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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粗略过了一遍，很多没看懂。打破了很多生活中感性的“常识”，数学工具与日常生活，说的够
清楚。
2、当研究的变量同时包含稳定因素和随机因素时，回归就成了必然，所以龙生龙凤生凤，但是不用
担心，富不过三代
3、需要反复阅读,纠正自己的思维习惯
4、概率统计方面的科普好书，对其中统计现象的解释很清楚。彩票-期望和回归现象两章印象深刻
5、其实就是数理统计和概率论和一点逻辑分析在经济和生活里的应用，不知道对非专业人士是不是
比较有用和有意思，对我来说最有趣的是学到了“asymmetric dominance effect”
6、像我这种笼统读了一遍还没怎么读懂的人需要看第二遍，值得看第二遍
7、被轰炸了无数遍，像白痴一样活了二十多年～自以为高明真是最可怕的状态，面对充满不确定性
的复杂世界，再如何极尽谦卑也不为过。形式主义与抽象的数学推理在代数和几何间变换，在书斋里
测算到的远胜激情和所谓的实践，膜拜膜拜再膜拜。
8、用数学思考问题，确实很不错。可惜本人数学水平不足，好多看起来还是有点费劲，但这不妨碍
评价这本书是好书，生活中多用数学思考问题，会提高很多问题的解决正确率。
9、作者以不同的方式便于读者理解曾经那些死记的定理，原来是这样。
10、原版不清楚。但中文版翻译得很流畅，将数学描绘成了一副画，一段段通晓易懂的文字。是本好
书
11、看完之后终于明白为什么哲学是所有科学的综合，理解了为什么很多科学家最后都跑去研究神学
神马的数学只是生活的抽象化
12、书是不错的书，讲述了很多数学思想以及实例。但读的过程中总是感觉作者写得有些走神，而且
字里行间会显露出起作为数学家的傲慢以及对其他学科的不屑。
13、书名翻译太坑了，其实就是一本介绍数学的科普书，内容详实。可惜不是很容易读懂。不是数学
粉读起来比较枯燥，也可能是翻译问题。推荐阅读！
14、读了前面一部分，就统计学方面看到我头晕脑胀，太多新名词要理解，有些定理要延伸计算理解
。
15、现在书名流行“魔鬼xxx”和“大数据”，其实本书与魔鬼和大数据都没啥关系，有点哗众取宠吸
引眼球的意思。本来的英文书名"How not to be wrong: The Power of Mathematical Thinking"很准确的反映
了书的内容。这是一本很好的书，讲述了很多数学如何解决/解释现实生活的问题。读者最好有高中以
上的数学训练，并要耐心咀嚼内容，不是一本非常轻松的书（尤其对文科生来说），认真读完可以帮
助开脑洞。
16、inspiring and invigorating 
17、十分硬核的一本书，最为迷人的是，看这本书会产生一种错觉，好像作者一边讲他的概念，完了
又告诉你，他不一定是对的咯。
18、家燕乐队的骑墙，是什么乐队的什么歌？
19、2016.8
真心比较费脑子的书，给三颗星不是本书不好，是我感兴趣的部分不多。推荐对数学着迷的人阅读，
其他人可以学我做快速阅读。正面和反面都尝试证明不仅仅数学需要，投资也需要。
20、还行。有些吐槽比较逗。
21、忍着看了一半多。五篇博客就能讲完的内容作者结合各种没实际意义而且说服力的事例拓展成一
本书。读着跟意识流似的。经常扯了一堆宗教的蛋 然后说数学在这个问题上应该保持沉默（qnm的）
。这只是本烂科普 可能适合文科生吧no offence
22、数学是常识的衍生物，有时候不是数学错了，而是我们选错了常识。
～～～～～～～～～～～～～～～～～～
这是一本书末《致谢》都有知识点的好的教科书。
23、与大多数著作相似，虎头蛇尾。中间的概率问题不好理解。
24、两天在高铁上读完，有点囫囵吞枣。很多年没学数学，但我一直觉得数学很重要，因为人生不止
买菜。这本书其实是讲了数学以及统计学的基本常识，比教科书生动，但是比xx学与生活及怪诞xx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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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类的难懂。看着看着就混乱了。我最大的收获就是觉得时刻提醒自己不要胡乱推论，很多东西非线
性。
25、介绍了生活中的一些驳论，有些还蛮有趣。后半段开始有些主题感觉有些乏味。也许是抱的期望
太高，内容并没有太多惊喜。
26、要么我数学太差，要么没翻译明白，书中的一些数学案例推论部分，我没懂。

