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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中国读者

亲爱的中国读者：

感谢您打开这本修订版的《魔鬼经济学》！

非常高兴得知这本书在中国读者当中取得了不错的反响，要知

道，我们一向对中国抱有深厚的感情，本书的作者之一史蒂芬•列维

特从中国领养了两个女儿，而另一位作者史蒂芬•都伯纳的儿子最好

的朋友也是来自中国。

我们的中国出版商告诉我们，《魔鬼经济学》中文版荣获了2006

年中国财经图书“独辟蹊径奖”，这让我们感到莫大的荣幸，感谢您

的支持！

本书的出版在中国引发了许多人的思考，出版商也向我们转发了

许多读者发给我们的赞誉之词和相关问题，比如说有人问我们“应当

如何看待中国房地产市场当前所存在的问题”。我们将在以后的工作

中尽力回答这些问题。目前我们正在创作一本新书，但恐怕最早也要

在三年以后才能出版了。在这段时间里，我们会继续通过我们的网站

www.freakonomics.com跟读者们保持联系。

最重要的是，感谢您的阅读！

祝您好运！

您的朋友

史蒂芬·列维特

史蒂芬·都伯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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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r Chinese readers,

Welcome to the revised and expanded edition of Freakonomics!

We are delighted to learn that our book has been popular with 
Chinese readers, particularly since one of us (Levitt) has two 
adopted daughters from China, and since the other one (Dubner) 
has a young son whose best friend is a Chinese immigrant in 
New York.

We are also thrilled to have received a “Maverick” commendation 
for 2006 financial publications in China, and thank you for this 
great honor. 

Our publisher has passed along many of your comments and 
concerns, such as how to tackle the real-estate problems in 
China. We will do our best to answer such questions in future 
work. We are working on our next book, but it probably won’t 
be published for at least three years. In the meantime, we keep 
up a steady dialogue between readers on our website, at www.
Freakonomics.com. Please come visit us there and, more than 
anything, thank you for reading. 

Sincerely,

TO CHINESE REA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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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序

敲破你脑袋的《魔鬼经济学》

史蒂芬·列维特是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最近一次的“克

拉克奖章”获得者，被认为是当今美国40岁以下最负盛名的经济学

家。他的声誉得到了整个经济学界的公认。据说，至少有一半的经

济学家都宣称“渴望自己能够在史蒂芬·列维特的隔壁办公”。

然而，史蒂芬又仿佛是在刻意地远离经济学家的圈子，跟几乎

所有其他经济学家不同，他把自己的研究兴趣集中在日常生活中那

些看似琐碎的“小事”上。他曾经告诉那些蜂拥而至的记者们，“要

是你问我股市走向，或者一些有关税务的问题的话，那你显然问错

了人，我对这些知之甚少，如果我硬说自己懂得这些的话，那我一

定是在撒谎。”

除此之外，史蒂芬几乎一直都在刻意逃避“成为主流”的机

会，克林顿政府曾经力邀他加入自己的智囊团，现任总统小布什在

大选的时候也把“请到列维特作为犯罪专家”作为拉拢选民的一张王

牌，可无论仰慕者们如何频送秋波，列维特始终保持自己孤胆游侠

的风格，对于他的同行们来说，他就像经济学家当中的印第安纳·

琼斯，总是将自己装扮成一个另类的寻宝家，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勇

气，在那些不起眼的小地方发现宝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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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经济学

