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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 players are numbered from 1 to n in a circle, facing the center. Initially, each holds one 

candy, and respectively passes one or two candies to the person on their left, starting with the 

number one. The person who runs out of candies must exit immediately, and this game continues 

until nobody quits. This research is intended to uncover the final outcomes, which can be 

categorized into two distinct states: “success,” where only one person remains, and “cycle,” where 

several players continuously engage in. The subjects of our study includes the sufficient and 

necessary conditions for achieving these states, the initial number of the ultimate winners, the 

number of participants remaining, and the total number of candy-passing rounds necessary to end 

the game. 

In addition, we expand the rules to begin with any number “m” of candies and pass any 

quantity of “i,j,i,j,…” candies in the sequence, and we find that the results can be classifi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based on “n”. Furthermore, during our research, we unearth an intriguing 

connection: when the number of candy-passing steps is a prime number, the values resulting from 

the sequence can be subjected to specific determinant operations, leading to correlations of “j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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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n 個人面向圓心圍成一圈，順時針編號1,2,...,n。初始每人手中皆持有一顆糖果，由 1 號

開始依序傳給左邊的人一顆、兩顆、一顆、兩顆……糖果，手上沒有糖果的人必須立即退

出，直到不再有人退出。本研究主要探討此種糖果傳遞遊戲之最終結果，研究後發現僅分為

由一人獨得之成功狀態，以及數人間循環傳遞之循環狀態，因此針對達成成功和循環狀態的

充要條件、勝利者的初始編號、最終剩餘人數、遊戲結束時的傳遞輪數等進行研究探討。 

除了研究最基本的型態之外，亦將遊戲規則推廣至初始每人手中可持有任意m顆糖果，

也可任意傳遞 i 顆、 j 顆、 i 顆、 j 顆……糖果，且均已歸納並嚴謹證明其傳遞結果會依n 值

分為三大類。另外在研究過程中還發現：當傳遞步驟數為質數時，將其結果所成數列進行特

定的行列式運算後之值與 jmn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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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在參考資料[1]中，其研究僅探討到初始每人持有顆數為 1 之情況，因此我們好奇任意初

始顆數m 之傳遞結果，並嘗試改變傳遞糖果數，期望最終能找出：滿足任意人數n 、初始顆

數m以及傳遞糖果數之傳遞結果通式。 

 

本研究與參考資料之比較表如下： 

 參考文獻 本研究 

初始顆數 1 任意正整數 

傳遞規則 
傳遞 1 顆、2 顆、3 顆…… p 顆 

( p 為質數) 

傳遞 i 顆、 j 顆、 i 顆、 j 顆……糖果 

( i 、 j 為任意正整數) 

研究內容 
成功/循環條件、 

未出局者初始編號 

成功/循環條件、未出局者初始編號、持

有糖果數、傳遞輪數、以結果回推規則 

 

(二)研究目的 

一、探討在不同傳遞規則與人數的情況下，最終之傳遞狀態為成功或循環。 

二、探討在不同傳遞規則與人數的情況下，遊戲結束時之剩餘人數及其初始編號。 

三、探討在不同傳遞規則與人數的情況下，達成功或循環狀態所需的傳遞輪數。 

 

(三)研究設備及器材 

紙、筆、電腦、excel、pyth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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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方法與過程 

一、研究流程與方法 

 

   1.規則分類 

首先依傳遞糖果數之異同進行分類，例如：傳遞 1 顆、2 顆、3 顆…稱為全異、傳

遞 1 顆、1 顆、2 顆…稱為二同一異。接著再以最基礎之型態進行初步探討，例如：先

探討傳遞 1 顆、2 顆…之結果，再延伸探討傳遞 2 顆、3 顆…及傳遞 4 顆、5 顆…等，藉

此進而推廣至任意傳遞 i 顆、 j 顆。 

 

2. 觀察規律 

運用自身程式能力撰寫 python

程式碼，僅需輸入遊戲人數、初始

顆數及傳遞糖果數，即可藉由程式

輸出傳遞過程與最終結果，較人為

傳遞快速且精準，以利藉由大量數

據觀察歸納統整出規律。 

 

3.推導公式 

運用同餘、冪次、遞迴等概念

進行分析數列型態及規律後推導出

傳遞結果通式，並透過程式進行檢

驗，最後再嚴謹證明。 

 

 

原始問題：

n人 初始1顆

依序傳遞 1顆、2顆

改變初始顆數m 依序傳遞 i 顆、j 顆糖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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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名詞與符號定義 

