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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聖軒

命理與統計
的距離
當對統計學的了解越來越深後，

漸漸發現「命理」和「統計」的距離有登山一樣，

在遠處看覺得近在眼前的山頭，

等到越接近的時候才驚覺到，

距離比想像中的還要遙遠許多。

General Articles一般報導



缺，缺。（圖片來源：種子發）缺

科學發展 2020年 2月│ 566期 83

前些日子，台灣一位家喻戶曉的占星

學家與目前在 Youtuber界科學的代表人物
之一錄了一段訪談影片。該節目專門製作

以大眾科學知識為主軸的節目，因此在訪

談中很自然地詢問命理是否是科學？號稱

「國師」的占星學家是這樣回答的：

「很多人說星座（或泛指所有的命理

學）不科學的原因，是他們覺得無法驗證，

可是相對的，（星座命理學）是可以驗證

的⋯⋯歡迎各位今年過完後可以拿去年的

書翻一翻，驗證去年是不是長這樣⋯⋯這

其實是一門科學！」（註 1）
這番說法是大部分命理學家的論調，

而且也是追隨者之所以對命理學堅信不移

的原因。就像早上在星座版看到「天蠍座

的妳，在感情上今天可能會遇到挫折」，然

後晚上就不小心發現男朋友手機裡有奇怪

的曖昧簡訊，有什麼證據比這樣子的巧合

還要更撼動人心呢？ 
命理師所謂「拿去年的書翻一翻，驗證

去年是不是長這樣」來當做是否是科學的準

則，接受過研究訓練的人都很清楚這個準則

距離科學還蠻遙遠的。基本上科學至少要具

備「測量」的嚴謹度、「事前離手」的判定

標準、「機制定理」的合理與普世性。命理

學具備的個人經驗就像直銷一樣，雖然撼動

人心，但一來以主觀感受為主，二來是事後

驗證，三來沒有足夠的科學原理可以解釋其

機制，並不具備上述科學應有的 3項性質。
曾經有科學家提到占星學就大發脾

氣：「如果命理學真的是科學，那可以拿好

幾個諾貝爾獎了！」為什麼呢？且不論星

辰宇宙的電磁場能夠影響命運的詳細機制

是什麼，除了太陽月亮和五曜星外，離我

們最近的恆星半人馬座，距離都超過 4光
年。其他有名的諸如十二星座，每顆星距離 

地球都是數百光年起跳的。光年，那可是光

走 1年的距離（9×1012公里）呢！
若是如此遙遠的星斗造成的電磁場竟

然能夠影響到幾個小時前後出生的人的命

運，就已經違背了愛因斯坦提出的相對論。

更不用說這些因素對命運（包括性格、事

業、婚姻等）所造成影響，應該如何用目

前已知的物理學、生物學及社會學來解釋。

命理師試圖用「星辰排列位置造成的

電磁場分布的不同」來解釋出生時間能夠

影響命運，在沒有充足的證據之前，是完

全顛覆現在科學定理的！這也是為何科學

家幾乎一致不認同「命理學是科學」這類

的論調。

談到命理與科學的關係，普羅大眾（或

命理師）與科學家似乎沒有什麼共識。但

是如果說命理學是「統計學」這個說法，

似乎是支持者與反對者雙方的最大公約數。

畢竟統計給人的感覺是一個經驗法則，姑

且不論命理學或占星學的嚴謹程度與客觀

性，基本上都是數百甚至數千年來觀察經

驗的累積。

再說統計學是否是科學的一環，這點

也還沒有成為定論。不過很多人會把諸多

「量化」的社會學科，諸如計量經濟學，政

治學，社會學等都歸類為「社會科學」，只

是這科學非彼科學。

一般來講，傳統的科學諸如物理、化

學、生物學等，為了強調它們特別嚴謹，

常會說自己是「硬科學」，並把這些社會科

學歸類為「軟科學」。而這些「軟科學」之

流有一個很重要的特色，就是在研究上不

論是測量還是理論都是充滿誤差，統計學

就是完美的數學工具，因為統計學的主要

目的就是量化誤差，去蕪存菁，從許多不

完美的數據中找到有用的訊息與自然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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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在甫接觸命理學時，會毫無疑問

地覺得它是個統計學。然而當對統計學的

了解越來越深後，漸漸發現當初覺得「命理」

和「統計」的距離有如登山一樣，在遠處

看覺得近在眼前，等到越接近的時候才驚

覺到，這兩者的距離比想像中的還要遙遠

許多。

簡單來說，命理學充其量只是「可以

被統計學驗證的假說」。站在統計學家的角

度，命理究竟需要多遠才能真正地接近統

計學呢？根據筆者的看法，不多不少，還

有四哩路要走。

第一哩路：定義問題，下好就要

離手

有個故事：「志明接到了自稱命理大師

的一封信，除了介紹自己的神通以及開運

服務外，並附上不久後某場籃球淘汰賽中

輸贏隊伍的預測。志明一開始沒有理會那

封信，結果竟然猜中了！不久又獲得同樣

命理大師的信，除了持續介紹以外還預測

了第二場比賽的贏家，結果也是猜中了⋯⋯

直到連續猜中了 10次，志明終於相信遇到
了能夠指點迷津的貴人，於是奉獻了大筆

的金錢，接下來的是你知我知，該命理大

師捲款而逃，不知去向⋯⋯」

很多統計或機率的書都有記載過相似

的故事。這個原理非常簡單，假設該騙徒

找上 1,024個人，第一次比賽寄信給其中一
半的人（512人）預測 A隊會贏，另一半預
測 B隊會贏，這樣子至少有一半的人會收
到正確的訊息。接下來第二場比賽，寄信