作者的写作也过于发散，不如那本《信号与噪声》。
27、深入浅出的说明了数学的价值，最纯粹的数字之美
28、很抱歉的给了3颗星，一开始阅读的时候很有愉悦感，作者对于一些事件的点评和数学分析令人豁
然开朗，越往后看，越发觉自己和儿时不一样，对数学、理性、知识等失去兴趣，反而爱些文学和人
文科学（历史、政治），故读不下去了。想来喜欢此书的人都是很专注、对数学有一定兴趣和基础的
人。
29、开头就很有共鸣，说出了很多人心中的疑惑。数学能帮助我们透过现象把握事情的本质，整体内
容概率统计占了不少篇幅。作者深入浅出，很会讲数学故事，有些部分中文版不太看得懂，对照着原
版看的，更易理解些，原版作者文笔不错。
30、很喜欢，被引言的弹头统计说吸引，一口气看了三章，对我这种数学白痴理解有点困难，需要边
思考边理解
31、数字是会骗人的。 数学思维方式真的和常理不一样啊
32、数学是一种思维方式
33、How not to be wrong? 多学数学，『数学就是常识的衍生物』。
34、Some mathematics history, structured pattern, still inspiring, interesting thoughts about election poll
methodology, mathematics is a combination of art, philosophy and science
35、数学在生活的每一处
36、看到后面有点跟不上，是磕磕绊绊读完的。真切感受到作者对数学研究的热情，这也鼓励我重新
找出波利亚的书去啃。另外，中信成功强化了我对其的一贯印象——价高品次，原来不是只有盗版书
才会把整页都印歪。
37、数学不仅仅是教科书上的公式，而是可以用来解释世界上很多迷的工具。数学是思维的工具，这
本书告诉了很多用数学去分析问题的方法，我们可能不知道这种分析方法怎么来的，也可能不知道将
来怎么用，但是就在当下，就在这一个例子中，你会豁然开朗。
38、低级错误（“预测正确的概率是0.68，错误是0.31”，囧，谁告诉我剩下那0.01是什么）出现在这
书里，实在讽刺无比，不知是翻译的问题还是原书的问题。
39、来源于小扎书单，趣味数学科普，作为数学系学生角度比较普通，说了很多统计的内容，因为专
业知识不足读的不好，但和大数据其实关系不大，写的很长，后面内容疲软
40、有趣
41、真长，也真难懂。不是所有的线都是直线，概率论还是难以想象的一知半解。
42、数学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只是工具。魔鬼们选择性地利用数学工具达成目的，而我们要透过表
面去看穿魔鬼的阴谋。这其实是一本不错的社会学科普书籍。
43、提出的问题吸引人，答案也有意思，解题过程太难follow。静下心来再好好读一遍后半本。
44、完美阐述了数学的魅力，数学中的各个分支的研究都是基于现实中的问题而开展的，同时数学在
历史中的各个时期都为时代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更关键的是，全书一点儿不枯燥，适合各种教育
背景的人看。学习解决数学问题背后的思维方式，绝对对自己大有裨益。
45、关于数学，在学生时代，做了太多浅显而复杂的东西，反而对简单而深奥的东西思考的很少。这
本书重点介绍的就是那些简单而深奥的东西，从幸存者偏差，到拉弗曲线，再到大数定律，期望回归
，都是很简单的东西，然而它们足够深奥，以至于我们经常会忘记它们，被生活的表象所蒙蔽。
46、最后一章，感人肺腑。
47、太棒了，非常多的干货，收益匪浅。
48、*^o^*
49、然而我还是不喜欢数学。
50、有点难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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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魔鬼数学》的笔记-触目惊心的数字游戏

        大数定律大数定律不会对已经发生的情况进行平衡，而是利用新的数据来削弱它的影响力，直至
前面的结果从比例上看影响力非常小，可以忽略不计
按比例换算存在问题

基数小的情况下，概率波动大，而基数越大，概率越趋于稳定。同比换算就有可能产生误导。

2、《魔鬼数学》的笔记-要不要学习瑞典模式

        非线性思维
正确的方向取决于你当前的位置

3、《魔鬼数学》的笔记-引言

        “你的假设是什么？这些假设合理吗？”
幸存者偏差

才读了引言，就有一种迫不及待的感觉。数学，我从来没有想过它能有什么用？！当然除了那些数学
家们的各种研究。想起以前（对于我来说确实是很久很久以前了，高中之后，就完全没有接触了）各
种练习各种做题，除了应付考试，从来没想过数学还能有什么用。

“数学与逻辑推理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可以增强我们处理事物的能力。掌握了数学知识，就像戴了一
副x射线眼镜一样，我们可以透过现实世界错综复杂的表面现象，看清本质”
听起来如此fascinating，倒是很想认识一下学数学的人才了。

