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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科学观点谈 “摸着石头过河 ”

厂石 协 二卜 本
口 ‘勺 」 , 、

一
、

引言

“

摸着石头过河 ”
是一句真理名言

。

它是一句 口

号
,

也是一个对如何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

指导原则
。

作为一句口号
,

这句话简单明了而有力
。

但作为一个指导原则
,

则由于这句话比较简单
,

有时

也容易引起误解
。

我就曾听到认为这句话含有机会

主义成份的误解
,

认为摸着石头可以过河
,

但如果摸

不着石头
,

岂不是过不成河了 换句话说
,

过河 岂非

要视摸着石头的机会而定了

因此我觉得
,

为了使大家完全了解
,

这句话需要

一种科学的解释 事实上我也发现了这句话不但可

以有一种科学的解释
,

而且还可以有三种不同的科

学的解释
。

我说的三种不同的解释
,

并不是指解释的

结论有所不同
。

我指的是有三种不同的科学方法或

是观点可以用以解释这句话
,

而解释的结论则是相

同的 这更可以判定这句话符合科学原则
,

也可以说

明这句话的普遍性和重要性
。

这三种不同观点是

一 统计性决策理论的观点
,

二 控制系统的观点
,

三 运筹学的观点
。

有石头可摸了
。

所以摸的石头应该是河底的石头
。

为

什么要摸 一是探测河的深度
,

如果河的深度太大
,

可没掉人或没到胸部以上
,

就无法涉水了
。

二是探测

石头的基础是否稳固
。

如河底只有少许石头在烂泥

浮砂之上
,

那么涉水时
,

可能陷在烂泥砂里
,

就过不

了河 了
。

所以过河的情况是
,

靠近河边的河底是石头
,

而

河水甚浅
,

估计可以涉水过河
。

但为了妥善计
,

每跨

一步之前
,

要先把前面河底的石头摸一摸
,

看前面河

水是否太深和河底石头是否坚稳可 以承受人的重

量
。

三
、

统计决策理论的观点

二
、

这句名言的字面意义

在对
“

摸着石头过河 ” 这句名言作科学解释之

前
,

有必要先厘清一下这句话的字面意义 主要之点

是
“

过河 ”
究竟是

“

游泳过河
”

还是
“

涉水过河
”

依我看来
,

应该是涉水过河
,

因为如果河很深
,

无法涉水
,

必须游泳才能过河
,

那么游到中间
,

就没

决策理论的基础是人的理性
,

这理性是指在若

干可行的决策选择中选取一个其效用为最大者 较

为难于决定的情况是未来的状态有多种可能
,

因此

具有风险或不确定性
。

在这种情况下
,

根据决策理

论
,

应该选择期望效用最大的
。

最初
,

各种未来情况

有一概率分配或概率集合
。

但状态可能随时间而改

变
,

那么就必须随时取得新的讯息并用统计的方法

从原来的概率求取新的概率集合
。

这就是统计性决

策理论中贝氏定理的精舫
。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

譬如

甲乙二人要竞选为某会的会长
。

最初的估计是 甲有

的概率可以获胜
,

乙 只有 概率可以获胜
,

但

在选举前作了一次民意调查
,

发现支持甲乙二人的

人数差不多
,

那么 。 、

的概率集合就应该改变

了
,

也许应改为
、 ,

或者
、 ,

视情况

及统计和计算的结果而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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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到摸着石头过 河这件事
,