(一)傳遞規則 

n 個人面向圓心圍成一圈，順時針編號1,2,...,n。初始每人手中皆持有m 顆糖果，由 1

號開始依序向左傳遞指定數目的糖果，手上沒有糖果須立即退出，直到不再有人退出。 

(二)狀態列 

1.狀態列 1 2( , ,..., )r

n nA B B B= ： n 人傳遞 r 輪後，所有人(包含出局者)分別有 1 2, ,..., nB B B    

   顆糖果，其中 1 2, ,..., nB B B 為非負整數。 

2. 1 2( , ,..., )r

n na b b b = ： n 人傳遞 r 輪後，剩餘未出局者分別有
1 2, ,..., nb b b  顆糖  

   果，其中
1 2, ,..., nb b b  為正整數。 

(三) 1 2{s ,s ,...,s }r

n nS = ： n 人傳遞 r 輪後，未出局的所有玩家之初始編號。 

(四)成功狀態與循環狀態： 

1.若 n 人傳遞，最後由 1 人獨得所有糖果，則稱為「成功狀態」。 

2.若 n 人傳遞，最後由數位玩家無限傳遞不再出局，則稱為「循環狀態」。 

以下利用圈圈內數字代表各人手上持有糖果數，並以底色填滿標示出進行傳遞的人： 

(一)以 5 人一開始分別持有 1 顆糖果，依序傳遞 1 顆、2 顆…糖果為例 

    

① 初始狀態 

0

5 (1,1,1,1,1)A =  

0

5 (1,1,1,1,1)a =  

② 一輪後 1,2,4 號出局 

1

5 )0 0( , ,3, 20,A =  

1

5 (3,2)a =  

③ 再經一輪傳遞 

2

5 )0 0( , , 2, 30,A =  

2

5 (2,3)a =  

④ 再經一輪傳遞 

3

5 )0 0( , , ,0 50,A =  

3

5 (5)a =  

1.最終由 1 人獨得所有糖果，稱為成功狀態。 

2.贏家的初始編號為 5 號，且在第三輪時達此成功狀態，記做  3

5 5S = 、 3R = 。 

 

1

1

11

1

X

X

3X

2

X

X

2X

3

X

X

XX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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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以 6 人一開始分別持有 2 顆糖果，依序傳遞 1 顆、2 顆…糖果為例 

     

① 初始狀態 

0

6 (2, 2, 2, 2, 2, 2)A =  

0

6 (2, 2, 2,2, 2,2)a =  

② 經一輪傳遞 

1

6 (3,1,3,1,3,1)A =
 

1

6 (3,1,3,1,3,1)a =  

③ 再經一輪 

2

6 (4, , 4, , 4, )0 0 0A =  

2

6 (4, 4, 4)a =  

④ 再經一輪 

3

6 (4, ,3, ,5, )0 0 0A =  

3

6 (4,3,5)a =  

⑤ 再經一輪 

4 2

6 6(4, , 4,0 0 0,4, )A A= =  

4 2

6 6(4,4,4)a a= =  

1 由上可知，在步驟 5 時，又會出現與步驟 3 相同之結果，並不斷重複步驟 3、4。此種由

數人間不斷輪迴傳遞之情形，稱為循環狀態。 

2.最終未出局之玩家為 1 號、3 號、5 號，且在第二輪時達此循環狀態，記做 2

6 {1,3,5}S = 。 

3.剩餘者以各有 4 顆糖果和分別 4、3、5 顆的情況重複，記做 2 3

6 6(4, 4, 4) (4,3,5)a a= = 。 

 

(六)傳遞步驟數 p ：指定的傳遞糖果數目每經過 p 次傳遞就會重複。 

(七)第 r 輪：每人傳遞一次後，稱為一輪，若重複至第 r 次，則稱該輪為第 r 輪。 

(八)傳遞輪數 R ：達成功或循環狀態所需的最少傳遞輪數。 

 

為了方便記錄與分析，在不影響傳遞結果的前提下，將表示法簡化如下： 

①捨棄已出局的人 ②將圓圈改為直排 ③以 excel 記錄結果 ④改以狀態列表示 

 
 

 

6 (3, , 2, , 2, )0 0 0rA =

6 (3, 2, 2)ra =  

 

 

 

 

2

2

2

2

2

2

3

1

3

1

3

1

4

X

4

X

4

X

4

X

3

X

5

X

4

X

4

X

4

X

3

X

2

X

2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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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過程 

 (一) n 人一開始分別持有 1 顆糖果，依序傳遞 1 顆、2 顆…糖果 

 首先以 9n = 為例： 

-1 2 2 2 2 2 2

-1 2 2 2 2 2 2

-1 2 2 2

1 1 1 1 1 1 1 1 1

1 -1

2

3

4

5

6

7

8

2

9

0 0 3 0 2 0 2 0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1

2

-1

2

-1

2

-1

2

1 -

1

0

11

1

13

0 0 2 0 3 0 1 0 3

14

15

16

17

0 0 0 0 5 0 0

1

2

0 4

18

2

2

1

2

1

2

19

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初始

步

步

步

步

步

步

步

步

步

輪一

步

步

步

步

輪二

步

步

步

步

輪三

步

步

8

9 {9}

0 0 0 0 4 0 0 0 5

20

21

22

23

24

25

2

-1

2

-1

2

-

2

2 2 21

2

1

2

1

2

--1 12 2 2 2 2

1

2

1

2

-1

2

9

1

26

7

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八輪 ， 號 成功

四

狀態

輪

步

步

步

步

步

步

步

步

後 由 獨得糖果： ，記做

 

0

9

9

(1,1, ,1)a→ =

個

 

 

 

 

 

 

 

 

 

1

9

2 1

(2+1, 2,2,2)a
+

→ =
個

 

 

 

 

 

 

 

 

 

3 2 2

9

1

(2 1, 2 )a→ = +
個

 

 

 

 

 

 

 

 

 

 

 

9 (9), 8Ra R→ = =  

輪五 

輪六 

輪七 



8 

 

將此性質整理成引理 1.1 與 1.2，敘述如下： 

引理 1.1：n 人一開始分別持有 1 顆糖果，依序傳遞 1 顆、2 顆…糖果， 3, 1,n r s   ，

且 n 為奇數，則 

1. 

