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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諾依曼的蜜蜂 

蕭文強 香港大學數學系 

 

以下的話，摘自二零零一年香港青少年數學精英選拔賽(由香港保良局及

香港數理教育學會合辦)頒獎禮上的致辭。對於大眾數學教師來說，或許也

有一點興味。 

先來一句話：「文無第一，武無第二。」 

「武無第二」不難解釋，有些本領在競技場上作出較量，高下立見。譬

如你以為自己 10 秒跑完一百米很了不起，到了田徑高手雲集的場合，起步

槍一響，9.9 秒後你旁邊的運動員比你更早衝線，你便曉得誰是冠軍、誰是

亞軍了。 

「文無第一」作何解釋呢？有些大言不慚的人喜歡說：「我認了第二，

無人敢認第一！」無第一即是有第一！我卻喜歡換一個角度看待這句話；

有些事情，例如做學問工夫，是沒有所謂第一或第二的，硬要如此劃分沒

有意思。你會說，在一個數學競賽頒獎禮上說這樣的話，豈非大潑冷水嗎？ 

非也！凡事總有「不過…」。數學是一種學問工夫，也就沒有所謂第一

或第二，不過，數學競賽還是有其意義，因為它可以為「做數學」這回事

增添一股活潑的生氣，激發青年學子對數學的興趣。只要大家記得「文無

第一」這句話，不要把得獎片面誇大，更不要恃獎生驕，那麼數學天地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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闊，多一些別具姿采的數學活動，總是有意義的。 

不過(這是「不過」裏面的「不過」，有如數學計算當中括號內又有括號)，

數學競賽不等於數學學習，讓我說一個小故事展示一角。這是關於二十世

紀一位數學大師馮諾依曼(John von Neumann, 1903-1957)的一段軼事，相信

讀者群中不乏熟悉這段軼事的朋友。 

馮諾依曼不只頭腦敏銳，而且心算能力異於常人。常常有人向他提出茶

餘飯後的趣題，作為遊戲，看他如何作答。據說有一次有人向他提出這樣

的一個問題(真相無從稽考，數據也是為方便假設的)： 

甲和乙相隔 20 哩，各自乘自行車迎面而行，時速都是 10

哩。有一隻蜜蜂從甲飛到乙，碰到乙便轉頭飛向甲，碰

到甲便轉頭飛向乙，如此這般來回穿梭，直至甲和乙在

中間碰頭。如果蜜蜂的飛行時速是 15 哩，問蜜蜂共飛了

多少哩？ 

一個快捷的解答方法是留意到甲和乙從開始到碰頭需時一個小時(每人

走了 10 哩)，因此在這段時間內蜜蜂共飛了 15 哩。據說那人剛說完了題目，

馮諾依曼想了一想便回答說：「15 哩。」對方便答曰：「噢，你一定曾經碰

過這個問題，而且曉得解題的捷徑！」馮諾依曼有點愕然：「什麼捷徑？我

只是計算蜜蜂來來回回每次飛多遠，把它加起來，求一個無窮級數的和而

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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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小故事給我兩點啟迪： 

(1) 每個人的思考方式和途徑不一定相同，毋需強迫人人用同一種方法去解

決問題。 

(2) 兩種做法皆有可取之處。快捷解法固然機靈簡潔，洞察問題關鍵，捕捉

要害，一擊即中。但按部就班甚至硬幹的做法也顯示了耐性、決心、踏

實這些可貴的品質，而且亦鞏固了一些基本功，訓練了有條有理的工作

習慣。(讀者不妨試以馮諾依曼的思路計算蜜蜂共飛多少哩，便會更好體

驗到這一點。) 

為了要參賽者在指定時限內作答若干道問題，數學競賽往往強調了前一種

做法，但我認為兩種思考方式及工作習慣各有可取，理應兼收並蓄，不可

有所偏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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