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完美的群体》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完美的群体》

13位ISBN编号：9787213052804

10位ISBN编号：7213052802

出版时间：2013-2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作者：[澳]兰·费雪（Len Fisher）

页数：236

译者：邓逗逗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完美的群体》

前言

　　完美的群体，超凡的智慧　　当 97只蝗虫坐观星球大战就在《星球大战》创下票房纪录后不久
，97只蝗虫也被迫观看了这部影片。就这件事而言，蝗虫们没有太多选择的余地，因为它们不仅被五
花大绑，还被紧紧地夹住了头部。当蝗虫看到从屏幕另一侧飞过来的飞船舰队时，大脑会作出反应。
实验人员正是对其大脑在这一过程中发出的脑电波进行监测。　　科学家们试图解释为何在密密麻麻
的一群蝗虫中，每一只都不会冲撞其他蝗虫。有关这一群体行为的研究为解释人类的群体行为提供了
宝贵的经验，例如，解释我们如何在人群中走自己的路，如何为汽车设计一套防撞系统。人类还可以
从动物，如一群蝗虫、一群飞鸟，或一群鱼儿的群体行为中，学到很多东西。本书将要讲述的便是人
类应该如何借鉴这些宝贵经验来做出更好的群体决策，以及作为群体中的一员如何做出更好的个人决
策。　　超个体比简单的个体叠加更强大　　群体中的每一个个体都会遵循一些规则，这些规则有助
于它们从群体中获得最大的利益。一些规则使它们聚在一起形成一个团体，另一些规则则允许它们像
超个体中的一员那样行事。超个体中没有个人领导者，但这种组织形式能够提升群体的智慧。利用这
种智慧，群体可以做出集体性决策。因此，超个体比简单的个体叠加更加强大。　　现代科学对复杂
性的研究表明，动物群体的集体行为，尤其是蝗虫、蜜蜂和蚂蚁等昆虫的集体行为， 来自于相邻个体
间互相作用的一组简单规则。这一科学研究还显示，人类社会中的许多复杂行为模式也来自于一组相
似的个体间的社会互动规则。我写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找出这一过程的运作机制，引导我们走出时
常笼罩在生活中的那团复杂性迷雾。　　超个体　　超个体是指一个由许多个体组成的有机体，它拥
有个体身上并不具备的特性，这种特性源于个体之间的互动与连接。超个体中没有个人领导者，但这
种组织形式能够提升群体的智慧。利用这种智慧，群体可以做出集体性决策。因此，超个体比简单的
个体叠加更加强大。　　自组织　　简单规则产生复杂模式的过程被称为 “自组织”。在自然界中，
原子和分子自发地聚集在一起形成晶体，晶体又组成了带有复杂图案的贝壳，都是自组织过程。风吹
过沙漠表面勾勒出形状复杂的沙丘，也是自组织过程。我们的身体发育时也会经历自组织过程：单个
细胞聚集在一起，形成心脏、肝脏等组织。人类聚在一起形成家庭、城市和群体等各种社会组织形式
，同样是自组织过程。　　我们无须一个核心指挥者来监督整个自组织过程，需要的只是一套适当且
简单的局部规则。一粒粒沙子在重力、风以及互相之间摩擦力的联合作用下自行形成沙丘。原子或分
子与相邻的原子或分子相互吸引或排斥，这些力量自身足以形成一种长程有序，其影响可向四周扩散
至数十亿个原子直径的地方。　　自组织是指不需要依靠外部的指令，系统按照相互默契的某种规则
，各尽其责而又协调地自动形成有序结构。简单来说，简单规则产生复杂模式的过程被称为“自组织
”。　　人类社会结构正处于混沌的边缘　　人类社会同样也由数十亿人组成，人与人之间的吸引力
和排斥力创造了人类的社会结构。当然，这些结构并不像晶体中的原子那样规律。“人类社会结构正
处于混沌的边缘”，研究复杂性的科学家的这一说法很生动，但却容易让人误解。　　完全无序的状
态实际上是很难达到的，不过，我妻子认为我的办公桌上胡乱堆放的文件已经相当接近无序的状态了
。但我认为办公桌的无序中也有次序，尽管我是唯一能看到这一次序的人。　　从动态次序到动态互
动模式　　大多数无序的形式中都存在某种次序，我们称之为“动态次序”。只需往一杯热的黑咖啡
中加入少许冷牛奶，你就能亲眼目睹这种“动态次序”。表面的图案反映了表面以下的情况，冷热液
体的混合制造了一系列旋涡，之后迅速自组织成不同寻常的有规律的排列。这一系列旋涡被称为“瑞
利 -贝纳德对流单体”。你可以在一毫米浅盘所盛的液体中看到这些对流单体，也可以在两千米厚的
地球大气层中看到它们。　　处在混沌的边缘的系统，不论是动物群体还是人类群体，都具有动态次
序，但这种动态次序比一杯咖啡里的旋涡持续的时间要长得多。这一次序来自个体间的互动规则，这
些个体制造了大规模的动态互动模式。最终的呈现模式是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而不是组成社会的个
体。　　这些模式跨越了不同的时间尺度。一些模式可以持续很久，如城市；另一些则如同天空上的
云朵，大风一吹就消散得无影无踪；还有一些可以在任何地方发生在任何人之间，如人际关系。　　
处于混沌的边缘的系统中可能存在动态互动模式。一种模式下，系统在不同位置之间不断反复循环，
有时候，这种情况会发生在家庭的争论中，周而复始地争吵却依然无法解决问题。另一种更加富有成
效的模式能够适应并满足不断变化的情况，如鱼群遭遇捕食者时的情形。　　大多数无序的形式中都
存在某种次序，这种存在于无序的形式中的次序被称为动态次序，它来自个体间的互动规则，这些个
体制造了大规模的动态互动模式。　　复杂自适应系统中的非线性行为　　当一群人能够共同应对周
围环境的变化时，这个群体便成为一个复杂的自适应系统。对人类社会学的学生而言，甚至是对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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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的群体》