《魔鬼经济学》是列维特的第一本书，也是他的“列氏风格”一

次酣畅淋漓的展现。他在书中一共讨论了6个问题，有评论者宣称，

“除了列维特之外，当今美国还没有哪个人能想出这样的问题”。

可尽管如此，我还是更愿意把阅读《魔鬼经济学》的意义归结

于它能从根本上改变你对很多社会现象的看法。列维特在书中所传

达的一个主要观念就是：很多被我们认为是常识性的东西可能根本

就是错误的，很多公论性的观点所传达的也未必就是真相。

而《魔鬼经济学》之所以能在2005年全美各大畅销书排行榜上

高居不下，除了作者在书中提出的这些问题本身具有极大的诱惑力

之外，最大的原因就在于列维特探究答案的方法。著名的书评人兰

兹·伯格把《魔鬼经济学》比喻成一部侦探小说，说自己在阅读该

书的过程中一直都“屏住呼吸”，生怕一呼一吸之间，吹跑书中的

那股灵气。而在译者看来，《魔鬼经济学》的每一个章节都包含了

一本一流侦探小说的所有元素。只不过列维特的最终目标不是“找

到凶手”，而是“为你揭开真实世界的伪装”。

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对美国20世纪90年代中期犯罪率下降的

解释。

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社会笼罩着一种极度恐慌的气氛，犯罪

学家们估计，按照过去几十年当中的犯罪趋势，到了20世纪90年代

中期，美国的犯罪率将达到历史最高，大街上到处都是持枪行凶的

匪徒，届时整个美国将沦为人间地狱——犯罪学家们对此列出了种

种“令人信服”的论据，政府也在大声疾呼全社会来共同关注……

可就在人人自危，感觉在劫难逃的时候，历史出现了让人尴尬

而欣喜的转折：自9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的犯罪率一路狂降，美国

突然又回到了歌舞升平的太平时代！

于是乎，几年前还在着力论证“犯罪浪潮势不可挡”的学者

专家们又在忙着为“犯罪率下降”找理由，“强韧的经济形势”、

“更有效的巡逻政策”、“严格的枪支管理条例”……就在众说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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纭的时候，史蒂芬冷不丁地抛出了一个颠覆性的结论：堕胎！

没错，他坚信20多年前的“堕胎合法化”才是犯罪率下降的唯

一合理解释。

这一结论不可避免地把他推到了几乎所有主流犯罪学家、道德

家和经济学家们的对立面，后者随即在各种媒体上对史蒂芬展开围

剿、嘲弄，甚至是污蔑和谩骂，压力之下，史蒂芬始终坚持自己的

观点，并用自己特有的“列氏方法”赢得了这场世纪大辩论。

《魔鬼经济学》中几乎处处都是类似的“妙局”，毒品贩子真

的都是大款吗？游泳池和手枪，哪个对孩子更危险？名字对一个人的

未来到底会有多大影响？三K党到底是怎么瓦解的？怎样才能把握房

地产经纪人的心思，用最便宜的价钱买到你想要的房子？……作者举

重若轻，妙语不断，手法娴熟地肢解了一个个看似另类的命题，把读

者频频抛上想像力的巅峰，让人大呼过瘾之后又能掩卷沉思。



�

刘祥亚，北京新知工作室创始人。200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新

闻传播学院，先后获英美语言文学、经济学、传播学学士学位，同

年进入出版行业，担任译者、编辑、出版策划人，译有《执行》、

《这是你的船》、《礼物》、《如何掌控你的时间和生活》、《魔

鬼经济学》等，著有《踩死那只蟑螂》、《职业倦怠自治手册》

等，其文章先后为《读者》、《青年文摘》、《中国青年报》、

《羊城晚报》、《南方都市报》、《出版人》杂志、《中华读书

报》等多家媒体刊载，受到好评。

译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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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源起

当今美国最负盛名的年轻经济学家——至少许多资深经济学家

这样评价他——此刻停在了芝加哥南区的一个红绿灯前。这是6月

中旬的一天，阳光明媚。他开着一辆年头已久的雪佛莱“骑士”，

挡泥板上布满灰尘，车窗也没有关上，在高速路上飞驰的时候，车

子会发出一种沉闷的噪音。

可现在这车子却很安静，跟正午时分的街道一样，没有任何声音。

周围只有加油站，无边无际的、装着夹板玻璃窗的水泥砖石建筑。

一位年迈的流浪汉走了上来。他手里举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

自己是一个流浪汉，希望路人能给他点钱。他头上戴着一顶脏兮兮

的红色垒球帽，身上穿着一件破破烂烂的夹克衫，在这样一个温暖

的日子里，他穿得显然太厚了。

这位经济学家并没有马上锁紧车门，也没有往前移动车子，更

没有把手伸进口袋里找零钱。他只是打量着这位流浪汉，好像对方

根本看不见他一样。过了一会儿，流浪汉走开了。

“他的耳机不错，”经济学家说道，仍然盯着汽车的观后镜。

“嗯，比我的还要好。” 

史蒂芬·列维特看事情的角度跟一般人不一样，甚至也不同于

一般的经济学家。这既可以被看成是一个奇妙的个性，也可以被看

成是恼人的怪癖——完全取决于你如何看待经济学家。

——《纽约时报杂志》，2003年8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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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夏天，《纽约时报杂志》派记者史蒂芬·都伯纳前去采