(1)若存在
2 1

(2 +1,2 ,..., 2 )r r r

s+ 個

，則存在 1 1 1

2 1

(2 +1,2 ,..., 2 ) (2 +1,2 ,..., 2 )r r r r r r

s s

+ + +

+

→

個 個

。 

(2)若存在
2

(2 +1,2 ,..., 2 )r r r

s個

，則存在
2

(2 +1,2 ,..., 2 )r r r

s

→

個

循環狀態。 

2.將 n 表示為 2 1, ,2tn k t k=  +   

(1)若 1k = ，則最終為成功狀態，其傳遞過程為 0 1 2 ... R

n n n na a a a→ → → → ， 

其中 0

2 1

(1,1,......,1)
t

na

+

=

個

、 2 1

2 1

(2 1,2 ,2 ,......, 2 )
r

t r

r r r r

na
−

−

−

= +

個

，1 1r t  − 。 

(2)若 1k  ，則最終為循環狀態，其傳遞過程為 0 2 3 ... R

n n n na a a a→ → → → ， 

其中 0

2 1

(1,1,......,1)
t

n

k

a

 +

=

個

、 2 1

2 1

(2 1,2 ,2 ,......, 2 )
r

t r

r r r r

n

k

a
−

−

 −

= +

個

，1 r t  。   

<證明>請見附錄 

 

由引理 1.1 可知，最終結果會與 2 的冪次有關，故將 n 表示成 2 + ( ,2 , =1,2)tn k q t k q=   ，

先討論奇數一類，結果如下： 

 

由結果可得：當 1k = 時，為成功狀態。 

417 2 1 1 ( 4, 1)t k=  +    = =  

17

15

17

3 2 2

1

1 1 1 1 1 1 1

0 0 0 04

0

2

0 0 0 0 0

0

2 2 2 2

5 4 4

8

7

:

0 0 0 0 0 0

9

a



人參與遊戲

成功狀態

初始

輪一

輪三

輪七

輪

十五

          

39 2 1 1 ( 3, 1)t k=  +    = =  

9

7

9

9

3 2

1 1 1

50 0

0

:

0 0

2 2

4

a



人參與遊戲

成功狀態

初始

輪一

輪三

輪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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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結果可得：當 1k  時，為循環狀態。 

111 2 5 1 ( 1, 5)t k=  +    = =  

11

1

11

2

11

3 2 2 2 2

3

)3

2 2 2 2

3 3 1 3 1

(3, ,1,3,1(3, 2

1 1 1

2, , 2,

1

2) aa ==



人參與遊戲

初始

循環狀態：

輪三

輪二

輪一  

17 2 3 1 ( 1, 3)t k=  +    = =  

7

1

7

2

7

3

2

3 1

(3 )

3 2 2

3 2

(3, ,

1 1

2 2) ,3,1a a

 



= =

人參與遊戲

輪一

輪三

初始

循環狀

輪二

態：

 

 

引理 1.2：n 人一開始分別持有 1 顆糖果，依序傳遞 1 顆、2 顆…糖果， 3, 1,n r s   ，

且 n 為偶數，則       

1.  

(1)若存在
2 1

(2 +2,2 ,..., 2 )r r r

s+ 個

，則存在 1 1 1

2 1

(2 +2,2 ,..., 2 ) (2 +2,2 ,..., 2 )r r r r r r

s s

+ + +

+

→

個 個

。 

(2)若存在
2

(2 +2,2 ,..., 2 )r r r

s個

，則存在
2

(2 +2,2 ,..., 2 )r r r

s

→

個

循環狀態。                                                                                                                                                 

2.將 n 表示為 2 2, ,2tn k t k=  +   

(1)若 1k = ，則最終為成功狀態，其傳遞過程為 0 1 2 ... R

n n n na a a a→ → → → ， 

其中 0

2 2

(1,1,......,1)
t

na

+

=

個

、 2 1

2 1

(2 2,2 ,2 ,......, 2 )
r

t r

r r r r

na
−

−

−

= +

個

，1 1r t  − 。 

(2)若 1k  ，則最終為循環狀態，其傳遞過程為 0 1 2 ... R

n n n na a a a→ → → → ， 

其中 0

2 2

(1,1,......,1)
t

n

k

a

 +

=

個

、 2 1

2 1

(2 2,2 ,2 ,......, 2 )
r

t r

r r r r

n

k

a
−

−

 −

= +

個

，1 r t  。 

<證明>請見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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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引理 1.2，n 為偶數時結果與奇數時相同，故將 n 表示成 2 + ( ,2 , =1,2)tn k q t k q=   ，結

