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女士品茶》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女士品茶》

13位ISBN编号：9787210085254

出版时间：2016-8

作者：[美]戴维·萨尔斯伯格

页数：348

译者：刘清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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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shu111.com

Page 1



《女士品茶》

内容概要

大数据时代最该懂的学科就是统计学
科学松鼠会推荐统计学领域入门必读书
...................
※编辑推荐※
★统计学入门首选读本，科学松鼠会强力推荐！
这是一本经典的入门级读物，每介绍一个新的概念，都会进行大量的背景介绍，再辅以相关奇闻异事
。就算是对于一个门外汉来说，也能读懂一个特定概念是做什么用的。
★像小说一样的科普书，堪称统计学领域的《苏菲的世界》
在作者笔下，固执的皮尔逊、低调的戈塞特、天才的费舍尔，一如武林高手一样，在统计学的思想领
域激烈交锋。他们和后续各个时代代表性的天才，共同演绎了二十世纪这场绚丽多彩又跌宕起伏的统
计学革命。有读者评论，本书之于统计学，一如《苏菲的世界》之于哲学。
★了解统计学的人，运气都不会太差。大数据时代，你需要懂点统计学思想。
统计学从不猜想，而是测量未来！从买乐透到大数据，全都需要统计学，不懂统计学，你就等着被骗
吧！
...................
※内容简介※
统计学之所以被滥用、误用，其实是因为它太有用，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改变了世界上处理问题的方
式。
这是一部统计学的史诗。一百多年来，统计学从无到有，以至于蔚为壮观。一部统计学的发展史，就
是一部不断革新现有科学体系的历史。本书深入浅出地描绘了这一历程，为读者奉献了一场思想的饕
餮盛宴。
这是一部关于叱咤风云的统计学学霸的传奇故事书。回望那段波澜壮阔的时代,一张张脸孔水一样掠过
。在英国剑桥的某个午后，有位女士声称，把茶加到牛奶里，和把牛奶加到茶里，两种方法调出来的
下午茶喝起来味道不同。在座的科学家都对她的说法嗤之以鼻，但有位来访的瘦小绅士，R. A. 费希尔
，提议要用科学的方法，来检验这位女士的假设⋯⋯本书以这位喝下午茶的英国女士为起点，带领读
者一一回顾“统计”这门应用范围最广的科学，了解若干重要理论的发展过程与应用，亲近那些隐身
幕后的统计学家，看看统计究竟为今天这个世界，带来了什么样的改变。
这是一部大数据时代不容错过的实用之书。大数据时代，一切以数据说话，如何解读数据便与每个人
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统计学的本质就在于解读数据，读懂了本书，你就是大数据时代的明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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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士品茶》

作者简介

戴维·萨尔斯伯格（David Salsburg），康涅狄格大学统计学博士，原辉瑞公司资深统计研究员，美国
国家统计学会（ASA）会员，先后任教于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康涅狄格大学、宾州大学、罗德岛
学院及三一学院，著有多部统计学专著，本书是其代表作。

Page 3



《女士品茶》

书籍目录

自序
第1章　品茶的女士
第2章　偏斜分布
第3章　亲爱的戈塞特先生
第4章　堆积如山的记事本
第5章　《收成变动研究》
第6章　“百年一遇的洪水”
第7章　费希尔的胜利
第8章　致死剂量
第9章　钟形曲线
第10章　拟合优度检验
第11章　假设检验
第12章　信任的骗局
第13章　贝叶斯的“异端邪说”
第14章　数学界的莫扎特
第15章　小人物的视角
第16章　摆脱参数
第17章　部分优于整体
第18章　吸烟会致癌吗？
第19章　如果你想得到最佳人选⋯⋯
第20章　单纯的得州农家孩子
第21章　家族中的天才
第22章　统计领域的毕加索
第23章　污染处理
第24章　工业的重新缔造者
第25章　黑衣女子的建议
第26章　鞅的发展历程
第27章　意向性治疗
第28章　将自己提起来的计算机
第29章　建立在沙土上的摩天大厦
后记
大事年表
出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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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士品茶》

