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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出神奇的矩陣機器

全球暖化雙邊的論調相差十萬八千里 19，好像大家住的不

是同一顆地球似的。我們需要在這團混亂中理出一點頭緒，但

不需要去念個博士學位，也不想花幾百個小時，在文獻裡跟一

堆科學術語奮戰。

一般而言，我們常說：「真理愈辯愈明，」但事實卻不完全

是這麼回事。既然我們都下了那麼高的賭注了，總要看到多點

成果吧，而不是一些陳腔爛調，然後無奈的聳聳肩。

你聽過大西洋岸某個聰明人說：「全球暖化將造成生態浩

劫，那將徹底搞垮美國農業。」你聽了滿害怕的，但你又聽到另

一個自以為聰明的知識份子說：「現在根本還沒證明大氣溫度提

高是因為二氧化碳增加。」你聽了之後就比較安心。

在這麼一來一往之間，請記住一件事：聰明人說的話，不

一定代表真相，我們都不過是人罷了，每個人都會犯錯 20。

就算說話的人看起來挺聰明的，但你已不再輕易相信任何

人說的話，那你該怎麼辦？

這時候就要派出神奇的矩陣機器了，讓你不用再等待所謂

確定的答案，只要概略知道未來不同情境的發生機率，就能馬

作業寫好了沒？

事實上，第 3章會寫到我們大腦思考的盲點，包括你我都有。沒什麼大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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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做出決定。因為你總有機會可能犯錯，透過這個方式，你可

以比較不同情境發生的機率，再決定你希望接受哪一種風險。

這裡頭最聰明的地方，在於改變提問，以前老是問「我應

該相信誰？」但提問應該改成「我該做什麼？」畢竟，這個實

質世界不會因為我們的信仰而改變，它只會回應我們所採取的

實際行動。所以，這個矩陣讓你不用再關心誰對誰錯，而是反

問：「考慮風險和可能的結果，什麼才是最聰明的行動？」

以下說明一下它的運作方式：

行動

全球暖化
A

馬上行動
B

按兵不動

假警報

一切為真

決策矩陣的第一個變數，就是全球暖化是真是假，請你左

邊第一欄寫上「假警報」和「一切為真」。先撇開那一堆爭論全

球是不是暖化的問題，也先不要管是不是我們人類造成全球暖

化，沒有人是完美的，但至少還有這兩種基本的可能性。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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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能百分之百預測大自然會變成怎樣，但所有理性的人都應該

承認他們有可能會有錯誤的認知。即便是最容易受到驚嚇的抗

暖化行動派，或是最堅定的懷疑論者，我們都同意：全球暖化

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假警報」。

承認我們任何人都可能有錯誤的認知，這正是改變提問的

關鍵，從「誰是正確的？」的提問，改成「什麼是最合理的行

動？」正可以把我們從爭論陷阱中抽離出來 21。畢竟，我們人

類永遠無法確知未來的樣貌，請你捫心自問：就算是我錯了，

生命中多個備案，對你是有好無壞啦！

第二個變數，是我們現在到底要不要採取立即的行動 22，

這也畫出了兩個選項欄位，放在第二列，A是馬上行動，B是按

兵不動。

這樣的矩陣排列會得到四個結果，分別代表不同變數組合

下的未來情境，讓我們可以檢視現在所下的決定，未來可能會

得到什麼樣的結果，然後再決定我們願意承擔什麼樣的風險。

這些未來情境看起來如何呢？

先來看看左上角的空白方格，這代表我們立刻採取行動，

但全球暖化居然是個假警報，這算是我們在決策矩陣中犯下的

第一個錯誤，這樣的錯誤會帶來什麼結果？主要是浪費了金錢

的投入，再加上某些自由度的喪失（包括消費選擇受限、更嚴

喔！太棒了！

至於是什麼行動，我將在第 5章說明。現在就當作是減少二氧化碳排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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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的土地管理規定等等），這正是懷疑論者警告我們要注意的：

納稅增加、專制政策和傲慢自大的政府。

為了比較不同情境的後果，讓我們來揣測最悲觀的狀況：

假定我們真的採取了行動，但全球暖化沒有發生，那會發生什

麼糟糕的事嗎？包括了嚴格政策執行下的大規模停工、快速攀

升的政府支出、引起經濟衰退、導致美元崩盤、摧毀全球金融

體系，讓全球陷入嚴重的經濟大衰退，讓 1930年代的經濟大蕭

條不過是小巫見大巫。

因此，左上角的方格得到一張苦瓜臉。

行動

全球暖化
A

馬上行動
B

按兵不動

假警報

全球經濟大衰退

一切為真

右上角的方格代表我們沒有採取行動，全球暖化也真的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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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個假警報而已，那就代表我們的決定正確，每個人都狂歡慶