果如下： 

由結果可得：當 1k = 時，為成功狀態。 

418 2 1 2 ( 4, 1)t k=  +    = =  

18

15

18

4 2

0

2

1 1 1 1 1 1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4

2 2 2 2 2

6 4 4

10 8

0 0 0 018 0

a



 

人參與遊戲

初

態

始

輪一

輪

五

:

三

七

輪

十

成功狀

輪

 

310 2 1 2 ( 3, 1)t k=  +    = =  

10

7

10

4 2 2 2

6 4

1 1 1

0 0

00

:

01 0

a



人參與遊戲

成功狀態

初始

輪一

輪三

輪七

 

由結果可得：當 1k  時，為循環狀態。 

112 2 5 2 ( 1, 5)t k=  +    = =  

12

1

12

2

12

4 2 2 2 2

4

)3

2 2 2 2

4 3 1 3 1

(4, ,1,3,1(4, 2

1 1 1

2, , 2,

1

2) aa ==



人參與遊戲

初始

循環狀態：

輪三

輪二

輪一  

18 2 3 2 ( 1, 3)t k=  +    = =  

8

2

8

8

1

4 2 2

4

))

4 3 1

(

1

2

( 4,3

2

4,2, 1

1

,2 aa



= =

人參與遊戲

初

狀

輪一

輪

循

三

始

輪二

環 態：

 

 

引理 1.3：n 人一開始分別持有 1 顆糖果，依序傳遞 1 顆、2 顆…糖果， 3, 1,n r s   ，

若將 n 表示成 2 + , ,2 , =1,2tn k q t k q=   且1 r t  ， 

且令 ( )2 1S
r

n i− 為第2 1r − 輪時，剩餘玩家中第 i 位玩家的初始編號，則                                                                                                                                                                                                                                                                                                                                                                                                                                                                                                                                                                                                                                                                                                                                                                                                                                                                                                                                                                                                                                                                                                                                                                                                                                                                                                                                                                                                                                                                                                                                                                                                         

1.若 n 為奇數，則 ( )2 1S 1 2 , {1,2,..., 2 }
r r t r

n i i i k− −= +   =  其中 2 1

2 1

(2 1,2 ,2 ,......, 2 )
r

t r

r r r r

n

k

a
−

−

 −

= +

個

。 

2.若 n 為偶數，則 ( )2 1S 3 2 , {1,2,..., 2 }
r r t r

n i i i k− −= +   =  其中 2 1

2 1

(2 2,2 ,2 ,......, 2 )
r

t r

r r r r

n

k

a
−

−

 −

= +

個

。 

<證明>請見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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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述可得引理 1.4，敘述如下： 

引理 1.4：n 人一開始分別持有 1 顆糖果，依序傳遞 1 顆、2 顆…糖果， 3n  ，若將 n 表示

成 2 + , ,2 , =1,2tn k q t k q=   ，則 

1. n 為奇數 

(1)若 1k = ，則最終為成功狀態，且 { }R

nS n= 。 

(2)若 1k  ，則最終為循環狀態，且 1 2 ,1 2 2 ,... 2{ ... },1t t tR

nS k+ +  = + 。 

2. n 為偶數 

(1)若 1k = ，則最終為成功狀態，且 {3}R

nS = 。 

(2)若 1k  ，則最終為循環狀態，且 3,3 2 ,... }1...,3{ 2)(t tR

nS k −+= + 。 

<證明>請見附錄 

 

綜合上述結果，將引理 1.1 至引理 1.4 整理成定理一，敘述如下： 

定理一：n 人一開始分別持有 1 顆糖果，依序傳遞 1 顆、2 顆…糖果， 3n  ，若將n 表示

成 2 + , ,2 , =1,2tn k q t k q=   ，且令S=2 (2 ) (2 1)t q q − + − ，則 

(1)若 1k = ，則為成功狀態，且 { }R

nS S= 、 2 1tR = + 。 

(2)若 1k  ，則為循環狀態，且 }, 2 ,......, ( 2{ 1)t tR

nS S kS S += −+ 、 2 1tR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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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由 6 人、7 人一開始分別持有 1 顆糖果，依序傳遞 1 顆、2 顆…糖果，做更直觀分析： 

26 2 2  ( 2 , 1, 2)n t k q= = +   =  = =  

 

1

2

1

2

1

2

1

2

1

2

0

1

1 2 3 4 5

2

-1

2

-

2

-1

2

-1

2

1 1 1 1 1 1

1 -1

2

3

4

5

6

0 0 4 0 2 0

7

8

0 5 0 1 0

9

1

2

6

0

- - + + + +

2

2

+

+

+

−

+

−

+

−

+

−

+

−

−

−

+

−

+

+

編號

初始

步

步

步

步

步

步

輪一

步

步

輪二

步

步

3

6:a 成功狀態  

(37 2 1 1, 13, )n t k q= =  +     = = =  

 

1

7

1 2

7 7 )