访芝加哥大学最负声望的年轻经济学家——史蒂芬·列维特。

都伯纳当时正在对一本关于金钱心理学的书进行研究，他最近

采访了很多经济学家，发现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都很差，好像英语是

他们的第四或第五门外语一样。而列维特最近也由于获得了约翰·贝

兹·克拉克奖章（John Bates Clark Medal）（该奖章每两年颁发一

次，获奖者均是那些年龄在40岁以下的年轻经济学家）而接受了许

多记者的采访，他发现他们的思维并不是那么——用一位经济学家

的话来说——那么富有洞察力。

列维特觉得都伯纳与其他记者不一样，而都伯纳也看出列维特

并不是一个只懂数学的经济学家。都伯纳被列维特的研究以及他解

释自己研究的方式中流露出来的独创性所吸引。虽然列维特接受了

很多精英式的训练（他本科毕业于哈佛大学，在麻省理工学院取得

博士学位，并先后赢得过一系列奖项），可他的研究方式却相当离

经叛道。他完全不会以学者的方式来开展研究，而更像是一个极其

聪明又对所有事物充满好奇的探索者——一个记录片制片人、一

个法庭调查员，或一个对体育、犯罪、流行文化等都充满兴趣的书

呆子。一谈到经济学，大多数人脑子里立刻就会浮现金融货币等问

题，而列维特很少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所以他总是在自嘲地说，

“我对经济学并不太了解。”他一边用手理了理盖在眼睛上的头

发，一边告诉都伯纳，“我数学不好，对计量经济学也不太了解，

我也不懂得如何形成理论。要是你问我股市会升还是会涨，或者

说经济学是一门成长型学科还是一门萎缩型学科，或者说货币贬值

是好事还是坏事，或者是一些有关税务问题的话，那你显然问错人

了，我对这些知之甚少，如果我硬说自己懂得这些的话，那我一定

是在撒谎。”

让列维特感兴趣的是日常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只有那些真正想

了解这个世界如何运行的人才会对他的研究感兴趣。都伯纳在自己

魔鬼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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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章当中对列维特进行了这样的总结：

在列维特看来，经济学为人们提供了大量解决问题的方法，但

是它并没有教会人们如何提出有趣的问题。列维特的天赋则在于，

他非常善于提出问题。比如说：如果毒品贩子真能赚到很多钱的

话，他们为什么仍然跟自己的母亲住在一起？一把枪和一个游泳池

哪个更加危险？导致过去十年犯罪率下降的真正原因是什么？房地

产经纪人真的会把客户的利益放在心上吗？为什么黑人父母会给孩

子们取一些影响他们未来职业发展的名字？为什么学校老师会通过

欺骗的方式来提高学生分数？相扑比赛中是否存在腐败行为？

一个穿得破破烂烂、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怎么能买得起一副50美

元的耳机？

很多人，包括很多经济学家，都没有把列维特的研究当成是经

济学。可他却让经济学研究回到了自己的本源：解释人们是如何得

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的。跟大多数学者不同的是，列维特并不排斥个

人观察和个人的好奇心；他也不排斥讲故事的方式（可他却极为排

斥微积分）。他是一个直觉主义者。他能够在大量的数据当中发现

一些其他人所没有发现的故事。他能够衡量其他经济学家断定无法

衡量的问题。他的兴趣在于研究欺骗、腐败，以及犯罪行为，尽管

他说自己从来没有局限于某些领域。

列维特的好奇心同样吸引了《纽约时报》的成千上万名读者。

人们向他提出了很多问题，请求提问者中有的来自通用汽车公司，

有的来自纽约扬基球队，还有美国参议员、监狱犯人、孩子家长，

等等，甚至还有一个20年来一直在精确记录自己的甜饼销售情况的

家伙。一位前环法大赛冠军给列维特打来电话，问他该如何证明现

在的环法大赛当中充满了作弊行为；美国中央情报局想知道列维特

如何利用数据来跟踪洗钱犯罪分子和恐怖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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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回应更加坚定了列维特的信念：现代社会虽然看似复

杂，充满了欺骗，但它并非不可破解、无法预知，只要能够提出适

当的问题，我们就会发现这个社会比我们想象的更加有趣。我们唯

一需要的就是一种新视角，一种看待社会的新方式。

纽约一家出版商告诉列维特他应该写本书。

“写本书？”他说道，“我可不想去写书。”他手头已经堆满

了上百万个问题，他的时间甚至都不够用来解决这些问题。而且他

也不觉得自己是一个高明的作者。所以他拒绝了，他说自己并不感

兴趣，“除非，”他建议道，“都伯纳能够跟我一起完成这本书。”