研究自然的学生而言，这一系统得以形成以及管控系统中个体行为的规则都是相当有趣的。　　成功
的生态系统，成功的城市和社会都是复杂自适应系统。根据科学家詹姆斯 ·洛夫洛克（ James
Lovelock）的“盖亚假说”（Gaia），整个世界就是一个复杂自适应系统，它的某个长期适应可能会为
了自保而将我们赶出门外。这种情况发生与否或许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够理解支配其复杂性的规则，以
及我们是否懂得适应、遵守这些规则。　　在一个要发展壮大的复杂自适应系统中，个体成员之间必
须存在一种特殊的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的方式并不是像很多人在拔河比赛中不停拉动绳子一样是
简单的相加，这种相互作用是非线性的，也就是说，某个个体的行为将使其他个体或者团队产生不相
称的反应。　　例如，音乐会结束时，只要有一个人开始鼓掌，周围的一些人就会被带动起来一起鼓
掌，而这些人又会带动其他一些人。一波接一波，很快，整个音乐厅的观众便都开始鼓掌了。这种“
群体鼓掌”有时会进入同步状态，这是观众作为一个整体的特性，不属于任何单独的个人。　　这种
涌现特性会在同时产生多种类型的非线性行为时，出现在复杂自适应系统中。当一群人能够共同应对
周围环境的变化时，这个群体便成为一个复杂自适应系统。　　涌现特性是指“整体大于部分之和”
的特性，即整体会因各组成部分的相互连接和互动呈现出的新的特性。这种新的特性只有整体才具有
，任何组成部分都不具有。　　群体智能的产生　　一个群体可以获得的最重要的涌现特性之一便是
群体智能，它可以使群体在某种程度上应对并解决个体成员无法单独处理的问题。在本书中，我考察
了自然界中产生群体智能的简单规则，并探寻了我们是否能够利用这些规则（以及其他与群体智能没
有必然联系的简单规则）和群体智能，来引导我们应对生活的复杂性。　　本书从群体智能的概述开
始：什么是群体智能？它是如何从非线性的相互作用中产生的？哪类动物会利用群体智能？群体智能
会给群体中的个体以及整个群体带来什么样的益处？　　接下来的两章阐述了蝗虫和蜜蜂群体飞行时
使用的规则，以及蚂蚁的地面逻辑。这三种昆虫利用复杂自适应系统的基本规则，以截然不同的方式
发挥群体智能。它们身上都有值得我们借鉴的东西。　　蝗虫的碰撞避免策略对我们如何在车流中驾
驶和在人群中行走有所启示。蜜蜂用“看不见的引线”来指挥蜂群的行动，我们同样也可以在行走在
陌生环境中时利用这种看不见的引线。蚂蚁利用一种特殊形式的群体逻辑找到捷径及最佳路线，我们
在步行或驾车时可以效仿它们。而且，你会惊讶地发现，蚂蚁的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还被应用于很多
其他的情况。　　在介绍完昆虫逻辑之后，我便着眼于人群中的个体行为，并阐述了最近对复杂人群
动态的研究，这些研究揭示了我们应如何在危险的人群中应对自如并找到出路。　　接下来的两章重
点阐述了群体决策。我首先探寻了我们是应该遵循“平均”原则——公平考虑每个人的意见，还是应
该以大多数人的意见为准。然后我指出了人类应如何利用群体智能达到最佳共识，以及如何避免危险
的“群体思想”风险。　　实现群体智能的方式之一便是构建人际网络。我在第 7章中探讨了构建人
际网络的不同方法，包括著名的“六度分隔”，并且阐明了如何利用新知识得出便于人际网络的构建
和沟通的有效策略，以及如何通过人际网络提高预防疾病传播的能力。　　我在第 8章详述了在面对
复杂问题时，利用简单规则作出最佳个人决策的方法。实际上，有些方法十分简单，而且能够为我们
提供作出最佳决策所需的大量各类信息。　　在第 9章中，我进一步探究了作决策的方法——在复杂
性中寻找模型。有些时候，这些方法可以引领我们走向正确的方向，但正如科学研究已经证明的那样
，社会整体通常比各部分的总和更强大，所以我们必须知道，整体复杂性什么时候可以摧毁掩埋在其
中的简单性。简单是好的，但复杂性规则也是好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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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的群体》