-

2

-1

2

-1

2

1 -1

2

1 1 1 1 1 1 1

1 -1

2

3

4

5

6

7

0 0 3 0

1

1

2

1

2

1

2

2

2 0 2

8

9

10

0 0 3 0 3 0 1

11

12

13

[3,5,7]

(

1 2 2 2 2

-1 2 2 2

33,2,2) ( ,

1

 

-

1 2 3

2

3,1

2

1

- 1

1 -

1

2

4 6

2

2

5 7

S

a a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編號

初始

步

步

步

步

步

步

步

輪一

步

步

步

輪二

步

步

步

循環狀態

 

1.當每人初始只持有 1 顆糖果時，編號 1 與偶數編號者會在初輪出局。因此一輪後只剩下

編號非 1 的奇數編號。 

2.由此可知，在輪一結束後，剩餘人數恰為 1( ) 2n q −−  ，而若該輪場上剩餘人數仍為偶

數，將有一半玩家糖果持續遞減，而導致出局。 

3.若場上剩餘玩家剩下奇數人但不只 1 人，每位玩家持有糖果將會在輪次間不斷增加再減

少，由於每輪都將出局半數，因此在 t 輪後將剩 (2 ) 2t tk k−  = 人，如上面 7 人遊玩從輪

一至輪二的情況。形成了無法結束遊戲的循環狀態。 

4.若場上在持續出局後，只剩一人，即為成功狀態，此現象發生在初輪結束後剩餘人數恰

為 2 的冪次時，由於每輪都將出局半數，因此在 t 輪後將只剩2 2 1t t− =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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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n 人一開始分別持有 2 顆糖果，依序傳遞 1 顆、2 顆…糖果 

接續定理一，探討每人初始持有糖果數為 2 之傳遞結果。以 12n = 、 13n = 為例：  

 

 

 

 

對比 25n = 、 26n = 依循引理 1.1 產生的結果：  

發現每人初始兩顆的結果與引理 1.1 極為相似，進一步將其整理成引理 2.1： 

引理 2.1：n 人一開始分別持有 2 顆糖果，依序傳遞 1 顆、2 顆…糖果， 3, 1,n r s   ， 

且 n 為奇數，則 

1.  

(1)若存在
2 1

(2 2,2 ,2 ,......, 2 ,2 )r r r r r

s+

+

個

，則存在 1 1 1

2 1

(2 2,2 ,......, 2 ) (2 +2,2 ,......, 2 )r r r r r r

s s

+ + +

+

+ →

個 個

。 

(2)若存在
2s

(2 2,2 ,2 ,......, 2 ,2 )r r r r r+

個

，則存在
2s

(2 2,2 ,2 ,......, 2 ,2 )r r r r r+ →

個

循環狀態。 

2.將 n 表示為 2 1, ,2tn k t k=  +   

(1)若 1k = ，則最終為成功狀態，其傳遞過程為 0 1 2 ... R

n n n na a a a→ → → → ， 

其中 2

2 1

(4,2,2,......, 2)
t

na

−

=

個

、
1

2

2 1

(2 +2,2 ,......, 2 ,2 )
r

t r

r r r r

na
− + −

=

個

，1 1r t  + 。 

(2)若 1k  ，則最終為循環狀態，其傳遞過程為 0 1 2 ... R

n n n na a a a→ → → → ， 

其中 2

2 1

(4,2,2,......, 2)
t

n

k

a

 −

=

個

、
1

2

2 1

(2 +2,2 ,......, 2 ,2 )
r

t r

r r r r

n

k

a
− +  −

=

個

，1 1r t  + 。 

<證明>請見附錄 

同樣將 n 表示成 2 + , ,2 , =1,2tn k q t k q=   ，但發現與數據結果不符，因此重新將n

的表示法調整成 2 + 1, ,2 , =1,2tn k q t k q=  −   ，並分為奇偶兩類進行探討，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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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結果可得：當 1k = 時，為成功狀態。 由結果可得：當 1k  時，為循環狀態。 

39 2 1 1 ( 3, 1)t k=  +    = =  

9

16

9

0

4 2 2

2 2 2 2 2

0

2 2 2 2 2

06 4 4 4

10

2 2

0 0 0

0 0 0 0 0 0

0

8

1 0 0 0 08

:a



 

 

人參與遊戲

態

初始

輪二

輪四

輪八

輪

十

成功狀

六

 

7 2 3 1 ( 1, 3)t k=  +    = =  

7

4

7

5

7

6 0 3 0 5 0

(6,3,5)

6 0 4 0 4 0

6 0 4 0 4 0

(6,4,4)

2 2 2 2 2

:a a= =



人參與遊戲

輪四

初

六

始

循環狀態

輪

輪五  

 

引理 2.2：n 人一開始分別持有 2 顆糖果，依序傳遞 1 顆、2 顆…糖果， 3, 1,n r s   ， 

且 n 為偶數，則 

1.  