并非所有的人都能在一起合作。可这两个人，也就是本书中的

“我们”，决定好好谈谈，看看是否有机会合作完成一本书。谈完

之后，我们相信我们能够写出一本好书。希望你们也能这么认为。

魔鬼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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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白地讲，当初写《魔鬼经济学》的时候，我们曾经有过这

样的疑虑：真有那么多人会喜欢读这本书吗？我们更没有预想过，

它会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再版。无论如何，这样的结果令我们倍感欣

喜，对于读者们的厚爱，我们深表谢意。

为什么要推出修订版呢？

这里有几个原因。首先，这个世界是由无数生命体组成的，它

在永不停息地变化着，而书是静态的。任何一部手稿完成后，它便会

像雕塑一样凝固成型，静静地守在那里，或许一年，或许更久，直至

受到出版商的关注，它才能为世人所知。但是《魔鬼经济学》探究的

是当代世界中各种真实存在的问题，因为这个世界发展的速度正变得

越来越快，所以当我们重读这本书的时候，尽管距离它的首次出版时

间并不久远，但其中有个别部分的内容已经需要更新了。

其次，毫不讳言，制作再精美的作品也很难经得起细入毛孔的

推敲，这本书同样如此。任何一点细小的瑕疵都可能给读者的阅读

带来不便，我们对此诚惶诚恐。当然，我们所做的调整和改动的篇

幅十分有限。

本次再版中改动最大的是第二章的开头，这部分讲述的是一个

反对三K党（Ku Klux Klan，缩写为KKK，是美国历史上和现在的

一个奉行白人至上主义的民间组织，也是美国种族主义的代表性组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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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暴行的男人的故事。在《魔鬼经济学》第一版出版几个月后，

我们便发现了更多关于这个人的故事，尽管在人们看来，我们在书

中的一些说法可能有些夸大其辞了。鉴于文章对这位在许多地区深

受人们爱戴的人物可能稍有冒犯，如有不妥之处，恳请读者谅解，

但我们将力求尊重真实的历史，这一点至为重要。

本版中出现的附录部分，是我们将这次再版称为“扩充后的修

订版”的理由之一。在《魔鬼经济学》首次出版后不久，即2005年4

月，我们便开始每月为《纽约时报杂志》撰写一个专栏。在这本修订

本当中，我们将这些业已发表的专栏文章一并附上，其涉及的话题可

谓海阔天空、信马由缰，从喧闹一时的大选投票到争议不断的性取向

问题，凡此种种，皆可用另一种经济学的眼光来看待。

此外，我们这次再版还添加了许多我们博客（www.freakonomics.

com/blog/）上的作品，当然，这同本书的再版一样，都是当初未曾

料想到的。最初，我们创建这个网址，目的之一是为给文章建个

“档案馆”，其二也是为了交易方便。所以，那时我们对待博客的

态度可说是不咸不淡，权且视其为一种体验，文章更新得也不是很

频繁。但短短几个月后，我们便收获了意外之喜。我们发现，许多

人都读了《魔鬼经济学》这本书，他们渴望了解作者这种思维产生

的前前后后，于是，我们的兴致立即被再度激发起来。事实证明，

博客对写书人来说实在是一剂良药，它可以将一部渐失热度的手稿

从冰冷中重新温润起来。特别是对像这样一本充满了与传统相悖的

“颠覆性”思维的作品来说，实在没有什么能够比让更多人知道

它、了解它更令人兴奋的了。于是，背负着梦想，我们继续前行，

这个过程注定不会平淡；让我们换一种思维，作别西天的晚霞，迎

接新的挑战，因为这世界永远在变。

史蒂芬·列维特

史蒂芬·都伯纳 

                                           2007年1月

魔鬼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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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2005年4月在美国上市，仅1个月就荣登《纽约时报》畅销

书排行榜。

曾连续8周占据《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第2名位置。

在美国上市2个月后，销售量突破20万册。

被《纽约时报》评为“2005年年度100本最有影响力图书”之一。

该书从2005年4月上市至今，一直占据亚马逊畅销书排行榜前列。

该书的版权已被20多个国家和地区购买。

该书中文简体版2006年年初上市，引起强烈反响： 

被《中国图书商报》评为“2006十大财经图书之一”；

荣获《财经文摘》“2006年财经图书——独辟蹊径奖”；

荣登《中国证券报》“2006年经管类畅销书排行榜”；

被《新京报》评为“2006年度商书”；

广州购书中心2006年2月底经管类排行榜第1位；

深圳书城2006年4月份总榜排行前3位；

深圳购书中心2006年10月底经管类排行榜第3位；

2006年底，荣获“新浪网友心目中最佳财经图书——独辟蹊径奖”；

当当网2006年经管类图书销售排行榜第2位；

至2007年4月，蔚蓝网经管类图书销售排行榜第1位；

该书中文简体版上市1年时间，百度有关《魔鬼经济学》的网页

约有416万篇。

《魔鬼经济学》荣耀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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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经济学