内容概要

[编辑推荐]
1. 谁说群体就是乌合之众？谁说群体面对复杂行为只能无能为力？《完美的群体》向《乌合之众》和
《群体的智慧》发起挑战。
2. 本书作者兰·费雪是世界名校布里斯托大学物理系教授，研究遍及物理、化学、生物、哲学等众多
领域，被誉为挑战“乌合之众”的全能科学家。
3. 海银资本合伙人、互联网研究专家王煜全专文推荐；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副主任、教授陈
文光；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教授、信息科学中心副主任袁晓如；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研
究员李淼；电子科技大学教授、互联网科学中心主任周涛联袂推荐。
[内容简介]
1. 在《完美的群体》一书中，兰·费雪揭开了人类复杂群体行为背后隐藏的简单秩序，将掌控群体智
慧力量的方法分享给大家。他让我们相信：只要掌握群体智慧，我们就能够从复杂性泥潭中挣脱出来
，发现复杂中的简单之美。只要掌握群体智慧，‘乌合之众’就可以变成‘完美的群体’，人类就一
定能够预测和避免各种形式的完美风暴，掌控自己的未来。
2. 《完美的群体》从研究蝗群、蜂群和蚁群，进而研究人群，揭示了群体运作的3大模式；
提出了复杂信息的10大筛选规则，指导人们从纷繁复杂的信息中淘出智慧的金子；提出了群体信息的
两大量化模型，引领人们穿越复杂性的迷宫；提出了社会与行为研究的10大规则，帮助人们发现复杂
中的简单之美。
3. 兰·费雪希望能够利用幽默、趣闻和亲身经历的故事，帮助人们理解群体行为。在《完美的群体》
中，从蝗虫观看《星球大战》的研究到去机场接新婚妻子却险些没认出对方的经历，从在拥挤的人群
中比赛前进速度的实验到和儿子一起清理路上枯枝的故事，随处可见幽默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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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的群体》

作者简介

兰·费雪
1.  英国布里斯托大学物理系教授，纳米物理学与软物质研究所研究员。研究遍及物理、化学、生物、
哲学等众多领域，被誉为挑战“乌合之众”的全能科学家。
2.  拥有悉尼大学，新南威尔士大学等多所名校的化学、数学、辐射化学、物理学、生物科学、哲学等
多个学科的博士和硕士学位。
3.  著有多部脍炙人口的作品，其中，《如何泡饼干》（How to Dunk a Doughnut）一书被美国物理协
会评为“年度最佳科普图书”。在《新闻周刊》、《华盛顿邮报》和《科学美国人》等著名期刊发表
多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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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的群体》