(1)若存在
2

(2 ,2 ,2 ,......, 2 ,2 )r r r r r

s個

，則存在 1 1 1

2

(2 ,2 ,2 ,......, 2 ) (2 ,2 ,......, 2 )r r r r r r r

s s

+ + +→

個 個

。 

(2)若存在
2 1

(2 ,2 ,2 ,......, 2 ,2 )r r r r r

s+ 個

，則存在
2s+1

(2 ,2 ,......, 2 ,2 )r r r r →

個

循環狀態。                                                                                                                                     

2.將 n 表示為 2 , ,2tn k t k=    

(1)若 1k = ，則最終為成功狀態，其傳遞過程為 0 1 2 ... R

n n n na a a a→ → → → ， 

其中
0

2

(2,2,......, 2)
t

na =

個

、
t- 1

2 2

2

(2 ,2 ,......, 2 )
r

r

r r r

na
+

− =

個

，1 1r t  + 。 

(2)若 1k  ，則最終為循環狀態，其傳遞過程為 0 1 2 ... R

n n n na a a a→ → → → ， 

其中
0

2

(2,2,......, 2)
t

n

k

a



=

個

、
1

2 2

2

(2 ,2 ,......, 2 )
r

t r

r r r

n

k

a
− +

−



=

個

，1 1r t  + 。 

<證明>請見附錄 

 

 

 



15 

 

 

當 1k = 時，為成功狀態。 當 1k  時，為循環狀態。 

38 2 1 ( 3, 1)t k=     = =  

8

14

8

0

4 4

0

4 4

8

2 2 2

0

0 016

:

8

a



人參與遊戲

成功狀態

初始

輪二

輪六

輪

十四

 

6 2 3 ( 1, 3)t k=     = =  

3

6

6

2

6

4

4

3 5

( )

4 4 4

4 4

(4,4, ) 4,

2 2

3,4 5: aa

 



==

人參與遊戲

輪二

輪四

循環狀態

輪三

初始

 

 

引理 2.3：n 人一開始分別持有 2 顆糖果，依序傳遞 1 顆、2 顆…糖果， 3, 1,n r s   ， 

若將 n 表示成 2 + 1tn k q=  − , ,2 ,t k  =1,2q ，且1 1r t  + ， 

令 ( )2S
r

n i 為第 2r
輪時，剩餘玩家中重新編號的第 i號玩家的初始編號，則                                                                                                                                                                                                                                                                                                                                                                                                                                                                                                                                                                                                                                                                                                                                                                                                                                                                                                                                                                                                                                                                                                                                                                                                                                                                                                                                                                                                                                                                                                                                                                                                       

1.若 n 為奇數，則 ( )2 1 1S 1 ( 1) 2 , {1,2,..., 2 }
r r t r

n i i i k− − += + −   =  其中
1

2

2 1

(2 1,2 ,2 ,......, 2 )
r

t r

r r r r

n

k

a
− +  −

= +

個

 

2.若 n 為偶數，則 ( )2 2 1 1S 1 ( 1) 2 , {1,2,..., 2 }
r r t r

n i i i k− − − += + −   =  其中
1

2 2

2

(2 ,2 ,......, 2 )
r

t r

r r r

n

k

a
− +

−



=

個

 

<證明>請見附錄(p.26) 

根據上述可得引理 2.4，敘述如下： 

引理 2.4：n 人一開始分別持有 2 顆糖果，依序傳遞 1 顆、2 顆…糖果， 3n  ， 

若將 n 表示成 2 + 1tn k q=  −  , ,2 ,t k   =1,2q ，則 

1. n 為奇數 

(1)若 1k = ，則最終為成功狀態， {2}R

nS = 。 

(2)若 1k  ，則最終為循環狀態， { , }2, 2 2 , 2 2 2 ......, 2 ( 1) 2t t tR

nS k+ +  + − = 。 

2. n 為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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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若 1k = ，則最終為成功狀態， {1}R

nS = 。 

(2)若 1k  ，則最終為循環狀態， { , }1,1 2 ,1 2 2 ......,1 ( 1) 2t t tR

nS k+ +  + − = 。 

<證明>請見附錄(p.27) 

 

綜合上述結果，將引理 2.1 至引理 2.4 整理成定理二，敘述如下： 

定理二：n 人一開始分別持有 2 顆糖果，依序傳遞 1 顆、2 顆…糖果， 3n  ， 

若將 n 表示成 2 + 1tn k q=  − , ,2 ,t k  =1,2q ，則 

(1)若 1k = ，則 { }R

nS q= ，且 2 2R n= − 。 

(2)若 1k  ，則 }, 2 , 2 ,.....,{ 2 1)( 2R t

n

t tS q q q q k= + + −+ ，且 12 2( 2)tR q+= + − 。 

以下由 6 人、5 人一開始分別持有 1 顆糖果，依序傳遞 1 顆、2 顆…糖果，直觀分析與定理

一的差異： 

6 2 3 1 1  ( 1, 3, 1)n t k q= =  + −   =  = =  

2 3

6 6

2

6

2 2 2 2 2 2

1 6 

3 1 3 1 3 1

7 12

4 0 4 0 4 0

13 15

4 0 3 0 5 0

16 18

 (4,4,4) (4,3,5)

{1,3,5}

11 1 1

1 1 1

1

6

1

1

1 2 3 4 5

11

:

