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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生在普救寺第一眼见到崔莺莺就陷

入了不可自拔的境地。“呀！正撞着五百年

前风流业冤。”于是为了搭讪，张生插科打

诨无所不用其极。“月色溶溶夜，花阴寂寂

春；如何临皓魄，不见月中人？”诗是好诗，

可惜是隔墙念的。

崔莺莺听了只沉吟不语。然而回到家

里，“神魂荡漾，情思不快，茶饭少进。”

红娘瞧了暗笑 ：“姐姐往常不曾如此无情无

绪 ；自见了那张生，便觉心事不宁，却是

如何？”

这开头如此典型，以至于可以套在古

今中外无数或真或假的八卦前面。19 岁的

海涅第一眼见到 15 岁的表妹阿玛丽，就像

维特见到了绿蒂，“一位天使！ ——没说

的！谁谈起自己的意中人都这么说，不是

吗？可是我却无法告诉你，她是多么完美，

她为什么会那么完美 ；够了，她已经把我

整个心都俘获了。”我不知道别人有没有产

生过和我一样的疑惑，他们真的这么写情

书么？收信人不觉得难受么……

还是中国人含蓄，“这个妹妹我曾见

过的。”妥帖多了，但也多少有点无趣。严

格说起来，贾宝玉也真的从来不曾像张生

或者维特那样追过女孩子。在元宵夜宴上

贾母声色俱厉地指出过张生模式的不靠谱。

贾宝玉听了作何想法，我们不知道。但是

我们知道的是他多少算是个被动的人，连

我要我们在一起
木遥

编者按 ：2012 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分别是哈佛大学的埃尔文 • 罗斯（Alvin 
Roth）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劳埃德 •沙普利（Lloyd Shapley）。不过沙普利教授其实

是一位数学家，在本期的人物栏目下已经介绍过他。早年沙普利和另一位名叫大卫 •盖
尔的数学家一起创立了盖尔 - 沙普利算法，这一算法是为了解决“稳定匹配难题（Stable 
Matching Problem）”而提出的。下面这篇文章以通俗兼演义的形式告诉我们这一理论的

妙处所在。

诺贝尔奖得主纳什（左四）、沙普利（左二）于 2002 年受聘青岛大学名誉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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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钗都算比他要勇敢些。

于是宝钗成功地和宝玉在一起了。这

当然只是个和西厢记一样不靠谱的个案，

但是也不是没有道理可言的。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话说在 1962 年，

两个数学家大卫 • 盖尔（David Gale）和劳

埃德 • 沙普利（Lloyd Shapley）提出了下

面的问题 ：

给定若干个男生和同样多的女生，他

们每个人都对所有的异性有一个心理的偏

好次序。是否存在一种男女配对组合构成一

种稳定的组合关系？这里稳定组合的意思

是说，不存在两个非伴侣的异性对彼此的评

价比对各自伴侣的评价还要高。（可以理解，

那样的异性太容易红杏出墙了，所以是某种

不稳定因素。）进一步的问题是，在已知每

个人对异性的偏好顺序的情况下，怎样求出

这种稳定组合方式（如果它存在的话）？你

可以理解为这是数学家们替月老问的问题 ：

给定一群孤男寡女，寻找一种牵红线的方

式，以确保把红杏扼杀在摇篮里。

这一问题被称为稳定婚姻问题。它有

很多种可能的解法。为了让大家相信数学

家不是真的如此无聊，我要指出它确确实

实是一个地道的组合数学问题，有其特定

的数学价值。当然啦，它也有很多别的背

景和应用，比如用来在若干个公司和应聘

者之间进行招聘中介……但是数学家们怎

么会放过如此八卦的一个名字呢？于是它

就这样流传下来了。

话说回来，有很多组合数学问题都可

以如此这般地翻译为生活中的问题。比如

著名的霍尔（Hall）定理 ：给定 n 个有限

集合（其间可以有非空交集），如果其中任

意 m 个集合的并集的元素个数都不小于 m，

那么一定存在 n 个不同的元素，使得它们

正好依次存在于这 n 个集合之中。我相信

几乎没有人明白以上这是在说什么。可是

它有一个很好的解释 ：把那 n 个集合想象

成 n 个男生各自心仪的女孩子们（一般来

说都不止一个），中间的那个条件是说，如

果对于其中任意一部分男生，他们喜欢的

女孩子的总数都不少于这组男生的人数（这

个条件是必要的，否则就打起来了），那么

总的说来一定存在一种办法给每个男生都

分配一个女生恰好是他喜欢的。

听起来真是令人心情愉快啊……

（这个定理事实上还有很多别的解释方

式，比如说，把 52 张扑克牌任意分成 13
堆，每堆 4 张牌，那么上面的定理告诉我

们，一定存在一种方式从每堆牌中抽出一

张来一共 13 张恰好凑成一条不一定同花的

顺子。这件事情乍一听也是挺奇妙的，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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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是专注于我们的主题吧。）