书籍目录

前言.完美的群体，超凡的智慧 /001
●为什么音乐会结束时，只要一个人开始鼓掌，就能带动整个音乐厅的观众一起鼓掌？●为什么屡获
格莱美大奖的纽约奥菲斯室内乐团竟然没有一名指挥？
正是人类自组织与超个体的形式提升了群体的智慧，利用这种智慧，群体可以作出集体性决策，因此
，超个体比简单的个体叠加更加强大。
【关键词】超个体自组织动态次序 复杂自适应系统涌现特性
第一部分 发现群体智慧的力量
第1章寻找隐藏的秩序：群体智能的产生 /013
●对人类而言，获得群体智能的关键，不是丢失个体性，而是让个体学会如何与邻近的其他个体适当
地互动。
●究竟是什么让群体保持着凝聚力，并做出看似理性的决定？个人之间的相互作用如何转化为复杂的
行为模式？
【关键词】群体智能正反馈福特效应连锁反应 负反馈
第2章 .5%的核心领导者=90%的成功：蝗群与蜂群模式，同步与无形的领导者/035
●一个团体中，只要有5%的领导者知道目标，就有90%的机会成功领导团体其他成员达成目标。
●如果路上有一个人凝望某处，可以诱使 40%的行人一起凝望；有两个人凝望，“模仿者”的比例为
60%；有五个人凝望，“模仿者”的比例上升至 80%。
【关键词】柏德三规则
第3章.永远会有最短和最快的路线：蚁群模式，最佳实践的正反馈 /053
●选择一条非正式的捷径越过田野或公园时，不要盲目地跟随前人的脚步，应该为自己找到最短的路
线。实验表明，总会有更短的路线出现。
●执行任务时，注意附近执行类似任务的人。如果他们比你表现得更好，放下你的骄傲，效仿他们的
行为！
【关键词】蚁群优化粒子群优化
第4章.非自愿力量与自愿力量的结合：人类群体模式，社会力与物理力连接的自组织 /071
●如果你和一群人同处于一个危险环境中，你应该用60％的时间跟随人群，用剩余40％的时间找到自
己的逃生路线。
●在人群中穿行的最好方法就是保持与人群流动的同步性，随着人群一起流动而不是打乱它的秩序。
【关键词】社会力恐慌指数0.4人群行为的社会关怀模式
第二部分 掌控群体智慧的力量
第5章. 少数服从多数，还是取平均值：群体决策/095
●即便每个个体都只有 60%的机会得出正确答案，但在一个 17人的群组中，多数人正确的机会将会上
升到80%；而在一个 45人的群组中，多数人正确的机会将会上升到90%。
●电视答题节目中，“询问观众”一直都胜过“询问专家”。因为观众回答问题的正确率为90%，而
“专家”的正确率却只有66%。
【关键词】多样性预测定理多数意见陪审团定理
第6章 从乌合之众到群体智慧：群体共识/117
●如果饭店门前没有停靠任何车辆，我们选择这家饭店用餐的概率很小；如果有一两辆车，我们兴许
会停下来想一想；如果有许多辆车都停在那里，我们几乎会马上义无反顾地走进这家饭店。
●选择最可行的表决方法，而不是最接近理想的表决方法。没有理想的投票方法，而且永远也不可能
有。
【关键词】法定人数响应投票悖论不可能定理群体思想
第7章 一张没有蜘蛛的网：网络世界里的群体智慧/147
●信件传递实验中，有 24 163条关系链参与实验，其中384条关系链完成任务，完成率只有 1.5%，因为
大部分人缺乏完成传递的动力。
●关注网络中的核心比关注个人更加有效，让个人节点“更适合”自己的目标，从而为关系链延续下
去提供永久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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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六度分隔节点马太效应
第8章.做个“淘金者”：复杂群体信息的10大筛选规则与5大对策/183
●如果给你两个选择，而你只能识别其中一个，那就选择可以识别的那一个；如果你了解一个以上的
选择，那就选择你最容易确认的那个。
●在不能重新选择已拒绝过的选择时，着重考虑有效选择中的37%，然后挑选下一个最好的选择，你
将有1/3的机会作出最佳选择。
【关键词】经典决策理论启发式力场分析
第9章.穿越复杂性的迷宫：复杂群体信息的两大量化模型/213
●在一个有540个人或事件的群组中，我们总是可以建立一个拥有7个节点长的关系链。
●用什么可以判断一个人是否想用伪装的形象欺瞒我们？用什么可以证实是否应该相信我们有时自以
为看见的模式？
【关键词】本福德定律后此谬误拉姆齐定理
结语.群体的智慧，复杂中的简单之美 /229
●让我们从受困的复杂性泥潭中挣脱出来，利用规则，为自己提供一个最佳机会！
●融入“完美的群体”，利用群体智慧和协作思维的超群力量，掌控我们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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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8章 做个“淘金者”　　如果给你两个选择，而你只能识别其中一个，那就选择可以识别的那
一个；如果你了解一个以上的选择，那就选择你最容易确认的那个。　　在不能重新选择已拒绝过的
选择时，着重考虑有效选择中的37%，然后挑选下一个最好的选择，你将有1/3的机会作出最佳选择。
　　澳大利亚作家爱德华·戴森（Edward Dyson）的著名短片小说《金色小屋》（The Golden Shanty）
中讲述了一个故事。一家酒吧附近发现了一座金矿，但酒吧老板并不知道自己竟然拥有了一大笔财富
。矿工意识到酒吧的墙砖是用含金黏土制成的，于是开始偷酒吧的墙砖。直到酒吧老板偶然打破了一
块墙砖，看到里面闪耀的金光，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那些矿工能够发现金砖，显然是因为
他们擦亮了眼睛。不过，大多数矿工淘金的方法是盲目地从河床收集岩石、石块和碎石，将它们置于
淘盘中，不断用水冲洗将金子从中分离出来。　　经验丰富的淘金者还会采用另一种方法，这种方法
也是世界各地的矿业公司所采用的，即远远地观察可能含有丰富矿脉的地表结构。　　以前的淘金者
在探索的道路上走得相当成功，在几年之内就找到了一些金矿，其中一个在索法拉省，离我在澳大利
亚居住的地方不远。如今，你在索法拉附近地区唯一能发现的黄金就是在巴瑟斯特附近出售的“索法
拉黄金”冰激凌。它是香草冰激凌和数块蜂窝状脆皮的完美组合。当我向我的小孙子推荐这款冰激凌
时，他利用旧时代的勘探技术挑选出了他喜欢的蜂窝脆皮，以下是他的步骤：　　首先，他挑出了表
面的一小块脆皮；然后，用勺子戳附近的冰激凌，以便找到更多；最后，他意识到，有一种可能是大
部分的脆皮沉到了最底层，他所需要做的就是在冰激凌下挖出一大堆脆皮。　　每天，在可能吞没我
们的、堆积如山的复杂数据中进行信息挖掘时，我们同样可以采用淘金者使用的方法。　　首先，我
们可以寻找表面的金块和宝石——这是很容易识别的，是绕过问题复杂性的简单决策规则。　　其次
，当我们需要考虑复杂性时，我们可以收集所有相关材料，在脑海中像淘金一样把所有信息淘洗一遍
，直到我们的思维模式开始形成，金子开始析出。我们的助手就是经典决策理论，这一理论为我们提
供了制定决策的规则，其依据就是模式的出现和宝贵信息的收集。　　最后，我们可以退后一步置身
事外，在未经分类排序的大量数据中寻找模式。利用数据挖掘这样的现代科学可以揭示其中的一些趋
势和模式，当需要作出决定时，这些模式可以帮助我们找到金子。但是要当心，其他模式可能包含“
假黄金”（黄铜矿）——第一眼看上去十分可靠，但仔细审查后证实是毫无价值的东西。有时候我们
能够在拉姆齐定理的帮助下区分有意义的和毫无意义的。但是通常情况下，我们仍然要依靠我们的直
觉和判断。　　经典决策理论：经典决策理论的主题分为“规范”，即如何合理制定决策的理论和“
描述”，即实际过程中如何制定决策。其内容包含了经济学（采购和投资决策），政治学（投票和集
体决策），心理学（我们是如何做出决策的）和哲学（制定决策所必须具备的条件是什么）。　　10
