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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壺 

最近在報上看到一則笑話： 
老婦想將女兒嫁給一位哲學家，哲學家思

考了許久之後，終於決定放棄單身步入婚姻生

活。哲學家去見老婦告知他的決定，老婦說

“太晚了！我女兒已經是兩個孩子的媽了。” 
這類故事很多，且並非只發生在哲學家身上。我到美國

唸書的第三年，遇到初一時的博物（即今日的生物）老師，

她從芝加哥轉來，在某一系當技術員。我遇到她時，她已近

四十歲，仍是小姑獨處。原來她教我們時，剛從師大畢業，

一年後，即到美國留學，然後便待了下來。一位在數學系就

讀的朋友，很關心她，常勸她該為終身大事打算。她告以有

一亦為師大畢業的學長，當年對她很好，奈何她因要出國，

沒有與學長交往。有一次她回台灣，學長還來找她，對她似

乎戀戀情深。朋友勸她回去找那位學長。幾經長考，她終於

回台灣一趟。事隔多年，那位她當年看不上的學長，當然已

結婚了。 
金庸的神鵰俠侶裡，小龍女與楊過互等對方 16 年。電

影扭轉奇蹟裡，一對昔日情侶分手十三年後，仍男未婚，女

未嫁，製造了扭轉的機會。不過現實生活中，這種例子畢竟

不多。還君明珠時，多半不會雙淚垂的。 
在論語公冶長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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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季文子做事要思考三次才去做，孔子覺得想太多，認為兩次

就可以了。我們從小被提醒做事要三思而後行，做事要深謀

遠慮，要算無遺策。謀定而後動是對的，但顯然孔子並不鼓

勵考慮太多。你非要找到最好的對象，或最好的策略，但最

好的對象或策略，要獲得可能亦要付出極高代價，或為眾多

人所覬覦，豈有那麼容易為你所得？再說機會稍縱即逝，等

你確定此為最好對象，或算出此為最佳策略時，可能已時不

我予了，或被人捷足先登了。 
在紅樓夢第九十一回裡，賈寶玉面對林黛玉對他感情抉

擇的質疑時，呆了半晌後，忽然大笑道“任憑弱水三千，我

只取一瓢飲”，以此對黛玉交心。大家記得小女孩撿石頭的

故事吧！女孩一直想挑個最大的，但直到最後她一個也未選

中。可見即使只取一瓢，也可能不知如何下手，終至一瓢未

取。尤其如果一心只想取最大的那一瓢，其餘寧可都不要，

更是會如此。 
機率裡有一著名的秘書問題（secretary problem）。假設

你要面試挑選一位秘書。每面試完一位，在面試下一位前，

便要做個要或不要的決定，而且不能回頭。又假設你對已面

試過的人選皆能做個排序。此與女孩挑最大石頭的情況是一

樣的。則如何挑選才能挑中最佳者呢？你應已知道，由於不

能回頭，故此問題不會有保證選中最佳者之策略。但若改為

如何挑選，會使挑中最佳者的機率最大？則此問題便有解

了。就是一開始面試的幾位都放棄，而自約 0.368 比例起的
面試者，若有比前面都更佳的人，便挑選他（她）。如此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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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中最佳者之機率約為 0.368。以面試 30 位為例，由於 30×
0.368約為 11，所以放棄前 10位；自第 11位起，若有比前
10位都好的，便挑選他。這是不能回頭之情況下，會挑中最
佳者之機率最大的策略。即使如此，採用此策略，挑中最佳

者之機率也才約 0.368。換句話說，約有 0.632的機率，你得
不到最想要的。 
在舊約聖經創世紀裡，上帝造出亞當夏娃，因他們吃了

被吩咐不可吃的樹上之果子，而將他們打發出伊甸園。被趕

出伊甸園的人們，是否就痛改前非呢？當然沒有，傳了幾代

後，上帝見人終日所思皆是惡，就後悔造人在地上，心中憂

傷。上帝說“我要將所造的人和走獸，並昆蟲，以及空中的

飛鳥，都從地上除滅，因為我造他們後悔了。”於是上帝毀

滅了所有世人，只留下挪亞全家及一些上帝指定的動物。 
看吧！連萬能的上帝對他所造的人都會後悔呢！與人

不同的是，上帝一旦後悔，可以像下棋般，把棋盤一清，重

新來過。至於卑微的人們，只能慨嘆覆水難收。要知人生很

多時候是不易回頭的。再加上智慧的侷限，及個性使然，本

就不易決定何者最佳，也不易挑中最佳者。東算西算，到頭

來多半還是懊惱做錯的決定遠比做對的多。所以啊，凡事稍

微想一下就可以了，跟著感覺走，順勢而為，期望不要太高，

失望便不至太大。只要想賈寶玉弱水三千，雖只想取一瓢，

到底也沒取中他所要的那一瓢，最後且以出家做為終結，就

還不如礦泉水、果汁、咖啡、茶、酒等，只要水之類的皆可

接受。孔子說一簞食，一瓢飲。不需多要，一瓢足矣，但切

勿對要那一瓢太設限。如此就不難取中想要的。(94.03.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