不由想起那本嫌疑人x的献身。男主也是数学老师呀！

4、《魔鬼数学》的笔记-永远无法到达的冰激凌商店

        冰激凌商店悖论
说的好有道理 我竟无言以对

5、《魔鬼数学》的笔记-比盘子还大的饼状图

        计算比例可能有所误导

如，1990-2008年，美国经济创造了2730万个就业岗位，其中2670万（占98%）来自非贸易部门。

如此计算有可能忽略了某些部门中存在的负值

6、《魔鬼数学》的笔记-第195页

        数学家、探险家Charles-Marie de La Condamine发现cash winfall的密码，他召集了一帮人一起购买彩
票。作家伏尔泰也是其中一员。伏尔泰虽然在数学方面没有什么作为，但是在其他方面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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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彩票玩家需要在彩票上写下一句箴言，以便在该彩票中大奖时流传开来。伏尔泰觉得这是自我
表现的大好机会，这也符合他的性格特征，因此他在自己的彩票上写下了“众生平等”“福茨万岁”
等口号。

18世纪的放过，既没有计算机电话也没有办法统筹到处理彩票购买人与购买地点等信息，法国政府花
了好几个月才察觉到伏尔泰和拉孔达明的图谋。

P201
198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George Stigler说过，如果你从来没有误过机，那只能说明你浪费在机场的
时间太多。”

根据经济学标准理论，人们在理性情况下做出的决策都将发挥最大效用utility。

P204
我们为什么听任这类事件持续发生呢？答案很简单：与提前赶到机场一样，杜绝浪费行为也需要付出
代价。履行义务与保持警惕都是有意义的i，但是杜绝所有浪费行为，与把误机率从非常低降到零一样
，其成本超过收益。

因此，我们不应该问“政府为什么要浪费纳税人的钱”，正确的问题是“政府浪费纳税人的钱以多少
为宜”。

7、《魔鬼数学》的笔记-第214页

        概率归根结底就是一种普通常识，只不过表现为“微积分”的形式。数学就是常识的衍生物。

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说，有的未知信息是已知的，有的未知信息是未知的，应该用不同的方法去处
理他们。未知的未知unknow unknow。在决策理论文献中，前者被称为“风险”risk，后者则被称为“
不确定性”uncertainty。风险可以进行定量分析，但是对于不确定性，无法使用形式主意的数学分析
方法。

P252
企业经营的效用与购买彩票的效用一样，不仅仅是通过收益期望值来衡量的。实现梦想的行为本身，
甚至这方面的尝试，就是一种回报。

P260高尔顿的回归平均值
优秀的特质不会持续存在，随着时间的推移，平庸这位不速之客会悄然登场。

P306
科学研究中允许存在不确定性，但是公共政策的制定者们却没有这种权力。他们必须做出最准确的预
测，然后在这些预测的基础上做出决策。

P307 
请记住，期望值并不代表我们期望发生的结果，而是指在多次作出该决定后的平均结果。

准确、客观地确定现实生活中各种健康难题发生的概率，的确具有非比寻常的意义，但问题是我们做
不到。这也正是服用药物跟抛硬币、买彩票不同的另一个原因。反映我们对各种假设的信任程度的概
率非常含糊，费舍尔甚至坚定地认为它们根本不能被称为概率。因此，在这些概率交织到一起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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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往往无所适从，在决定是否发起禁止吃茄子或者禁烟的运动时，我们不知道也无法知道其期望值
到底是多少。但是我们常常能确定该期望值为正值。当然，期望值为正值并不代表发起这项运动就一
定会取得积极的效果，而是说明在一段时间里多次发起类似运动，其总的效果很可能利大于弊。

如果我们一定要等到有十足把握时才提出建议，就说明我们在及时提供意见这方面做得很不够。

（始终觉得翻译味道差点火候）

P319
民意是根本不存在的东西，更准确地讲，只有在大多数人意见一致时民意才会存在。如果说民意纯属
子虚乌有，那么官员当选之后该如何履行职责呢？很简单，既然美国人民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官员们
自行其是就可以了。我们都知道，如果按照逻辑行事，你有时会违背大多数人的意愿。

如果你是一名平庸的政客，你就会认为民调数据是自相矛盾的。但是如果你是一名优秀的政治家，你
就会说：“人们选择我，是希望我履行政府官员的职责，而不是研究民调数据。”

P326
数学领域的一个流行术语——无关选项的独立性（independence of irrelevant alternatives)。

nate silver愿意开诚布公地讨论不确定性，没有把不确定性看作示弱的表现，而是把它视为这个世界固
有的特点，可以运用严谨的科学知识加以研究，并取得良好的结果。