大简单规则　　我最喜欢的漫画镜头之一，是一位愤怒的丈夫对妻子说：“我认为，你觉得你无所不
知。如果我说错了，你告诉我。”　　如果我们真的无所不知，那我们就总是可以从现有的数据中得
到最佳结论。我们考虑所有的事实，权衡所有的选择，考察它们的利弊，并得出最佳行动路线。　　
这是本杰明 ·富兰克林在他的“道德代数”里试图完成的，他给英国化学家约瑟夫 ·普利斯特里
（Joseph Priestley）的信中这样叙述：　　我的方法是将一张纸用一条线分成两栏，一列的标题为支持
，另一列的标题为反对。之后，经过三四天的考虑，我在不同的标题下简短地记录各种不同动机，即
我在不同的时间里想到的支持和反对的理由。当我最终把它们放在一起时，我努力权衡它们各自的重
要性，如果我在两边各发现一个理由，而它们看上去是等效的，我就把它们剔除掉。如果我找到两个
反对的理由和三个支持的理由是等效的，我就剔除这五个理由。经过一段时间，我就可以找到平衡点
。　　富兰克林的方法背后隐藏的假设是，有更多的信息，就会有更好的决策。如果他发现少量信息
往往会导致更准确的决定，可能会感到无比惊讶。　　少即是多　　德国心理学家歌德 ·吉仁泽（
Gerd Gigerenzer）对“少即是多”假设进行了研究。吉仁泽和他的同事丹尼尔 ·戈德斯坦（ Daniel
Goldstein）询问芝加哥大学的学生，圣迭戈和圣安东尼奥两座城市，哪座城市的居民更多。只有 62%
的学生选择了圣迭戈这个正确的答案。但是，当研究人员要求德国慕尼黑大学的学生回答同样的问题
时，所有的学生都给出了正确的答案。　　他们能答对的原因是，他们比美国学生掌握的信息更少。
研究人员发现，大部分德国学生只听说过圣迭戈，很少有人听说过圣安东尼奥。由于没有别的好办法
，他们认为，他们曾经听说过的城市可能有更多的居民。　　德国学生单凭经验得到结论。这种情况
中的规则是：如果给你两个选择，而你只知道一个，那么选择你知道的那一个。这个规则在技术上被
称为“启发式”——根据有限的资料或在有限的时间内作出正确决定的一个或一套简单规则。　　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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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泽认为，人类使用启发式过于频繁，以至于我们应该给人类冠以“启发式人”（Homo heuristicus，
相对于智人、经济人等说法）的称号。吉仁泽和他的同事们认为，即使有堆积如山的信息，“启发式
人”也往往能够通过将精力集中在真正的金子上，而不是在一大堆垃圾上，来展示他们的“无所不知
”。　　启发式：启发式是指根据有限的资料或在有限的时间内，做出正确决定的一个或一套简单规
则。　　富兰克林作决策的方法是启发式的，但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方法。现代与富兰克林的方法类
似的是力场分析，这是心理学家和商业顾问帮助人们理解和实现变革的一种工具。　　辅导员或治疗
师为了鼓励那些希望生活发生变化的人们准备了一个两栏的“力场图”，一边是动力而另一边是阻力
，画上指向相反方向的箭头，箭头长度代表该力量的大小。　　利用这样的一个图表，很容易看出其
中的主要问题在哪里。再仔细分析，有时可以发现，真正的问题已经完全不存在了。　　有些愿意减
肥的人，可能会将运动、压力、食品等列为主要因素，却将“舒适饮食”这一可能最重要的因素置于
脑海之外，直到治疗师询问是否应将其列入名单之内。　　从这个意义上说，与其说力场分析是一种
行动工具，还不如说它是帮助人们自省的工具。当涉及人生很多必须要作出的行动选择时，最近的研
究表明，简单的启发式往往是有帮助的。　　力场分析：力场分析基于以下想法：通过两组对立力的
互动维持平衡——即企图推进变革的力量（动力）和企图维持现状的力量（阻力）。　　事实上，有
时简单的启发式甚至可能比复杂的方法更好。在上面的例子中，美国学生比德国学生掌握的信息更多
。在研究中，几乎所有的美国学生都听说过圣安东尼奥。他们大多数都知道圣安东尼奥位于哪里，许
多人从自己的途径获取了其他的信息片断。他们可能已经把这方面的资料放入支持和反对列，或列在
力场里，但令人怀疑的是这是否会大大改善他们的表现。不过，这肯定不会帮他们将表现提高 到德国
学生的水平，这些德国学生因信息缺乏而获益。　　德国人使用的可识别的线索，不是我们在谈到决
策时能够使用的唯一一个简单启发式。吉仁泽和他的同事们一共归纳了 10种启发式，其中有许多我们
在日常生活中已经使用了，而有些是我们可以更好地利用的。我详细介绍了其中 5个，用于提供简单
的策略，以帮助人们解决生活中的复杂问题。另外 5个只简单介绍。　　1. 识别　　如果给你两个选
择，而你只能识别其中一个，那就选择可以识别的那一个。　　正如我几年前在曼谷迷路时所发现的
一样，启发式识别在我们存在一定无知度的情况下效果最好。　　我不会讲泰国话，我也不记得我的
饭店或其所在街道的名字，所以我遇到了一个相当大的麻烦。幸运的是，我和妻子花了颇多时间在市
区行走，我记住了几个主要街道的名称，因为这些是我们经常经过的。我们在所在地区来回奔波，最
终找到了我们记得的那些名称中的一个。沿着这条街散步，我很快就找到了我能识别的另一个名字，
加上我建立的方向感，我们安全地回到了酒店。　　如果我不记得我曾见过的任何名称，我可能会完
全迷路。不过，如果我记得我们曾走过的每一个街道名称，我会一直处在等效的信息拥挤之中，因为
我不知道在缺乏其他资料的情况下要选择哪一个。由于部分的无知，即仅仅记住了我们看到次数最多
的街道名称，我在解决困境的过程中获得成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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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社交网络时代，利用社交网络、利用无线互联网、利用大数据分析等最先进的科技手段，我们在
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对人类社会的整体行为有了全面而细致的了解，也第一次有机会利用群体智能解决
好我们社会面临的方方面面的问题。研究社交网络必须从研究社会性动物，从研究群体开始，这也正
是《完美的群体》一书真正的价值所在。　　——王煜全 海银资本合伙人，互联网研究专家　　群体
到底是能够产生智慧，还是乌合之众？其背后的原理是什么？蜂群、蚂蚁和蝗虫的行为对理解人的群
体行为有什么启示？本书结合了对动物行为的观察和简明的数学方法，揭示了群体行为背后的一些原
理，并给出了在相关场景下（如紧急逃生时）应如何做才是优化的选择。　　——陈文光 清华大学计
算机科学与技术系副主任、教授　　复杂的现象可以用简洁的规则刻画，群体的智慧源于个体的简单
决策和参与。从某种程度上说，该书和《乌合之众》并不冲突，它们各自描绘了复杂的社会群体行为
的不同侧面。　　——　袁晓如 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信息科学中心副主任　　我相信历史的细
节甚至某些宏观进程是无法预测的，但带有自组织机制的集体行为，例如群体的智慧，是可以在统计
意义上预测的。也许有一天，虽然我们不能预测类似2008年金融风暴来临的具体日期，但我们能够大
致预测它会到来。这是复杂性科学能给我们带来的最大的福利。　　——李淼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研究员　　本书所展现的，是还原论的力不从心和系统论的优美从容。孕育于群体中的力量和智慧，
是本世纪想要成功的每一个科学家、企业家和政治家必须学会的。　　——周涛 电子科技大学教授、
互联网科学中心主任　　《完美的群体》一书完美地揭示了群体智能和简单决策规则的力量。　　—
—歌德·吉仁泽 马普人类发展研究所所长　　非常高兴能够读到本书，这是一本基于以往伟大思想而