1

1

1 1 1

-

1 1

1 1

0

0 1

a a

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編號

初始

步

輪一

步

輪二

步

輪三

狀

步

循環 態

 

25 2 2 1 ( 2, 1, 2)n t k q= = + −    = = =  

8

5

1 1

2

1

1 1

3 1

  1 2   3

2 2 2 2 2

0
1 5 

2 1 3 1 3

6 10

0 4 2 2 2

0
6 10

0 5 1 3 1

15 18

0 6 0 4 0

19 24

0 9 0 1 0

25    

 

1

1

1 1

1

3

  4

2

 

1

 

1

2

3

1

1 1

5

:

1

a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編

初始

步

輪一

步

輪二

步

輪三

步

輪四

步

步

成功狀態

輪七

輪

號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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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由於每人初始持有 2 顆時，編號 1 只在 n 為奇數時出局，故有 1, {1,2}q q−  。然而若該

輪場上所剩人數為偶數時，編號為奇數者糖果遞減，直到出局，如上。 

2.如同定理一分析，若玩家出局後該輪場上所剩人數為奇數且非 1 時，玩家持有糖果將會

在輪次間不斷增加再減少，導致循環狀態，如上述 6 人傳遞的情形；反之若場上剩下人數

為 2 的冪次，將在若干次淘汰半數後，僅存一人得出成功狀態，如上述 5 人傳遞的情形。 

 

(三) n 人一開始分別持有m 顆糖果，依序傳遞 i 顆、 1i + 顆…糖果 

接續定理一及定理二之研究，繼續改變每人初始持有糖果顆數。發現在 3m  的情況

下，不論m 值為何，結果均相同，因此將傳遞規則統整如下： 

定理三：n 人一開始分別持有 3 顆糖果，依序傳遞 1 顆、2 顆…糖果， 3n  ， 

若將 n 表示成 2 , {0},2tn k t k=    ，則 

(1)若 0, 1t k=  ，則循環狀態 0 (3,3, ,3) (3,2,4, , 4)R

n na a= = ，且 0R = 。 

(2)若 0, 1t k = ，則成功狀態 R

na ，且 3 ( 1)R n=  − 。 

(3)若 0, 1t k  ，則循環狀態
3 3 3 3 3

( , 1, 1, 1, 1...)R

n

n n n n n
a

k k k k k
= − + − + ，且 3 (2 1)tR =  − 。 

以下由 4 人、5 人、6 人一開始分別持有 3 顆糖果，依序傳遞 1 顆、2 顆…糖果直觀分析：  

(1) 5人 

02 5=   

0

5

0 1

5 5

1 1

1

}

3 3 3 3 3

1 5 0

3 2 4 2 4

1 5 0

3 3 3 3 3

1 5 0

{1,2,3,4,5

(3,3,3,3,3) (3,2,4,2,4)

1

1

1

1

1 1

1

2

1

3 4 5

1 1

S

a a

 +

 +

 +

+

− −

− −

− −

+

+ +

=

+

=

+

=

編

初始

步

輪一

步

輪二

步

循 狀態

號

環

 

(3)6 人 

12 3=   

3

6

3 4

6 6

3 3 3 3 3 3

 1 18

6 0 6 0 6 0

19 21 0

6 0 5 0 7 0

21 24 0

[1,3,5]

(6,6,6) (6,5,7)

3 3 3

1

1

1

3 3 3

1

1

1 2 3 4 5 6

1

1 11

1

S

a a



− − −

− − −

− − −

−

−

+

 +

 +

=

=

+

=

+

+

+

編

初始

步

輪三

步

輪四

步

循 狀態

號

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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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人 

22 1=   

9

4

3 3 3 3

 1  4

4 2 4 2

 5  8

5 1 5 1

 9 12

6 0 6 0

13 24

: {1}  (1 12 )

1

1 1

1

1 1

2

1 1

1 1

1

1 3

1

4

6

1 1

6

S

− −

− −+

−

+









=  

−

+ +

+

+

+ −

−

−

初始

步

輪

編

一

步

輪二

步

輪三

步

輪九 成 號獨得

號

功 顆

 

1. 每人有 3 顆，大於每步傳遞的 1 與 2 顆，

因此在持有數 3m  時，會排除編號一在

首輪或次輪就出局的情形。 

2. 依循定理一、二直觀分析，持有數 3m 

時，在遊戲開始時就遵守著若有偶數人就

在該輪淘汰一半的原則，使得只有在 2 的

冪次下才有成功狀態。 

<證明>請見附錄 

 

    除了改變傳遞的初始狀態m ，我們也嘗試改變傳遞規則。一開始先將 n 人一開始分別持

有m 顆糖果，依序傳遞 1 顆、2 顆…改成同為傳遞顆數差 1 的 2 顆、3 顆…糖果，結果如下： 

定理四：n 人一開始分別持有m 顆糖果，依序傳遞 2 顆、3 顆…糖果， , 3n m  ， 

若將 n 表示成 2 , {0},2tn k t k=    ，則 

(1)若 0, 1t k=  ，則循環狀態 0 ( , , , ) ( , 1, 1, , 1)R

n na m m m a m m m m= = − + + ， 0R = 。 

(2)若 0, 1t k = ，則成功狀態 R

na ，且 ( 1)R m n=  − 。 

(3)若 0, 1t k  ，則循環狀態 ( , 1, 1,...)R

n

nm nm nm
a

k k k
= − + ，且 (2 1)tR m=  − 。 

<證明>同定理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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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定理三、四內容，發現傳遞規則依序傳遞 1 顆、2 顆與 2 顆、3 顆的傳遞結果一