祝，因為懷疑論者證明了他們未卜先知，而抗暖化行動派也同

樣高興，畢竟世界末日沒有來。我們人類得以繼續繁衍興旺，

也沒有大規模的經濟蕭條。

行動

全球暖化
A

馬上行動
B

按兵不動

假警報

全球經濟大衰退 狂歡派對

一切為真

左下角的方格則代表我們採取了行動，這是好事一樁，因

為那些末日預言家確實是對的。碳排放造成世界大亂，但我們

做出了正確的決定，預防了世界末日來臨，所以這是很明智的

選擇。雖然這些行動還是付出了不少經濟成本，但因為新一代

的金融體系給人更大的信心和正面的心理預期，所以金融體系

並沒有崩盤。（還記得 2008年 10月那次，因為投資者的恐慌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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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股票市場重挫嗎？）人們也認為這些行動的花費是值得的，

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實施的定量配給措施，民眾雖然頻頻抱

怨，但最終也承認那是有效的做法 23。所以，雖然有一定的經

濟成本，我們還是給這格一個中性的表情，因為也有可能發生

更糟的狀況。

行動

全球暖化
A

馬上行動
B

按兵不動

假警報

全球經濟大衰退 狂歡派對

一切為真

增加了經濟成本和各項
規範，但還算值得！

最後就剩下右下角的方格了。這代表了末日預言家所言

不假，但我們卻聽信懷疑論者，什麼即時的行動也沒做，這是

我們在決策矩陣中犯下的第二個錯誤。剛才我們已經揣測過左

事實上，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衣服定量配給的措施刺激了比基尼的發明！畢竟，需

求為創新之母嘛！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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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角那格最悲慘的狀況，那右下角這格又會是什麼情形呢？這

真的有點慘不忍睹，包括你聽到各式各樣陰鬱不堪的幻想、海

平面上升 6公尺、長期旱災、風暴、洪水、饑荒、流行性傳染

病，還有被這些接連不休的災害打垮而崩盤的全球經濟 24。這

樣慘不忍賭的世界，讓一度大聲疾呼重視全球暖化的美國前副

總統高爾，變成過度包裝壞消息的膽小鬼。當然要給這格一張

苦瓜臉。

不過，左上角所提到的經濟蕭條，已經含括在右下角的經濟

崩盤內（可說是各種混亂，摧毀了經濟基礎），還要再加上一堆自

然災害的影響，所以應該要給這一格升級成哭喪的鬼臉。

行動

全球暖化
A

馬上行動
B

按兵不動

假警報

全球經濟大衰退 狂歡派對

一切為真

增加了經濟成本和各項
規範，但還算值得！

全球大災難（經濟、社會、
政治、公衛、環境各層面）

各種災難，族繁不及備載！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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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樣做出決定？

很顯然，這個四格矩陣過於簡化了 25。不過即使只是簡化

說明，還是很有用的，而且我敢說我們的未來，其實也脫離不

了這四種結果吧。

如果要利用這個矩陣幫助我們做出決定，最好區分一下

「橫列思考法」和「直欄思考法」。之前一直爭執全球暖化是真

是假的討論，基本上就是橫列思考法，只是企圖預測我們的未

來會落到哪一列上，而我們就一直深陷在這些問題裡：世界末

日的預言是真是假？哪一列才是正確的？

但是，我們永遠不可能百分之百確知大自然的真實面貌 26，所

以也無從百分之百判定我們的未來會落在哪一列上，直到那個

未來真的來臨。如果繼續使用橫列思考法，我們只會陷在不停

猜測未來的旋渦裡，因為我們沒法控制大自然的法則。

不過我們至少可以確定，我們會落在哪一欄的未來情境，

因為我們還有一點控制權。唯有使用直欄思考法，我們才有機

會選擇 27 我們的未來，因為這取決於我們是否要採取行動。聽

起來不錯吧？

這些表情符號，應該很明確了吧？ 

天哪，我們到現在還在研究重力定律！第 2章會舉例說明。

說清楚點，這是「憑經驗所做的臆測」。實際上，我們還是持續嘗試預測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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