创作的作品，它推陈出新、敢于质疑，同时又通俗易懂。　　——斯科特·库珀 麻省理工研究员，《
猎酷》的合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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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1. 谁说群体就是乌合之众？谁说群体面对复杂行为只能无能为力？《完美的群体》向《乌合之众
》和《群体的智慧》发起挑战。　　2. 《完美的群体：如何掌控群体智慧的力量》作者兰·费雪是世
界名校布里斯托大学物理系教授，研究遍及物理、化学、生物、哲学等众多领域，被誉为挑战“乌合
之众”的全能科学家。　　3. 海银资本合伙人、互联网研究专家王煜全专文推荐；清华大学计算机科
学与技术系副主任、教授陈文光；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教授、信息科学中心副主任袁晓如；中
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李淼；电子科技大学教授、互联网科学中心主任周涛联袂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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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从宏观的角度去看群体行为，只是告诉你群体有智慧
2、群体智慧的现象学，或者说群体智慧的举例君们
3、社交网络 真是个伟大的发明，因为我们的人生因为意料之外的人和事变得更加性感
4、想颠覆“乌合之众”还差得远，群体智慧也根本谈不上，不过是群体行为罢了，只有最后的结语
还可以看看。
5、牵强，真浪费纸
6、谁说群体就是乌合之众
7、说了一大堆话，无非是一些可有可无的分析或只能在特定环境下成立的论断，没有普遍性。举的
例子科学性不强，有些很牵强。得出的结论很多世人早就知晓，如：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分
散风险等。总之，这本书，越看越乏味。广告词太噱头，内容却是空洞的。
8、开头讲复杂问题的时候有点意思，最后结论也不错，中间讲的群体思想等等内容不够新引人，层
次略浅。
9、网络营销人员要看的书
10、近期读过的比较好书之一，几乎是《思考·快与慢》、《群体的智慧》、《简单启发式让我们更
精明》、《系统思维》、《链接》与《爆发》等书的合体，作者不愧是一个跨领域的多面手。此外，
最后章节，总结提炼时给出的一些建议很好，推荐阅读。
11、最后几页的总结如果能吃透，就不必看全书。用动物来类推人，还是把人看的太简单了...
12、群体的聚合会增加复杂性，而这复杂性是由个体的简单规则和行动构成，并产生超越个体总和的
群体智能。若把利益相关的人聚合，使每个人独立思考后回答相同问题，并将所有答案算出平均值，
该答案往往是最佳答案。可是，如果群体中有专家，专家意见更重要，因此我并不认为它能驳倒《乌
合之众》，为群体洗白。
13、群体的智慧。
14、还不错 复杂性科学入门书
15、干货不多，车轱辘话不少
16、《完美的群体》向《乌合之众》和《群体的智慧》发起挑战。
17、没什么感觉，浅显的道理论证过程也太繁复了。。。很多生活化的道理用的词汇好高大上，什么
“涌现定律”啦。。。之类的。。其中影响力理论类似于“意见领袖”啊。。
18、号称叫板<乌合之众>，觉的大了。文中例子，都可以用计算机模拟得出，是一种集体无意识。但
人类社会，任何机械的理解人类行为，无论个人，还是集体，都是不对的。
19、好书值得看一看，原装正版
20、这本书的最后一章介绍了在群体里采取最佳行动的简单原则，干脆有力，照此执行
21、挺好挺好挺好的 比乌合之众好
22、除了翻译有点问题外，其他还行
23、这本书不值得一看。送货速度快。
24、其实简单的说《乌合之众》是从混沌的非平衡点讨论，这本书是从吸引子或者周期区在讨论。如
果片面的绝对化就不是这本书的本意了。
25、有点意思 群体其实是可以掌控的 领导人一直都在做这些事情 不是么
26、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本书的之前的《大连接》一样，个人从中学到的东西不是很多也不够深刻
，书可能是好书，但是按我目前真实的感觉，只能说还行。
27、一般般，值得参考
28、看看
29、号称挑战《乌合之众》，但是其实完全没有挑战的点，只是在认可了乌合之众的基础上对领导群
体提出了建议，总结起来应该就是跳出群体引导群体做群体的领导者。
有几个章节更类似于统计学在社会生活领域和营销领域的应用，总的来说就是看看也行，但是别以为
群体会是完美的。
30、特别浪费纸！
31、所谓集体智慧得出的结论永远都是正确的，是建立在几个基础条件之上：人一定要独立思考，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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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件事物有一定的正确认识，某件事物一定有一个正确的答案。只有当这些条件都成立，集体得出的
结论一般是正确的，因为综合不同人的结论可以中和正向和负向错误，最终接近真实答案。
32、和 乌合之众 一起看，不过没有乌合之众给我留下的印象深刻。
33、完美的群体：如何掌控群体智慧的力量
34、当二手书卖了
35、有部分翻译硬伤⋯而且这个纸张和印刷质量真的挺对不起价格的。
36、描述一下评价的主要内体智慧的力量 容
37、论“复杂性”不如《失控》，论“群体”不如《乌合之众》，不知道哪来的完美~
38、故弄玄虚，一个简单的概念用更复杂的方式来表述，不推荐。
39、2009年英文版
40、2014年读书计划-第4本。通过这本书进一步的认识了一个学科：复杂科学并对其产生强烈的兴趣
，这是读这本书的最大收获。关于群体智慧的一些原则虽然管用，但也并不是完美无缺，两种观点各
自有理，还要关注限定的条件，那么这些原则也许就离洞悉事物的本质还差了一步。至少从群体智慧
散开来能够对当今社会人与人连接方式的底层代码转变进行形成的人类社会有一定的解释度就已经非
常难能可贵了。作者是集相关主题科学研究之大成者，自己的发现倒是平平，集成梳理的人倒是算不
上科学家吧。
41、1、作者证明了美国陪审员制度的数学原理，可以和十二怒汉结合起来看；这也证明知识之间是有
格栅的，互相联系的；2、作者论证了在大规模、复杂的网络系统中“大V”的重要性；3、还有一些
别的很有意思的数学定理。不过，作者似乎没有形成非常严谨的思维系统，知识比较散点化，还需要
完善。另外，有些段落不知是否翻译原因，看不太明白。
42、和乌合之众对比，当每个人能够发挥积极性在群体中的能量地指数级的
43、可能对不了解复杂系统的人来说可以随手翻翻。不过我个人十分反感莫名其妙地规则和方法，宁
愿看到一个正确的问题也不需要那么多繁复的答案。
44、翻译不顺畅。整体有亮点
45、摘要与心得：http://book.douban.com/review/6275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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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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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完美的群体》的笔记-第25页

