作出良好决策
的任何人作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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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吉仁泽（Gerd Gigerenzer）
教授，柏林“马克斯·普朗人类发展研究”（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Human Devlopment）主任，著有
《简捷启发式：让我们更精明》、《适应性思维：现实世界中的理性》。
莱茵哈德·泽尔腾（Reinhard Selten）
波恩大学教授，《博弈均衡选择概论》一书的合作者，199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之一。
译者介绍
刘永芳，华东师大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教授，著有《归因理论及其应用》、《管理心理学》等，译著
有《简捷启发式：让我们更精明》、《适应性思维：现实世界中的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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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李紓在《决策心理：齐当别之道》书中如是说：
Amos Tversky 做了一件事：证明了“应该”（should）与“实际”（actual）偏好性决策间存在沟壑，
并尝试假预期理论填补这一沟壑。
Gerd Gigerenzer 做了一件事：证明了用“简捷启发式”做预测性决策，不比那些复杂的“理性分析式
”模型差，甚至更好。
Gigerenzer 领导的Adaptive Behavior and Cognition (ABC) 研究团队产生了日益重要和深远的学术影响。

2、吉仁泽：《有限理性的工具箱》。老书新译。国内只知道卡尼曼，对吉仁泽不太了解。但是强烈
推荐他。此书是他与诺奖得主合编的论文集。读完此书，理论上应该开始明白了人类认知的双刃剑。
什么是「生态理性」；什么是「社会智能」；更能理解隐喻如何影响思想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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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在所有旅行中，思想上的旅行是最为艰难，也是最为有趣的旅行。读懂一本好书是由作者引导的
思想旅行，创作一部作品是独自探索的思想旅行，而翻译一部著作是介于上述二者之间的思想旅行。
作为一部跨学科（心理学、生物学、人类学、社会学、行为生态学、实验经济学、数学、统计学等）
专家集体协作完成的著作，《有限理性——适应性工具箱》一书涉及的领域和主题如此之多，不同学
科领域作者的写作风格如此不同，都给翻译工作带来了巨大的困难，以至于我不得不经常到互联网上
查询自己学科之外的诸多学科知识，还要经常向相关领域的专家进行核实和求证。然而，正因为如此
，这次旅行收获颇丰，也格外充实，有趣的旅行通常都是艰难的。尽管涵盖了众多学科领域，但本书
的中心思想是有限理性。毋宁说，它试图从跨学科的角度来阐述有限理性的含义及其合理性。作为一
个在许多学科领域乃至现实生活中逐渐流行开来并多少有些时髦的术语，有限理性概念受到了许多误
解或曲解。本书两位主编试图从赫伯特·西蒙提出这个概念的原始含义出发，正本清源，澄清这个概
念的含义，至少表达自己关于这个概念的一家之言。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首先阐述了什么不是有限
理性。有限理性不是非理性，因而不能放在与传统的理性思想体系相对立的位置上来理解。它不包含
任何贬义的或是低等的意味！有限理性也不是受限制条件下的最优化，因而不是与传统最优化思想相
比次优的选择！它不是受限制条件下无可奈何的将就之举！有限理性是人类和动物适应自然和社会环
境的现实、稳定、可靠的资源，正是基于这种资源，有机体形成了应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的策略、
规则、方法和手段，它们构成了所谓的“适应性工具箱”。适应性工具箱中的工具是具有适应性的，
也就是说，它们是能够很好地拟合或匹配于现实自然或社会环境的（即具有生态合理性），这已经被
进化的、个体发生发展的、社会文化演进的大量证据所证明。可以说，人类的整个进化史、发展史就
是有限理性驱动和推进的历史！从这种意义上说，有限理性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现实的！换一个角
度看，适应性工具箱思想及其所包含的各种具体启发式策略和工具为有限理性提供了具体的特征，可
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什么是有限性。有限理性衍生出了各种各样的启发式，而启发式体现了有限理性
所包含的智慧。探索人类和动物的有限理性及其适应性问题不能局限于理性的或认知的层面，还必须
延伸到情绪的、社会的层面。因为除了理性或认知属性之外，人类和动物更具有情绪的、社会的层面
。因为除了理性或认知属性之外，人类和动物更具有情绪和社会属性，而且后一种属性既与前一种属
性相互影响、交互作用，又更能体现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之中。毋宁说，情绪和社会属性理应包含于理
性和适应性概念的范畴之内，也就是说，人类和动物基于情绪和社会属性而形成的启发式亦包含在适
应性工具箱内。此类启发式和工具被作者称为社会理性，它是有限理性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对于吉仁
泽（Gerd Gigerenzer）教授及ABC研究中心此前出版的两本重要著作——《简洁式启发——让我们更
精明》（中译本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和《适应性思维——现实世界中的理性》（中译本由上
海教育出版社出版）——而言，本书用了更大的篇幅从跨学科的角度阐述了情绪、社会学习和模仿、
文化等在有限理性概念体系和适应性工具箱中的地位和作用，一方面拓展了相关的研究，丰富了理论
体系的内容，另一方面将原有理论体系向应用方向推进了一大步。总之，作为达勒姆工作坊跨学科研
讨会的结晶，本书的结构似乎是松散的，但其观点是鲜明的，内容是统一的和连贯的。它是德国马克
斯·普朗克人类发展研究所适应行为与认知中心（ABC研究中心）相关观点和研究的延续和推进，只
是吸收了更多跨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参与而已。这本身就是该研究中心成功的重要表现之一，因为如
果没有有价值的观点和思想，是不可能吸引如此多不同学科领域专家参与的。除了更加深入地理解当
代行为决策研究的最新进展及ABC研究中心的理论和学术观点外，从本书中你还可以了解众多学科的
相关知识及不同学科领域的专家是如何围绕一种观点和思想开展研究工作的。本书对于改变你的思维
方式和在现实中应用相关方法改进工作也将具有促进作用。由于个人工作等方面的原因，自从2005年
接受改书的翻译任务，到其最终出版发行，经历了十余年的时间。在此，我向本书作者和广大读者表
示歉意。好在有价值的成果总是有价值的，不会因为时间的推移而过时。向在本书译稿形成过程中我
的不同时期的学生们所做的初译和修订工作表示感谢，虽然初译稿和修订稿还远远达不到出版的要求
，但也在一定程度上简化了我的工作。向负责校对部分重要章节的栾胜华博士表示感谢，您的工作减
少了犯低级错误的可能性。向负责联系制作插图的Rona女士及快速精确地制作好所有插图的Hause女
士表示感谢，你们及时提高的高质量图片，为本书增色不少。特别感谢你们认真、负责、守时的工作
态度。向为本书出版提供机会的清华大学出版社表示感谢，特别感谢前期推荐本书出版的吴颖华编辑
及后期负责本书编辑工作的杜春杰编辑，你们认知细致的工作保证了本书的最终质量。需要指出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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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主题索引”和“人名索引”中的页码均为英文原著中出现的页码。为了便于读者查找，我们
在正文的外侧也给出了对应的原著页码。由于译者水平有限，特别是学科知识有限，书中的错误、不
足之处在所难免，敬请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刘永芳2016年4月25日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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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有限理性适应性工具箱》的笔记-第1页

        Gerd Gigerenzer原中文译名字为哥德·吉戈伦尔，2005年来心理所时荆其诚研究员为其改译名为“
吉仁泽”。荆先生曾为1978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Herbert Simon 取中文名为“司马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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