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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为什么研究现实情境中的分类

对确定性的需求是人类的天性，然而，这也是人类智慧的
缺点。如果你要在某个未知天气的日子带孩子们野餐，他们会
让你就那天究竟是天气晴朗还是下雨给出武断的答案，当你不
能确定时，他们会对你感到失望。

——伯特兰·罗素

想要将某个人归入某一类别（朋友或敌人；值得信任或不值得信
任）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天性，这种渴求为智力发展提供了基础。如果我
们不去构成类别，我们就只能注意到个例，而触及不到任何总体性的思
考。然而，我们是如何进行分类的呢？以及我们应该如何进行分类呢？

心理学家倾向于关注那些明确的环境，在那样的环境中，待被分类
的所有实体，其所有特征（包括概率）都是确定的。为了实现实验控制
的目标，典型的实验室实验需要人们将一些人造物体（如颜色、大小各
不相同的圆形和三角形）进行分类，即根据精确已知、数目固定的几个
维度进行分类。

与此相反，本书离开了实验室的确定性，而着眼于现实中根本的不
确定性。与典型的心理实验不同，现实情境指的是现实世界的环境，在
这样的环境中，未来是不可知的，而且不确定性不能有意义地简化为概
率。1这种不确定性并不必然适用于所有现实世界的环境，例如赌场里
的玩家是可以计算出获胜概率的。然而，在大多数其他情况下，不确定
性普遍存在，无论是选择应该投资的金融产品还是选择最合适的结婚对
象。现代贝叶斯决策理论之父吉米·萨维奇（Jimmie Savage）认为，即
使是计划野餐这样的事情也不在他的理论范围内，因为人们无法提前知
道所有可能发生的事件。2我们可能首先就无法获得与事件相关的信
息，甚至这些信息每天都在变化。这提出了一个问题，即现实情境中的
分类是否能够在实际上基于科学，对此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本书介绍
了一些精确的、正式的分类模型，在应用心理学其他一些有趣且有用的
研究中，我们通常看不到这些分类模型的身影。3正如我们将看到的，
这些正规的模型与从业者们的专业知识很好地结合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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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学习的研究人员也研究分类问题。为应对实验室实验之外的复
杂情况，他们已经开发出了神经网络和随机森林等工具。这些工具能够
应对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不过它们通常并不透明。4例如，当基于这些
工具搭建的系统用于资金问题或应用于法庭时，贷款申请人和被告人通
常弄不明白，为什么他们会被归类为不可信的那类人，有的贷款申请被
拒，有的不准予以保释。在大多数情况下，此类系统不仅对银行、法官
不透明，对创造它们的工程师来说，也是不透明的。

本书致力于提高不确定性环境中的透明度，为读者提供了易于理
解、记忆、教授和执行的工具。这些工具让相关从业者可以在手边没有
花哨的机器学习程序时（例如身处事故现场或自杀式袭击现场）做出快
速而准确的决策。本书还认为机器学习应首先构建透明的算法，而不是
事后再去试图解释不透明的算法。

认知心理学和机器学习之间存在着另一个深刻的区别。心理学主要
是描述性的，它回答人们实际上是如何进行分类的问题，而机器学习是
规范性的，它回答的是人们应该如何进行分类的问题。本书整合
了“是”和“应该”这两个方面，我们关注一些启发式，这些启发式通常既
具有描述性又具有规范性，也就是说，它们描述了有经验的相关从业者
实际都做了什么事情，同时还对相关从业者可以如何改进工作实践提出
了建议。

我们在本书中呈现的分类工具属于有限理性的范畴，“有限理性”这
个术语是由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在20世纪50年代创造，5他是
人工智能的创始人之一，也是认知革命的先驱之一。有限理性的现代研
究在西蒙的传统中就是快速节俭启发式程序，我们呈现的这些分类工具
正是基于此程序。6快速节俭启发式是对认知心理学和机器学习中现有
模型的有益补充，使人们可以在不确定性环境中进行快速、透明和准确
的分类。

本书为认知心理学和机器学习的相遇提供了一个接触点，展示了如
何将心理学的分类研究扩展到不确定的现实世界中，还展示了如何从最
初的认知原则（人类计数和排序的能力）中推导出简单、准确的分类规
则。此外，本书有助于实现可解释化的机器学习。快速节俭的分类规则
很容易理解和应用。

在本书中，我们提出了两个关键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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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规则在现实情境中表现良好。在国际象棋、围棋或人脸识别
等稳定的情况下，如果有大量数据可用，复杂算法的表现优于快速节俭
启发式。相比之下，在现实情境中，未来是不确定的，而且未来可能以
一种不可预测的方式不同于过去，无论可用数据规模是大是小，简单的
启发式都可以胜过复杂的方法，我们称此为“不稳定世界原则”。

透明度是一个关键值。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受到算法的影响，这些算
法根据公民的信誉、健康状况以及社会和政治态度对其进行分类，其底
层逻辑通常是不透明的，无论这是算法固有的不透明属性还是出于保护
商业秘密的宗旨。而另一方面，快速节俭启发式从设计上就是透明的。
在健康、财富和司法等敏感领域，理解算法的能力对于身处参与性民主
制度的公民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不同于机器学习某些部分的共识，即假
设最准确的算法一定既是本质上复杂的又是不可解释的，我们表明，透
明的算法通常与黑匣子模型一样准确，我们称此为“透明满足准确原
则”。

在本书中，我们证实了这两个论点可以一同发挥作用。我们并不是
在使用难以理解的复杂算法与使用几乎不准确的简单算法之间做选择。
在现实情境中，简单、透明并不是准确的对立面。

注释

1.本书英文版以《现实情境中的分类》(Classification in the Wild)为名，这一书名令人联想
起人类学家埃德温·哈钦斯（Edwin Hutchins）1995年的经典著作《荒野中的认知》(Cognition in
the Wild)，该书蕴含着深刻的见解，它将认知科学的基本隐喻（即认知作为计算）应用到了大
型船只上的实践工作中。虽然我们并不属于这本书所探讨的航海领域，但是在实验室之外的其
他领域，这本书依然能够带领我们找到正确航向，为我们呈现一些驯服不确定性的精确算法。

2.Leonard J.Savage, The Foundations of Statistics（Mineola, NY：Dover，1954）.

3.See, e.g.，Gary A.Klein, Sources of Power：How People Make Decisions（Cambridge,
MA：MIT Press，1998）.

4.辛西娅·鲁丁（Cynthia Rudin）和乔安娜·雷丁（Joanna Radin）也表明了这一看
法，“Why Are We Using Black Box Models in AI When We Don’t Need To？A Lesson from an
Explainable AI Competition，”Harvard Data Science Review 1，no.2（2019）。

5.Herbert A.Simon, Models of Bounded Rationality：Empirically Grounded Economic
Reason（Cambridge, MA：MIT Press，1997）.

6.Gerd Gigerenzer, Peter M.Todd, and the ABC Research Group, Simple Heuristics That Make
Us Smart（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Gerd Gigerenzer, Ralph Hertwig, and
Thorsten Pachur, eds.，Heuristics：The Foundations of Adaptive Behavior（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Peter M.Todd, Gerd Gigerenzer, and the ABC Research Group, Ecolog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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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tionality：Intelligence in the World（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Ralph
Hertwig, Ulrich Hoffrage, and the ABC Research Group, Simple Heuristics in a Social World（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Ralph Hertwig, Timothy J.Pleskac, Thorsten Pachur, and
the Center for Adaptive Rationality, Taming Uncertainty（Cambridge, MA：MIT Press，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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