精彩短评

1、统计大神也是人，八卦走起
2、这是一本了解统计发展史的书。但不知道是翻译还是其它的原因，总让人觉得逻辑特别混乱
3、第二遍读，也是复习几个细节
4、看不懂，不评价
5、统计学发展小史。偏学科史，没什么具体实践应用，收获不大
6、真的是入门吗？
7、略看的话，就翻翻目录和看最后一章。
8、统计学入门首选读本，科学松鼠会强力推荐！
9、两周看完，总体来说是一本非常不错的统计科普读物，从正态分布到柯尔莫哥洛夫甚至到更高深
的科学，都没有涉及到一个公式和定理，纯粹是文字的阐释，这也侧面印证了原作者的博学。但具体
到这本书来说，译者存在较多的翻译上的问题，很多句子是表意不明的，不觉得原作的本意会出现这
样一种晦涩的情况，建议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读统计出版社出的另一版，或许在专业度上更能理解。
10、很有趣也很有用的一个领域，感觉作者已经尽量做到对数学学渣友好了（虽然我还是只读懂了百
分之七八十...以及感觉所有科学领域深挖下去都是哲学问题
11、可能是学识不足，可能是选错了书，这本书介绍了统计学的发展过程，虽然作者一再保证是给非
数学专业的人看的，但我依然没什么收获。
12、应用统计学史，就是少了具体应用的案例和公式。#数学好，没办法#
13、看到书评第一个说“对统计一窍不通的我读完之后还是一窍不通”，确实，这本书并不适合当做
入门科普书，而是给有统计基础的人去了解各种统计思想发展历程的。统计学专业的学生每个人都该
看完这本书，知道那些统计方法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有现实背景的。
14、大学时候学统计学这根本不懂是多么重要，工作了之后意识到缺少这方面的训练，慢慢的意识到
统计学是一种与原先决定论不同的认识世界的方式，这本书的好处未必是介绍统计工具，是弥漫起一
种叫统计学的气氛让你沉浸其中。
15、LD50发明者的故事特别好，促使我来豆瓣标记一下。
16、这个版本很不错，接触统计很多年，但这个版本放在手边没事就翻一翻，还是会让人反思很多，
不错不错。
17、终于再版了，虽然是科普读物，但对于统计学门外汗来说，是不错的学科导引
18、不是说好是科普吗！为什么还是感觉云里雾里看毬不懂...泪目
19、一本讲述统计历史的书。作者行文流畅，各位统计学大师的八卦轶事穿插在其中，增强了文章的
可读性。

读完本书，能够对统计史和统计的基本思想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但由于本书定位于科普，全书没有一
个数学公式，所以想要系统学习统计学的同学，在看完这本书之后还是要找专业的教材来读。
20、比较糟糕的科普书（效果可能还不如维基百科），罗列了一大堆「XX 年 XXX 做了 XXXX」的故
事，对统计学一窍不通的我看完之后还是一窍不通。
21、作者沿着统计学从出现到应用这个线索，用先驱的故事串联了起来，可读性很强，仿佛让你看到
教科书上那一个个章节是怎么出现的，也披露了学术界对统计基础的争论，以及对应用中各种不科学
的批评。
22、读一半弃，如果只是为了传递“二氏一试剂是统计学的试剂”的观念还算合格，如果视为一部统
计学科普，讲得太浅而且不清不楚，还是老老实实找教材学概率论学数理统计吧。
23、看完之后才觉得这是一本比较不错的书籍，至少对我这样一个统计学小白而言，对这个领域有了
新的认识，认识世界的维度又增加了一种维度。but书名还是有噱头重于内容的
24、真是太喜欢这本书了，非常推荐喜欢数学，正在学习概率统计的人看。
你会发现那些出现在我们教科书上看似不太起眼的定理，在统计学发展的历史上有过一段让你震撼的
历史。这本书还能扩宽你的知识面，为你深入学习某些知识提高一个入口和线索。
另外一个重要的收获是作者还有其他统计学家的科研和工作态度，很多地方让我特别感动和震撼（你
懂的，激动的犹如电流流过身体）。