P374
人们常常认为数学家总是强调确定性，还认为我们一直讲究精确性，在所有计算中都希望小数点后能
保留尽可能多的位数。其实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我们在计算时，会根据需要决定精确程度。中国有个
叫做陆超的年轻人，可以将圆周率小数点后67890位数字背诵出来。这样的记忆力的确相当惊人，但是
这样的行为有意义吗？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圆周率小数点后面那些数字没有意义。大家都知道，那些
数字几乎就是随机出现的。当然圆周率本身有意义，但是圆周率不等同于那些数字。

P376
scott fitzgerald说过，一流的智力应该具备同时考虑两种相互矛盾的观点并且正常运转的能力。

数学家将这种能力作为一种基本的思维工具，它是归谬法的基础，因为归谬法要求在推理过程中把我
们视为错误的命题当作真命题。

当为一个定理绞尽脑汁时，我们应该在白天证明它是正确的，在晚上证明它是错误的。

8、《魔鬼数学》的笔记-第13页

        不是所有的线都是直线。但是线性推理却无处不在，只要你认为“某个东西有价值，因此多多益
善”，这就是一种线性推理。

P100
斯金纳曾是一位郁郁不得志的小说家。

P123
以基因与疾病之间的关系为例。基因序列中有大量基因，其中绝大多数都不会引发癌症
、抑郁症或者肥胖，至少人们没有直接观察到基因会导致人们患此类病症。生物研究人员约翰·约安
尼迪斯 （John Ioannidis)提醒大家需要考虑基因对精神分裂症的影响，由于这种疾病有遗传的可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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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几乎可以肯定是基因在起作用。但是起作用的基因位于基因序列的什么位置呢？

研究人员可能会普遍撒网，对十万种基因（更准确的名称是“遗传学多态现象”）进行检验，以期找
到与精神分裂症有关的基因，约安尼迪斯 指出，在这些基因中，大约有10种真的会对精神分裂症产生
影响。

那么，其余的99990种基因呢，这些基因与精神分裂症没有任何关系。

P125
赢家的诅咒。

P132
置信区间  confidence interval

P134
统计学的任务是做出决策，而不是回答任何问题。显著性检验仅仅是一个规则，告诉相关负责人是否
批准某种药物投向市场，是否推行人们提议的经济改革~

内曼和皮尔逊认为“科学不是以发现真理为目标”，这种哲学观乍一看非常疯狂，但是它与我们在其
他领域奉行的理念存在某些共通之处。刑事审讯的目的是为什么？我们可能会天真地回答：是确认嫌
疑犯是否真的犯了被指控的罪行。但是这样的回答显然是错误的。

取证规则禁止陪审团采信以不正当手段获取的证据，即使该证据有助于确认被告是无辜的还是真的犯
了罪。所以，法庭的理念不是追求真理，而是维护正义。 我们制定了规则之后就必须遵守，我们认定
被告有罪，并不是指他犯了所指控的罪行，而是指法庭依据这些规则公正地宣布他有罪。

无论我们选择哪些规则，都会让某些罪犯逍遥法外，而让一些没有过错的人蒙冤入狱。第一种结果出
现得越少，第二种结果出现的可能性就越大。因此，我们在制定这些规则时候，应该尽可能地让它们
在处理这个重要的平衡问题方面取得最佳效果。

P145
问题1：如果某人不是恐怖分子，那么他出现在脸谱网黑名单上的概率是多少？
问题2：如果某人出现在脸谱网黑名单上，那么他不是恐怖分子的概率是多少？

这两个问题所考虑的量被称作“条件概率” 
如果我们观察到某种实验结果，则零假设正确的概率是多少。我们把第二个概率与第一个概率弄混淆
了，这正是错误出现的原因。

P146
先验证据 prior information 费舍尔说过，我们必须“在证据的启示之下，”也就是根据已知信息评估每
一个假设。后验概率posterior probability，先验概率描述的是看到相关证据之前的置信度，而后验概率
描述的是看到相关证据之后的置信度。我们所做的工作“贝叶斯推理”bayesian inference，是因为先验
概率到后验概率的中间桥梁是一个叫做贝叶斯定理的概率公式。

贝叶斯定理不仅可以被看作一个数学方程式，还是一种偏重于数值的规则，它告诉我们如何结合新的
观察结果修正我们赋予事物的置信度。

P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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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尔摩斯应该这样说，我的座右铭是：如果你将不可能排除在外，那么剩下的，无论可能性多么小，
都必然是事实，除非它是没有考虑到的那个假设。”

9、《魔鬼数学》的笔记-6 股市预测

        巴尔的摩股票经纪人，现实中的数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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