        正反馈是指手控部分发出反馈信息，促进或加强控制部分的活动，它会逐步放大微小的影响。

2、《完美的群体》的笔记-第151页

        六度分隔

六度分隔是斯坦利.米尔格拉姆实验得出的一个结论，即平均来说，社会网络中任意两个素不相识的人
之间，最多只须经过六步即可建立相互联系。

3、《完美的群体》的笔记-第29页

        复杂性理论家约翰·米勒（John Miller)和斯科特·佩吉（Scott Page)，依照并怀着对佛教八正道的
敬意列出来集体适应性的八大标准：
正见：一般而言，群体中的个体（复杂性科学家称之为媒介）必须能够接受和理解来自群体或世界上
其他个体的信息。
正思维：媒介必须有想要实现的某个目标。
正语：媒介不仅要能接收信息，还要能传递信息。这并不真正需要涉及真正的言语。
正业：媒介必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相邻媒介的行动。
正命：媒介必须能够因其在团队中的行动，获得一定的回报。
正精进：当预见并对他人的行为作出回应时，媒介需要可以利用的策略。
正念：合理的行动分很多种类和等级。在复杂的社会中，我们作为一个媒介的任务是选择并使用每一
种合理的、正确等级的行为。
正定：为了了解复杂性是如何出现的，我们有时候需要回过头来使用一些旧的科学方法，专注于一到
两个重要的过程，暂时忽略其他过程。

