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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格拉底的麥穗理論——不求最好，只求最適合 

有一次，希臘大哲學家蘇格拉底的三名弟子來請教老師，如

何才能找到理想的伴侶。於是，蘇格拉底帶著他們來到麥田邊，

要求他們每人從中摘一支自認為最大的麥穗，並提出了一個要求：

只能摘一支，而且不能走回頭路。 

第一位弟子走沒幾步，就迫不及待摘了一支自認最大的，才

發現前面還有更多更大的麥穗。第二位弟子一直東看西看，左比

較右比較，一直走到終點，才發現自己錯過了最大的麥穗。第三

位弟子根據長度將麥田等分成三段，走到第一段時，只看不摘，

決定麥穗的大小標準；走到第二段時，驗證前面的標準；走到最

後一段時，摘了其中最大的一支麥穗。 

那麼，三名弟子中，誰選到了最大的麥穗呢？第一名弟子下

手太早，自認選擇了最大的而沾沾自喜，卻在看到後面更飽滿的

麥穗後懊悔了；第二名弟子顧慮太多，總覺得最大的麥穗會在後

面，等到了盡頭才發現沒有機會了，只能隨便摘一支；第三名弟

子分門別類地層層篩選，看似會選擇到最大的，但是請別忘記，

現實中大多時候不會給你太多考慮和選擇的時間。 

所以，不要試圖選出整塊麥田中最飽滿的那支麥穗，那太難

實現了。視線範圍內自己最滿意的那一支，就是最佳選擇。若要

將麥穗理論套用到實際生活中，即為「不求最好的，但求最合適

的」。 

無論是生活或工作，任何一個問題從來不存在最佳解答，只

有最滿意或者相對滿意的解答。我們不可能任何事情都尋求最好

結果，只要最適合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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