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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私》

内容概要

假如我们的大脑被一个邪恶的科学家从身体里切下来，放进一个泡满营养液的缸中，通过计算机输送
的信号刺激大脑，让它感觉蓝天白云生活一切如常，我们怎么担保自己不是真的生活在这种幻境里？
《自私:生命的游戏》就是要警醒我们，醒醒吧，诸位，我们落入了一个伪装得无比高明的陷阱！
这个陷阱以人的自私为前提假设，将人性以一种大刀阔斧的方式作了删减，乃至个人特征已被层层剥
去，精简到了只剩下自动机器一样的偏好，可以用数学方法来计算。
一个人的自我，仅仅成为一个界面，一个端口，人们通过它来操控世界，不过同样也可能被世界完美
地操控。
让有血有肉的人移居到经济学模型中，这根本不是经济学家的本意。但有谁能够断然否认人类天性中
的“自私”基因？正相反，自私、理性，已经被打造成一条崭新的自然法则，大家早已把它当成了行
为指南，就像下意识地跟随一台导航仪行动。
有了计算机、互联网，依据个人利益最大化原则来演算人的特性，更会以令人瞠目结舌的速度改变整
个社会的价值取向，也将人的自主思维掩埋其下。更不容忽视的是，这种思维模式已经入侵并征服了
包括股票交易、政治甚至我们的日常生活。
我们将要见证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模型用代码模拟现实世界，随后以此为依据，将自己变成现
实。理论，不再仅仅满足于描述人类的自私特征，而是反过来，成批生产出自私自利的人，这个过程
就好像预言的自我实现。
这个最初并无恶意的模型，最终如何变成了一个陷阱？而且这个陷阱又伪装得何等高明？
人类被植入了纯粹的利己主义和贪婪的程序，被制造成完全自私自利的生物；一个由利己主义组成的
新的社会怪兽已然诞生，不信任和恐惧生根发芽。人类被解除了决定自己命运的责任，生命最伟大的
游戏正在悄悄上演，但人类已经被排除在游戏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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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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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欺骗，伪装，有限的产品寿命。操作和控制。未来大数据的推理，判断。虚拟世界，金钱虚拟。
看看而已
2、不知道是不是翻译过来de原因，好像看懂了又好像表达的很散乱
3、机工社的书真不能看
4、与KK相反，他的观点有助于现代人警醒，是另一种价值所在。虽然没给出什么建设性的出路，可
是谁又能给出呢？大家都在朝着科技发展之路狂奔，恐怕都还没顾得上回头看看。
5、《自私》，极烂的一本书。从头至尾都在围绕着一个假定的观点表达：“每个人都是以自我利益
为中心，去表达、去行动。即使有了利他的行为，其最终的目的也是为了利己。”这个观点说得非常
中肯，自私乃至尔虞我诈确实控制大多数人的思维。此书之烂点在于，作者犹如IS一般，在肯定自己
观点的同时，全盘否定别人的观点。这与IS的宗教极端排他性无甚分别。例如，作者引评了《秘密》
一书是厚颜无耻更上一层楼，殊不知《秘密》仅是讲解了宇宙的吸引力法则。书中也确实说出了一些
的利己内幕，例如生产商故意减少生产品寿命，来提高其销量。作者宣扬自己的立场无可厚非，借由
抨击来树立自己实不可取。谁又能保证，作者在写这本书的同时，有没有也是同样遵守着他所说的利
己的游戏规则呢？总之，书可以看，书中的观点还要自己判断。
6、简单翻阅，意思就是人数据化，再来反向影响人。
7、不知道是翻译的问题还是自己的问题，对这本书的阅读感受不太流畅。全书围绕博弈论和经济二
号人为中心，对现代经济社会表示担忧。工程师手中创造性的破坏导致产品出现死亡期限，算法的设
计导致金融市场屡屡出现崩盘，过度的透支和智能的进化使人类个体陷入困境，失去思考能力。唯一
解决方法就是:拒绝！
8、利己主义被这个时代利用并夸大推崇到极致，我们生活已经成功的被这种观念占据
9、虽然第一次读时有些深奥，内容写到自私、理性，被打造成了一条崭新的自然法则。依照个人利
益最大化原则来演算人的特性，改变着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也很大程度的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博弈理
论、自利模型的思维和行动，以最优化的方式刺激消费，这样的过程，甚至也从根本改变了人际交往