4、《完美的群体》的笔记-第102页

        群体智慧并非奇迹，而是一个关于统计学的问题，很重要的一点是，所有的猜测都必须是独立的
，如果不是，那么群体智慧便会迅速消失

5、《完美的群体》的笔记-第35页

        把握好5%的人，就会成功。

6、《完美的群体》的笔记-第71页

         如果你和一群人同处于一个危险的环境中，你应该用60%的时间跟随人群，用剩余40%的时间找到
自己的逃生路线。

7、《完美的群体》的笔记-第28页

        负反馈是指手控部分发出反馈信息，削弱控制部分的活动，它通常被用来“纠正”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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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完美的群体》的笔记-第16页

        当一个群体可以利用群体行为，利用群体中的任何个体都无法完成的方式共同解决问题时，群体
行为就变成了群体智能。

9、《完美的群体》的笔记-第121页

        quorum rules 法定人数响应是指“动物展示一种行为的可能性是已经展示这种行为的其他动物数量
的非线性函数”。简单来说，一个群体达成了共识，每一个个体对某一选择的倾向性随着已经选择了
这一选项的其他组员的数目急剧增长（非线性）。法定人数响应并不只是动物们所特有的，人类大脑
中的神经元对它们的邻居的行为也表现出同样的响应。

10、《完美的群体》的笔记-第92页

        总是与其他人保持一定的距离。
0.4原则（60%群体，40%自己）

11、《完美的群体》的笔记-第4页

        自组织是指不需要依靠外部的指令，系统按照相互默契的某种规则，各尽其责而又协调地自动形
成有序的结构。简单来说，简单规则产生复杂模式的过程被称为“自组织”。
在自然界中，原子和分子自发地聚集在一起形成晶体，晶体又组成了带有复杂图案的备课，都是自组
织过程。⋯⋯我们的身体发育时也会经历自组织过程：单个细胞聚集在一起，形成心脏、肝脏等组织
。人类聚在一起形成家庭、城市和群体等各种社会组织形式，同样是自组织过程。

12、《完美的群体》的笔记-第8页

        我们的行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环境和个人处境，但是基本原则都是一样的，特别是下面这个
令人诧异的结论：在一个社会团体内，思维方式的多元化是群体作为一个整体完成有效决策的关键。

13、《完美的群体》的笔记-第1页

        这本书的书名是《完美的群体：如何掌控群体智慧的力量》。我认为副标题的内容更为重要——
认识到人类复杂群体行为背后隐藏的简单秩序，获得掌控群体智慧力量的方法从而预测和避免各种形
式的完美风暴，掌控自己的未来。

因此我做的思维导图将书中的内容分为四个部分：

1.有关群体智能
2.发现群体智慧的力量
3.掌控群体智慧的力量
4.规则总结

当然，最最重要的是第3部分——掌控群体智慧的力量，这才是作者最最足的料。需要详细阅读这部
分涵盖的几个章节（第5章——第9章），理解作者的论证逻辑及思维，这会比单纯知道一个结论要有
益的多。

当然，如果只是想做浅显阅读，建议直接翻到第10章，它是各个规则的总结，当然直接阅读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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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的可能性不大。还是思考之后再读第10章节做个重温更好。

14、《完美的群体》的笔记-第221页

        本福德定律

一堆从实际生活中得出的数据里，以数字1为首位数字的数出现的概率约为30.1%，数字越大，它在首
几位出现的概率越低。

15、《完美的群体》的笔记-第203页

        37%规则

一个人招聘秘书，有100人到场参加面试，面试官随即面试他们，在对下一个候选人进行面试之前，必
须接受或拒绝一个人。一旦拒绝一个候选人，就再也没有办法叫他回来。面试官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战
略才能有机会选到最合适的人呢？

统计学家约翰·吉尔伯特（John Gilbert）和费雷德里克·莫斯特勒（Frederick Mosteller）于1966年发现
一个简单到令人惊讶的答案：面试官应该先面试前面的37个人，不接受他们中的任何一位，然后接受
后面面试的人中第一个比前面37位都更好的人。

16、《完美的群体》的笔记-第27页

        连锁反应用来兴中相关的事物发生相应的变化。例如，一个人奔跑造成的恐慌会让其他人野跟着
奔跑，直至所有的人都开始奔跑。

17、《完美的群体》的笔记-第171页

        马太效应

马太效应指任何个体、群体或地区，一旦在某一个方面（如金钱、名誉、地位等）获得成功和进步，
就会产生一种积累优势，就会有更多的机会取得更大的成功和进步。简单来说，就是好的愈好，坏的
愈坏，多的愈多，少的愈少，强的愈强，弱的愈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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