回到一开始提到的稳定婚姻问题，给

定每个人关于异性的偏好排序，要寻找一

种男女配对组合构成稳定的组合。盖尔和

沙普利不但提出了这个问题本身，而且给

出了一种著名的解法。这个解法可以描述

为如下的求偶过程 ：

首先，让这些男生去向他们最心仪的

女生求婚——这是数学家们原本的用词。

如果你觉得太快了的话，让我们暂时改成

表白吧……

然后，等所有男生表白完毕后，所有

收到表白的女生们都从自己的表白者中选

择自己最喜欢的人接受为男朋友。没人表

白的女生只能暂时等一等了，不要着急，

表白会有的。

以上过程称为“一轮”。之后的每一轮

都按照类似的方式进行。首先由还处于单

身状态的男生们每个人再次向自己还没有

表白过的女生中自己最喜欢的人表白（无

论人家是否已经有了男朋友），然后，等所

有单身男生表白完毕后，所有的收到表白

女生们都从自己的表白者中选择自己最喜

欢的人接受为男朋友。如果原来有男朋友

而表白者中有自己更喜欢的，不要犹豫，

立刻换之。等到尘埃落定之后，再开始如

上所述的新的一轮表白。

依此类推。可以证明的是，这个过程

一定是会终止的，也就是说，不会陷入任

何死循环。并且一旦终止，每个人都会找

到一个伴侣。更关键的是，这个过程最终

得到的一定是如前所述的“稳定组合”：不

存在两个非伴侣的异性对彼此的评价比对

各自伴侣的评价还要高。——这几个事实

都不难证明，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试试看。

所以这就得到了稳定婚姻问题的一个

解（顺便也证明了解的存在性）。但是真正

有趣的部分还在后面。一般来说，给定若干

个男生女生和他们之间的偏好关系，稳定组

合存在不止一种。上述“算法”只是给出了

所有可能的稳定组合其中之一而已。但是这

个特定的解具有某些特别的性质 ：可以证明

（这一次证明不很容易了），上述方式得到的

稳定组合和所有其他的可能的稳定组合相

比，是对男生最优而对女生最劣的。

确切地说是这样 ：

它是对男生最优的。也就是说，对每

个男生来说，按照这种方式最后找到的伴

侣，是在所有的稳定组合中自己可能具有

的伴侣中自己评价最高的。——注意这并

不等于说每个男生都能追到自己最喜欢的

女生，而只是说，他一定能追到“有可能

男人

就像蓝牙：
你若在附近，他就会找上你，

但当你离开，他又会搜索其他

对象去了。

女人

就像Wi-Fi：
她浏览所有可能的对象，

但只会跟那最坚定／强大的家伙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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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他在稳定组合中在一起的女生”中自己

最喜欢的。有些女生虽然很好，但是和他

在一起是不可能形成稳定组合的。这就是

人生啊……

另一方面，它是对女生最劣的。也就

是说，对每个女生来说，按照这种方式最

后找到的伴侣是在所有的稳定组合中自己

可能具有的伴侣中自己评价最低的。同样

的，这也不等于说每个女生都只有和自己

最不喜欢的男生在一起，而只是说她最后

的男朋友会是所有“有可能”的男生中自

己觉得最勉强的。不过这样听起来也已经

很悲惨了。

这两个结论并不直观，因为看起来在

上面所描述的过程中，女生是相对占有优

势的。作为男生，需要很辛苦地去不断表白，

然后被拒，再表白，再被拒……而女生只

要随心所欲挑选就好，而且还有随时更换

男友的权利（在上面的规则里男生是不能

主动提出分手的）。为什么结局会是如此？

但是如果仔细思考上面所描述的规则，

会看到男生至少有一样优势——也许是至

关重要的优势 ：他们是主动方。主动的好

处是，即使一次又一次的被拒，他也仍然

可以和剩下的女生中自己最喜欢的在一起。

而对于女生来说，纵然有再多挑选的自由，

可是一个女生也许永远也等不到自己最喜

欢的男生来追自己——或者在她等到之前，

游戏就已经结束了。

毫无疑问，你已经看出在上面的设定

里“男生”和“女生”都只是代号而已，它

符合古典文学的一贯叙事，但是在当代语境

里也许并不完全正确。另一方面，这个定理

也不是真的用来描述爱情的——数学家们还

没有这么疯狂，认为可以用逻辑来推理情

感。它只是一个过于简化的模型而已，比张

生和维特的故事还要不靠谱的多。

但是我也相信你一定已经看出了我这

篇文章的主题。在一切古典文学的叙事里，

我们都满怀着希望注视着那些勇敢的孩子

们，看着他们的努力和坚持，也许最后会

失败，可是他们至少尝试过。

现在连数学也在帮着说明这个道理了，

你还等什么呢？

原文链接：http://songshuhui.net/archives/92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