跨了一步
,

去摸前

面下一步要踏的石头
,

就是求取新的讯息
。

涉水过河

这事本身是具有风险或不确定性的
。

摸到前面的石

头可靠
,

可 以保证下一步安稳
,

但仍不能保证以后每

一步都安稳
,

所以以后还要一次一次摸
,

一步一步

跨
。

四
、

控制系统的观点

在工程上的控制系统
,

通常若要最后稳定的输

出达到预期的理想效果
,

必须在系统中设计一 回馈

系统
,

将达到稳定前暂时的输出和理想输出间的差

异 回馈到输入
,

使系统继续 自行调整
,

直至达到差异

消除或减少至某种预定的可容许程度之 内为止
。

这

种控制系统
,

是用于客观环境以及 目标 已固定的情

况
。

但有时客观环境会发生无可抗拒的干扰
,

或 目标

为移动的而非固定的
,

那么这控制系统就不太准确

了
。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

在战争中向一个 目标开炮
,

如果没有风
,

目标也不动
,

那么可以瞄得很准
。

但如

果忽然起大风
,

或者 目标是飞机
,

飞行速度很高
,

那

么一般的炮弹便不容易瞄准了
。

但是飞弹却可 以依

据风及 目标移动的方向速度等而追踪目标
,

因为飞

弹中已设计了具有适应性的控制系统
。

这是一种无

时无刻不在吸收新的讯息的系统
。

随时利用新的讯

息来调整飞弹的方向
,

以达到追踪 目标物的 目的
。

在政府政策方面
,

这种具有适应性的控制
,

可以

用于具有弹性的决策
。

至于缺少弹性的决策
,

替如两

国一经宣战
,

便不易改变
,

要继续到一 国打败另一

国
,

或者两败俱伤
,

才停止战争
,

那就 比较难于应用
。

缺少弹性的决策中
,

仍可能有少许适应性 因为

大原则虽无可改变
,

但大原则下的小决策
,

则仍有改

变的可能
。

譬如建造一栋大楼
,

设计完成开工以后
,

大的设计不可改变
,

但内部隔间
、

装修
、

水电
、

空调

等
,

仍可稍有改变
,

因此可以有适应性的调整
。

当然

这种调整要付相当代价
。

是否要调整
,

还是婆根据总

的效用的最大化这一原则而定
。

对
“

摸着石头过河
”

这句名言
,

也可以用控制系统理论的观点进行解释

的讯息
。

因此只能规划一个阶段
,

并设定规划的模式

架构
,

等第一阶段完成
,

再撷取新的讯息而补充规划

第二个阶段
。

以后依此类推
,

一直到最后阶段
。

动态

规划和适应性控制的不同之点为后者系将适应环境

变化的能力设计在控制系统之 内
,

而前者则是未知

的讯息太过于复杂
、

繁多和渺茫
,

无法事先规划
,

因

此必须阶段性的分开规划
。

动态规划
,

最适合应用于政府政策的规划
,

因为

政府政策
,

牵涉太广
,

变数太多
,

谁也不能作十分准

确的长期规划
,

所以只可先就 目前 已有的讯息
,

作最

好的规划
。

换句话说
,

即是短期的作详细规划
,

长期

的则 只作粗略规划
,

其细节等以后再逐步修正
。

对
“

摸着石头过河
”

这句名言
,

也可以用动态规划理论

的观点进行解释
。

六
、

结论

“

摸着石头过河
”
这句名言完全可以用以上三种

科学的观点来解释
,

尤其是最后的一种动态规划
。

故

实是一句通俗的至理名言
。

或有人要问
“

如果摸到的石头不坚不稳
,

那么

该怎么办
”

我的回答是涉水过河本是具有风险的

事
。

具有风险的事
,

无法保证一定成功
,

所以只可求

最大的期望效用
,

而无法保证这选择的后果一定 比

其他的任何选择具有更多的效用
。

在涉水过河的例

子中
,

如果发现水深过人
,

或者石基不稳
,

那么只好

放弃在此处过河而必须另找一处更好的地方或另想

别法
。

这是根据于理性
、

科学的统计性决策理论和运

筹学的动态规划
,

决不是机会主义
。

有人 以为在决策之前
,

应该获得全部的讯息
,

才

可有一完美的决策
。

我认为这是不通的说法
,

因为讯

息无穷
,

不可能在任何时间内获得全部的讯息
。

决策

一般有时间性
,

因此必须先设定一决策之时间限制
,

在此之前根据最多最新的已知讯息而作出决定
。

如

果决策是有弹性的
,

有适应性的
,

或是动态的
,

则以

后可以视情况而加以适当的调整
。

随时撷取新的讯

息
,

并加以判断是否应据以对决策作调整
,

是决策理

论
、

控制理论
、

以及动态规划的重点
,

也是
“

摸着石

头过河
”

的要 旨所在
。

五
、

动态规划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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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运筹学中
,

有所谓的动态规划
,

乃指有些决策

中
,

对未来情况
,

不可能 事先完全了解或获得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