方式和社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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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总有一天，谷歌会发现我们想去看场电影，然后干脆派一辆自动驾驶的汽车来接我们上电影院
。而且，这当中不会有什么误会，绝不会弄错我们的想法⋯⋯”这是《自私：生命的游戏》当中的一
段话。看上去很美，是吗？但我在看到这段话的时候却感到毛骨悚然。因为德国作家弗兰克·施尔玛
赫在后面还有一句解释：“谷歌的‘推荐’，更何况还有亚马逊的‘推荐’。就是在目前，也已经运
行得十分出色。”这也不算什么，是吗？接着还有：“总的来说，要做到这一点，就无法避免地要对
理性、‘意图’和人们（或者说用户）的‘自我’进行假设。”问题也不大？“可是要达到这个目的
，简化是必然的先决条件。”可怕的地方就在这里：直白点说，你这个“人”，在谷歌、亚马逊的眼
里只是一堆数据，你有什么喜好，你为什么喜好，你的喜好恰好在你的哪个情感节点上，对于数字化
时代都不再重要。“我们希望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但我们希望得到某些东西的原因是什么，新古典
学派的学者对此并不关心。其实这意味着，我们的关注和需求来自外部，而在数字化时代，信息经济
学正好处在最关键的位置上。”在这个无论什么事都可以用经济学衡量、无论什么事都可以被数字化
的时代，我们每一个“个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表达的是自己最真实的意愿？我们喜欢的每一件东西
到底是因为自己在情感上真心喜欢，还是被铺天盖地的信息宣传让我们“被喜欢”，还真是一个非常
值得仔细思考的问题。如果真的有一天，你什么时候去看电影、看的是哪一部电影都由谷歌来替你决
定而你又不觉得反感、甚至觉得恰到好处的时候，你觉得是你决定了生活，还是谷歌决定了你？而当
你的娱乐都被数字化了以后，你需要做的只是做一个“理性人”，及时赚钱，按时付账，这时候，你
觉得你是一个成功人士还是只是一个被摆布的人生？这一切都不是危言耸听。《自私》这本书就抽丝
剥茧地告诉我们，我们是如何被一步步定位为“经济人”——书中称为“二号人”，变得无时无刻不
“理性”，不去寻求利益最大化；而数字化社会又是如何一步步把我们变成商品，成为被攻克的“客
户”；博弈论又是如何让我们进入一个与全世界为敌的全民大牌局之中：“在每一个夏洛克·福尔摩
斯的心里，都充满着对世间种种的普遍怀疑，怀疑一切背后都有所隐瞒，有所掩饰。”因为我们每一
个人自身也都在隐瞒，在掩饰。这一切最核心的问题就是“二号人”，也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经济
人”，“经济人”这个概念有时候也叫“理性人”，是经济学家为了说清楚一个经济问题先做的假设
，假设一个人具有完全的理性，可以做出让自己利益最大化的选择，在这样的假设之下，一个经济模
型会呈现出什么样的状态。其实这和数学上的数轴是完全一样的道理：数轴是为了说清楚数学问题而
画的一条“规定了原点、正方向和单位长度”的直线。我们不能因为数轴上规定右方是正方向就在生
活中永远向右，同样我们也不能因为经济学研究中假设了一个“经济人”就觉得人就永远是理性的。
这种荒谬性显而易见，但我们假设着假设着就把它当了真，让我们每一个人都以“经济人”的身份参
加进全人类的博弈论当中，甚至把我们的想法都按照“经济人”的思维方式写进计算机模型，并且用
强大的宣传让我们意识到，如果我们没有得到“经济人”那样的成功，就是我们有问题。久而久之，
衡量人生的唯一标准就是我们的“利益最大化”，道德、文化、亲情都沦为了二级因素，甚至是相对
因素，因为这些东西有时候会和“利益最大化”相冲突。就像任志强在评论这本书的时候说的那样：
“当用高科技的技术手段逐步替代了人脑无法迅速完成的系统分析的时代来临时，最可怕的是人对事
物判断的能力也被没有感情的机器所替代了。贪婪会让机器吞灭人性。”怎么办？也许艺术是一根撬
棍，但正如本文开头所说，你看什么电影都被“理性化”了，在笔者撰写本文的时候恰好是诺贝尔文
学奖公布的时候，而所谓的“热门人选”不是看作品的质量，而是看“赔率”。也许对于自己沦为世
界性数字化游戏中的“经济人”已经没有什么办法。也许还有办法，那就是像本书结尾所说的：“无
论关乎何事，对未来市场十拿九稳的投机也好，对人类以及人们狂热追求的预测也罢，这里有一句最
简单的一句话，用这句话，我们能令一个自动化社会和经济的无情逻辑完全瘫痪，让自己获得新的自
由。“消灭傀儡的这句话就是：答案错了。”没错，赔率最高的那个人又一次与诺贝尔奖失之交臂，
事实再一次告诉人们答案错了。有人说，多一个人看《1984》，就少一分极权的风险；而我觉得，多
一个人看看这本《自私：生命的游戏》，就少一个人变成为“经济人”，这个社会已经太多“理性”
，我们更需要如雷似火的感情，和坚如磐石的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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