Page 5



《女士品茶》

强烈推荐。
25、这本书并不是那么枯燥的一本科学书，但也绝不是一本有趣的科学书，我感觉到作者已经很努力
的让未接受过正规统计学学习的人在读懂这本书，但仍然是一场枉然。作为一个对于数学模型有一定
了解，并知晓该模型需要在药理学药代学以及各种需要统计学作为研究工具的学科中有不可取代作用
的人来说，仍然需要十分专注的去看这本书。对于大众来说，我实在无法想通这本书是怎样跟运气不
会太差的这句广告语联系在一起的，好吧，我并不明白统计学如何与普通大众联系在一起，这本书只
是唤起了我大学时有点痛苦的学习回忆而已。
26、像是科技类期刊汇总，哪年哪本杂志上发生的什么什么⋯⋯有些东西倒是解释清楚了，还是有点
枯燥，不想看。
27、读了第二遍。毫无疑问，这是一本最浅显易懂的没有任何符号的统计学通俗读物也是一本引发你
许多深刻思考的高深无比的统计学读物。五星推荐。
28、入门科普。
29、说它是入门吧，书里经常穿插一些作者自己明白但是作者没有展开因此读者根本不知道作者在说
什么的内容，基本上就是各种统计学家的人物小传，阅读消遣一下还好，入门统计学的话基本没戏。
阅读体验差劲。
30、长见识的好书
31、并不是统计学基础知识的科普书，而是通过介绍各个统计学界的大师展示了统计学的发展过程。
32、听名字本以为是一本大师轶事故事集，看了之后发现这个书名真是起的太随意了，简直像费舍尔
的《收成变动研究》。本书主要有三部分，一部分介绍人物生平以及各种小事，一部分介绍其科学发
现过程，最后一部分介绍其统计思想、贡献以及大师之间精彩的争论。可以说，这本书不仅会让你对
统计的发展史有一个大致的了解，还会加深你对统计思维和哲学的理解，让你知道统计能做什么不能
做什么，它的美妙和局限在哪里。以南丁格尔的话作结：“若想了解上帝在想什么，我们就必须学统
计学，因为统计学在测量他的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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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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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士品茶》

章节试读

1、《女士品茶》的笔记-第1页

        刚看第一章就被吸引住了。一位女士在茶会上说到放茶和奶的先后顺序会影响口感，一位科学家
没有放过这个无关紧要的闲谈，而是立马认真严谨地设计实验来证明她的说法真假。他在乎的当然不
是找出茶的最佳冲泡方法；他在乎的是用一套严密的逻辑，从实验和数据中找出答案的快乐。这也是
很多科学家或者理科生的思维方式：答案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获得答案的思考过程。想起知乎上
有个问题“博士读傻了是什么体验”，有个回答让我印象深刻：一对博士夫妇在美国，有一次就两种
牛奶哪种口感更好产生了争执。于是两人一起设计了单测实验，一起考虑并设法排除了种种实验误差
可能性，一起见证了实验结果。最终他们是否就牛奶的口感达成一致观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在
这个一起实验的过程中建立的默契，一起做思考和解决同一个问题的开心。每每如此，就忍不住吐槽
我的文科生先生。有一次因为某则新闻，和他就“国内外就学环境谁更安全”产生分歧。 他用“国外
经常有留学生被杀事件”作为论据，我提出可能国内的类似情况新闻没报道，如果要寻求真相一个可
行的方法是计算一下事故的发生比例。我期待着和他一起深入思考和讨论怎么计算，分子分母用什么
范围，所需要的数据从什么渠道获得比较靠谱。。。 但是先生只是冷冷地回了两句：“你有数据吗？
”，“你去算吧”。扫兴*.*还是默默去看书比较有意思。

2、《女士品茶》的笔记-第146页

        

3、《女士品茶》的笔记-第192页

        书里面写到，1962年的时候，全球统计领域的重要人物在印度举行了纪念印度统计研究院成立30
周年的聚会，让我不禁感慨自诩为亚洲第一大国的我们，是否在统计学这样一门服务于各项应用学科
的领域里，能够有普遍的学术意义。

4、《女士品茶》的笔记-第151页

        

5、《女士品茶》的笔记-第304页

        安斯孔认为：应该以接受非最佳治疗的病人数量（包括试验中的病人和随后接受治疗的病人）的
最小化作为分析标准。以⋯⋯数量的最小化作为分析标准？？？作为有基本认知了的工科硕士狗表示
理解不了。

6、《女士品茶》的笔记-第213页

        

7、《女士品茶》的笔记-第74页

        费希尔提出了良好统计量的几个标准：一致性，无偏性，有效性。

⋯⋯略⋯⋯

在费希尔提出的三个基本标准中，无偏标准吸引了公众的注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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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士品茶》

⋯⋯略⋯⋯

实际上，有偏统计量常常具有很高的有效性。在费希尔的努力下，用于确定市政水源净化用氯气浓度
的标准方法依据的就是一个有偏（同时也是一致而有效的）估计量。

这几段，费希尔先是说无偏是好标准，后来他自己又用有偏的数据，这什么逻辑？

8、《女士品茶》的笔记-第201页

        @婧婧

9、《女士品茶》的笔记-第125页

        

10、《女士品茶》的笔记-第159页

        如果这个问题一直无法得到解决，那么所有应用于科学领域的统计方法可能会因为内在的矛盾而
轰然倒塌
WHAT!!!

11、《女士品茶》的笔记-第261页

        把作者读成了岳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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