給第一次預測正確的人，也是一樣，把兩

隊贏的消息各寄給一半的人（256人），這
樣就必定會有其中一半的人收到連續兩次

預測正確的訊息⋯⋯以此類推，每 1,024個
人就會有 1位收到連續猜中 10次的預測。

這場景是不是和一般聽到「命理學好

準」的情境相似？因此命理學所謂的「驗

證」，絕不能夠以「今年過完後可以拿去年

的書翻一翻，驗證去年是不是發生這樣的

事情」來進入統計學的大門。而是要把這

個動作反過來，在年初的時候就先定義命

理預測的問題，年終的時候再檢視事實發

生的事情是否符合年初的預測。簡單來說，

就是和賭博一樣「下好離手」的概念。補

充一個題外話，統計機率學原本就是博奕

學家（俗稱「賭徒」）的拿手絕活！

第二哩路：實驗設計、排除巴南

效應

巴南效應（Burnum Effect）是在主觀
心理測量常見的系統誤差，內容是「一段

模稜兩可的性格敘述，所有人都會先注意

到與自己相關的部分，忽略掉與自己無關

的部分，而認為該敘述有一定程度符合自

己的狀況。」以下是個星座巴南效應很經典

的例子：  
PTT是台灣最大的網路平台之一，自

然也不乏命理學的交流平台。大概在十年

前，在雙魚板曾有一段流傳於社交網路的

星座描述：「對魔羯開玩笑的話，要小心，

因為有些玩笑開不得，要很小心不能踩到

他的地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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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星命盤被評論為「最準」、「次準」、「最不準」的比率大致是三分之一。（圖片來源：種子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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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眾多網友都留言說：「超準的，

根本就是我自己啊！」「講到心坎裡了！」

誰知道，這個貼文的人居心不良，之後每

隔一個月，他就用同樣的描述解釋換成不

同的星座，這些不同星座版上的網友還是

紛紛覺得，這段描述就是自己的人生寫照。

花了一年的時間，這位用心良苦的網友終

於收集了十二個星座的文章，集合成一篇

打臉文，於是反命理的網友們士氣大振，

廣為轉發。

平心而論，這個研究其實不能夠當作

命理不準確的證據，畢竟只是個沒有消除掉

巴南效應的研究而已。巴南效應可以使用統

計分析前的「實驗設計」來消除掉，最簡

單的方法就是多測量一個對照組的準度。打

個比方說，你在幫雙魚座的人算命（一般

都是先看人格個性是否符合）時，不能只

拿雙魚座對性格的敘述來問對方準不準， 

應該同時要隨意挑一個星座（牡羊座好了）

來當對照組，問問其敘述有沒有符合對方的

個性？和雙魚座的敘述相比哪個較符合？

相信有人一定對這以上的研究有意

見：「如果已經知道自己是什麼星座，一定

會較傾向選擇自己星座的敘述呀！」這個

質疑也不難解決，使用「盲測」就可以了。

1983年在世界知名的期刊《自然》

（Nature）」上有一個研究，把約 90人的命

盤交給命理師算命，接著每人都會收到一

真兩假的 3份命理敘述（在所有受試者都

沒有算過命的前提下，本人無法知道哪個

敘述才是真正屬於自己的算命結果），並

要求給 3份敘述「最準」、「次準」、「最不

準」3種評論。結果呢？真的命盤被評論是

「最準」、「次準」、「最不準」的比率大致

是三分之一。這個結果和丟銅板完全沒有 

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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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研究即便使用所謂的雙盲來否證了