目 录

致中国读者

译者序

本书源起

前言

《魔鬼经济学》荣耀榜

所有事物背后的一面

其中介绍了本书的核心思想：如果说伦理道德代表了我们心目中理

想的社会运行模式的话，那么经济学就是在向我们描述这个社会到底是

如何运行的。

为什么传统智慧经常是错误的……“专家”们——从犯罪学家到房

地产经纪人到政治科学家——是如何利用事实的……为什么“知道衡量

什么，以及如何衡量，是理解现代生活的关键”……到底什么是“魔鬼

经济学”？

学校老师跟相扑运动员之间有何共同之处

本章将探讨动机的美妙之处，以及动机所引出的另外一个问题——

欺骗。

谁在欺骗？几乎所有人……骗子们如何欺骗，怎样抓住他们……

来自以色列日托中心的故事……700万美国儿童突然集体蒸发……芝加

哥教师的作弊……为什么作弊之后仍然输了要比通过作弊获胜更加糟

糕……难道相扑，日本最受尊重的运动项目，当中也存在作弊行为吗……

甜饼经济学家看到的：人类比我们想象的更加诚实。 

三K党跟房地产经纪人之间有何共同之处

本章将阐明这样一个观点：没有什么比信息更加强大，尤其是当信

息这种力量被滥用的时候。

潜入三K党……为什么说专家最有可能欺骗我们……信息滥用的故

事……为什么一辆新车在一开出工厂的时候就会立刻贬值……破解房

屋经纪人的密码：“状态良好”到底是什么意思……特兰特·洛特真

的比大多数《最弱的一环》的参加者们更加有种族主义倾向吗……网

上进行约会的人会怎样撒谎？

第１章35

第２章71

19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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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章为什么毒品贩子仍然跟自己的妈妈住在一起

本章将讨论为什么传统智慧经常是被捏造的。

为什么专家们经常虚报统计数据……如何提出好的问题……苏迪·温

卡尔的毒窟之旅……生活就是一场巡回赛……为什么妓女的收入比建筑师

还高……毒品贩子、高中四分卫和编辑助理之间有何共同点……高效可卡

因的发明跟尼龙袜的问世之间有何共同的地方……毒品真的是历史上，自

金·克罗法案以来，对美国黑人影响最大的因素吗？

犯罪分子都到哪里去了

本章将给出关于犯罪问题的事实。

齐奥塞斯库在堕胎问题上的教训……为什么20世纪60年代是犯罪分

子们的黄金时代……20世纪90年代蓬勃发展的经济真的能够遏制犯罪吗？

再想想看……为什么死刑不会对犯罪分子起到威慑作用……警察真的能

够控制犯罪吗……监狱，到处都是监狱……纽约的巡警政策带给我们什

么启示……枪支的真正意义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早期的毒品贩子们能

成为百万富翁，而后来的贩子们却不会……青少年犯罪分子和老年人……

堕胎合法化是如何降低犯罪率的?

怎样才能成为完美的父母

在本章当中，我们将从不同的角度来探讨一个问题：父母真的能够

帮助孩子成功吗？

家庭教育已经从一门艺术转变成一门科学……为什么家庭教育专家

们喜欢吓唬父母们……哪个更危险：一把枪还是一个游泳池……恐惧的

经济学……传统父母与“先天形成—后天教育”谜团……黑人白人之间

的成绩差异以及“模仿白人”……8项能够让孩子学习更好的因素。

名字对孩子的未来有影响吗

在本章当中，我们将讨论名字的重要性。

一个叫文纳的孩子和他的弟弟，洛塞……最黑的名字和最白的名

字……文化隔离：为什么辛菲尔德永远不会受到黑人欢迎……如果你

的名字真的很糟糕，你应该换个名字吗……富人阶层的名字和穷人阶

层的名字……Britney Spears：是原因还是结果……Aviva会成为下一个

Madison吗……当父母给孩子取名字的时候，他们实际上是在向这个世界

传达什么信息？

《纽约时报杂志》专栏文章

《魔鬼经济学》博客文章

两条通往哈佛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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