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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人对博弈论往往认为是一种类似于“囚徒困境”的关于选择

的简单游戏。事实上这只是完全信息二人静态博弈的一个例子。当然

这里面的分析已经足以构成一个电影的完整内核。如果加上博弈论的

其他一些分支，则会使得悬疑电影变得更为高端和烧脑。在现今中国

影视剧普遍没有好剧本的前提下，国内的编剧和导演与其去买东野圭

吾的小说版权，不如好好琢磨一下博弈论给我们带来的惊悚效果。

我们先来看一个著名的且足以让人感到脊背发凉的博弈论的例

子：

有一个 1000 人的部落居住在一个岛上。这些人知道自己的眼睛

颜色或蓝或棕。然而，他们的宗教禁止他们知道自己的眼睛确切的颜

色，甚至不能讨论这个话题；因此，每个居民能够（并且确实）看到

所有其他居民的眼睛颜色，但是不能发现他或她自己的（没有反射表

面）。如果一个部族人发现自己眼睛的颜色，那么他们的宗教就会迫

使他们在午夜开枪打死自己。所有部落的人都具有高度逻辑性和虔诚

性，并且他们都知道彼此也是高度逻辑性和虔诚性的（这意味着任何

从岛民可获得的信息和观测结果中逻辑推断出的结论都会自动被该

岛民知道。）。

有一天，一个蓝眼睛的外国人来到岛上，赢得了部落的完全信任。

离开的送别晚宴上他向整个部落致谢。然而，由于不了解习俗，

这位外国人犯了一个错误，在他的讲话中提到眼睛的颜色，说“在世



界的这个地区，看到像我这样的蓝眼睛的人是多么不同寻常”。

当天晚上，什么都没有发生。

第二天晚上，什么都没有发生。

只是白天大家的眼神中越来越感到恐惧……

到了之后的第 100 天的午夜，响起了一阵枪声。

到了第 101 天的午夜，又响起了一阵枪声。

而这个岛上从此一个人都没有了。

请问这是为什么？

这个问题曾经出现在著名数学家陶哲轩的博客中，用来阐述他对

特朗普参选总统的态度。初次看到这个问题，如果不熟悉博弈论套路

的话得翻来覆去想好久。我们简单给出一个推理的过程：

这句话说完，所有人都可以看到除了他自己外所有人的眼睛要么

是蓝色的要么是棕色的。第一天什么都没有发生，说明岛上不可能只

有一个人是蓝眼睛，因为如果是的话，那么这个人可以发现，其他人

全是棕眼睛，那么那个外国人说的“和他一样蓝眼睛的人”一定是“自

己”，因此他就必须在当天午夜开枪自杀。

你以为这就结束了吗？并没有。

外国人的话是第一层信息，当这天午夜过后，所有人就会得到第

二层信息：没有人自杀！

第二天午夜还没有人开枪，说明岛上并不是只有两个人蓝眼睛。

因为如果是两个人蓝眼睛的话，在外国人说出那番话的时候，这两个

人就会同时看到除了自己之外还有一个人是蓝眼睛。但是这个蓝眼睛



的人却没有在第一天中午自杀，说明蓝眼睛的人看到了另外的蓝眼睛

的人，这样的话这个人只能是“自己”。于是他们就应该在第二天的

午夜扣响扳机。

看到这里，你是否已经感到了一丝凉意？

我们再往下推一天。

到了第三天午夜，还没有人开枪，你应该猜到这说明岛上并不只

有三个人蓝眼睛，因为若如此，则第二天没人自杀就告诉他们，我看

到的两个人之外还有第三个人是蓝眼睛，现在这个人只能是我了。但

是第三天午夜并没有枪响，那么蓝眼睛的人就应该多于三个。

随着时间的推移，没有扣动的扳机在每个晚上都输出了一个信息。

所有蓝眼睛的人将会越来越清楚的知道，蓝眼睛的人的个数越来越接

近自己看到的蓝眼睛的人的个数，到了第 100 天，他们发现，平安的

夜晚天数已经超过了自己看到的蓝眼睛人的数量，这时候他们不得不

悲哀地发现，原来剩下那个蓝眼睛的人只能是自己啊！

于是这天午夜，他们扣响了扳机。

101 天的白天，所有人看到了幸存下来的人的眼睛全是棕色的，

他们知道，自己也是。因此当天午夜，所有人只能开枪自杀。

这是一个完全信息多人动态博弈的例子，这个例子足够烧脑，也

被我描述得充满了悬疑剧需要的恐怖元素：自杀、午夜、眼睛、宗教

的虔诚……相信如果包装改编一下完全可以支撑起一个出色的悬疑

电影。

而这种随着时间推移通过信息推出真像的博弈论方法，早已被各



种悬疑小说和电影采用。其中最最最著名的，莫过于英国著名侦探小

说作家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波罗系列和马尔普小姐系列。阿婆的小说有

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杀人游戏”，也就是说罪犯在小说的一开始就

已经在给定的人物当中了，稍稍有点例外的《捕鼠夹》也是在小说的

中间就使得所有有嫌疑的人物全部登场。这种在给定范围内寻找凶手

的，并且随着时间推移凶手不得不多次犯罪给出线索的侦探小说模式

直接启发了后世发明了“杀人游戏”这种多人游戏。这种不断给出信

息排除锁定凶手的过程，就是一个很好的动态博弈过程。但是由于剧

情描述的需要和小说悬疑的保持，往往一些关键细节并没有完全展现

在读者或观众面前，因此我们可以说阿婆的小说是一个不完全信息的

动态博弈过程。

这其实是一个相对成熟的侦探小说模型，如果我们早期的侦探小

说，比如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集》，主要的紧张来自于对氛围

的恐怖渲染。这种手法主要来自于爱伦坡开创的恐怖小说源流，顺便

说一句，世界上第一篇侦探小说其实是爱伦坡写的。

悬疑小说电影中的另外一种模式就是主角在时间推移过程中，逐

渐发现事物的真像居然超出了自己的想象，或者犯罪者居然是身边最

普通的一个人。比如《楚门的世界》，线索在不断地给出，从博弈论

的角度来说，就是主角的每一步行动都能获得了信息，但这些信息在

周围人的掩盖下被不善于思考的主角忽略了。电影想说保持思考和质

疑的重要性，这也是学习博弈论和数学必须的一种习惯。

再比如电影《唐人街探案 1》中，除了套用了常见的作案模式之



外，不断抽丝剥茧发现小女孩很有可能才是幕后的真凶。这种每次都

需要从头审视所有细节的构成，也非常像博弈论在各参与者的角度从

头梳理博弈过程的模式。在动态博弈中，不同的选择各方的收益都不

同。这倒是有点像最优化里，局部最优往往不是全局最优。反过来思

考阿加莎克里斯蒂小说里的罪犯，每一步常常只能选择“局部最优”。

这就是侦探波罗所说的：“一个谎言需要用无数个谎言来掩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