命理學的準確性，不過用嚴格的角度來看，

這項研究還是有許多可議之處：畢竟排序

「最準」、「次準」、「最不準」是一種最初階、

概括式的評論，這會導致統計的檢定效力不

足；這項研究的命理學方法也只是其中一種

流派的論命法，參與的命理師的水準更是不

可考。但這篇論文的確為命理學統計研究開

啟了一個排除巴南效應的實驗設計典範。

第三哩路：統計分析，繼以機器

學習

講到命理和統計的距離，當然一定要有

統計分析的步驟才行。不過常跑統計的人都

知道一個名言「garbage in, garbage out」。翻
譯成白話就是：進來的（資料）如果是垃圾，

（用統計方法）算出的結果也是垃圾。要有

好品質的資料，就必須做好「定義問題」及

「實驗設計」這前兩哩路，如此一來，使用

統計方法得到的結果才能夠令人信服。每種

資料格式和問題要用的統計方法都有固定的

流程，計算命理學的準度，不外乎是建立統

計迴歸模型去算解釋力，再用假說檢定驗證

理論是否正確，如此而已。

最近統計界興起了一股「機器學習」

的熱潮，像是近年來最有名的圍棋軟體

「AlphaGo Zero」，僅僅只花了 40天就超越
了人類的極限。若能把機器學習應用於命理

學，很可能和圍棋一樣，許多命理原則都可

以改寫。舉例來說，中國命理學建構在「天

干地支」系統之下，60年是一個循環，就
很可能被新的循環周期改變！更不用說各門

派流傳千年的口訣了。其實連紫微（北極星）

過了一萬年就會易主了（換成織女座），整

個占星學法則系統又怎麼可能期望它歷千古

而不朽呢？

最後一哩路：因果推論─從預測到

預防

2012年，醫學界頂級的期刊《新英格蘭
醫學雜誌》（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影響因子＝ 71）報導了一則有趣的研究。這項
研究把世界上大部分國家每年人民的巧克力攝

取量以及諾貝爾獎的得獎比率做了統計分析，

結果相當驚人，單單是巧克力的攝取就可以解

釋 8成的諾貝爾獎桂冠！
聽到這個研究，會有考生（或考生的爸媽）

馬上瘋狂地購買巧克力嗎？或是所有的研究機

構把所有的研究經費都拿去買巧克力，上至所

長下至研究助理，大家每天狂嗑一輪？這個道

理就好比當公雞叫的時候太陽就會升起，但若

想要晚點起床而殺掉了公雞，太陽還是依然升

起呀！

這兩件事告訴我們：即便是前三哩路都漂

亮地達成，命理學達到統計上顯著意義，但「統

計上的相關」、「預測能力」並不代表「因果關

係」，就像巧克力和諾貝爾獎，以及公雞叫和

太陽升起一樣。

想想看自己算命的時候，如果被警告「您

明年擎羊入大運的疾厄宮，明年要小心有血光

之災」，難道就要馬上掏出鈔票跟師父買個開

運水晶來解厄？如果被告知自己的姓名不佳導

致姻緣不順遂，就有馬上請大師改個姓名的必

要？抑或者被告知小孩預產期的時辰是個一生

窮困的命格，就得拜託醫師擇個良辰吉日來剖

婦產？這些問題都顯現出命理學研究不能僅在

「統計上的顯著相關」就滿足，還要進一步推

論是否這些命理的因素與命運是真正的因果關

係，還是只是像公雞叫和日出一樣的假相關。

這也讓筆者回想起以前在醫院工作時，在

婦產科遇到一位準媽媽，千般拒絕醫師安排的

剖腹產時間，因為根據命理師給她的建議「這

些日子不是剋到父母，就是剋到他未來的配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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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小孩」，只有 8／7那天是可以的。「你那
位算命師道行不夠啦，那天是大凶，他竟

然沒算出來！」醫師瞄了一眼電腦螢幕，

淡淡地說道。病人聽了又驚又喜，難道醫

師您也懂算命？「那有什麼稀奇？」醫師

笑著說：「8／7是周日，醫院開刀房沒開，
麻醉師放假，醫護人員留守不到一半，那

天剋整間醫院的患者啊！」

以上講的這四哩路：「定義科學問題」、

「實驗設計」、「統計分析」、「因果推論」，

就是資料科學以及統計學研究的四部曲。

所有的社會科學，十之八九就是依照這個

流程進行研究與驗證假說的。如果完成以

上 4個步驟後，還充分顯示命理學的正確
率，相信超過 9成的統計學家會承認命理
學在統計學的證據下有一定的可信度。這

樣的結果也會引起更多科學家的好奇心，

一同進行更嚴謹的硬科學研究，慢慢找出

是否有科學根據來解釋這神祕的機制。

在這四哩路完成之前，在面臨人生

抉擇的交叉路口時，是否應該求助於命理 
諮詢呢？又回到一開始說的，科學歸科學，

命理歸命理。命理學除了預測的功能以外，

還有民俗、文化、人生哲學等許多不同的

面向，端看您把命理當成像天氣預報一樣

的科學預測工具、專業建議、心理諮商，

還是單純的哲學信仰？

以占卜為例，即便證明卜卦無法準確

預測未來發生的事情，但易經中「亢龍有

悔、盈不可久」、「地山謙、山地剝」這些

名句所傳達出曖曖內含光的處事態度，和

整個民族的文化和價值信仰是密不可分的，

又豈能用統計的準確度來否證？屈原若是

生在今日，他「卜居」的名篇可能就會改

寫成這樣來評論命理和統計的距離：

「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有所不足，

數有所不逮⋯⋯『統計』誠不能知此事！」

註 1： 影 片 可 參 見 youtube( 網 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LQcKZd-
d5k) 12：50左右的談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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