致，只有初始糖果顆數m 值的限制不同，進一步觀察依序傳遞 3 顆、4 顆與 4 顆、5 顆的規

則，結果亦符合此情形，故直接探討所有前後傳遞顆數相差 1 之規則。以傳遞 i、 i j+ 表

示，並將其傳遞情形整理如下。 

 n 為奇數 n 為偶數 

初

始

狀

態 

傳遞情形 1A  傳遞情形
2A  

2 1

   (   )

( 1) ( 1)

( 1)

s

m m m m m m

i i i i i i

i i

+

                                                                

  −          − +   −              −           − +    −     

   +  +        

個

傳

收 + 1 ) ( 1) + ( 1)

1 1 1 1 1 1

i i i i   + (  +  + +              + +

  +          −          +              +          −           +       總

 
2

    (   )

( 1) ( 1) ( 1)

( 1)

s

m m m m m m

i i i i i i

i i

                                                                 

  −          − +    −              − +   −           − +

  + +  +      

個

傳

收 ( 1 ) ( 1)

1 1 1 1 1 1

i i i i     +   +  +           + +   +           

  +          −           +              −          −           +       總

 

 

綜合上述，整理並證明成定理五，敘述如下：  

定理五：n 人一開始分別持有m 顆糖果，依序傳遞 i顆、 1i + 顆…糖果， 3, 1n m i  + ， 

若將 n 表示成 2 , {0},2tn k t k=    ，則 

(1)若 0, 1t k=  ，則循環狀態 0 ( , , , ) ( , 1, 1, , 1)R

n na m m m a m m m m= = − + + ， 0R = 。 

(2)若 0, 1t k = ，則成功狀態 R

na ，且 ( 1)R m n=  − 。 

(3)若 0, 1t k  ，則循環狀態

1( , ,..., ) ( , 1, 1,..., 1)R R

n n

nm nm nm nm nm nm nm
a a

k k k k k k k

+= = − + + ，且 (2 1)tR m=  − 。 

<證明>同定理三 

 

接續上述，首先探討前後傳遞顆數相差 2 的傳遞規則：依序傳遞 2、4 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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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n 人一開始分別持有m 顆糖果，依序傳遞 i 顆、 i j+ 顆…糖果 

研究時發現，某些傳遞過程中居然會出現負數，這種情形不在我們的討論範圍內，我們

將此稱為無效傳遞，並額外限制m 值。 

在規則為依序傳遞 2 顆、4 顆的情況下，m 為奇數時，均為無效傳遞，因此限制m 必須

被 2 整除，結果如下： 

定理六：n 人一開始分別持有m 顆糖果，依序傳遞 2 顆、4 顆…糖果， 3,2|n m ， 

若將 n 表示成 2 , {0},2tn k t k=    ，則 

(1)若 0, 1t k=  ，則循環狀態 0 ( , ,..., ) ( , 2, 2,..., 2)R

n na m m m a m m m m= = − + + ，且

0R = 。 

(2)若 0, 1t k = ，則成功狀態 R

na ，且 ( 1)
2

m
R n=  − 。 

(3)若 0, 1t k  ，則循環狀態 1( , , , ) ( , 1, , 1)R R

n n

nm nm nm nm nm nm
a a

k k k k k k

+= = − + ，

且 (2 1)
2

tm
R =  − 。 

<證明>請見附錄 

同樣再觀察其他前後傳遞顆數相差 2 的規則之傳遞結果，發現也有一模一樣的結論：  

 n 為奇數 n 為偶數 

初

始 

狀

態 

傳遞情形 1B  傳遞情形
2B  

2 +1

    (   )

( 2) ( 2)

( 2)

s

m m m m m m

i i i i i i

i i

                                                                

  −          − +   −              −           − +    −    

   +  +      

個

傳

收 + 2 ) ( 2) + ( 2)i i i i     + (  +  + +             + +

  +         −          +             +         −           +      總

 
2

    (   )

( 2) ( 2) ( 2)

( 2)

s

m m m m m m

i i i i i i

i i

                                                                 

  −          − +   −              − +   −          −  +

  + +  +       

個

傳

收 ( 2 ) ( 2)i i i i   +   +  +           + +  +           

  +         −          +             −          −          +       總

 

 

綜合上述，整理並證明成定理七，敘述如下： 

定理七：n 人一開始分別持有m 顆糖果，依序傳遞 i 顆、 2i + 顆…糖果， 3, 2,2|n m i m  + ， 

若將 n 表示成 2 , {0},2tn k t k=    ，則 

(1)若 0, 1t k=  ，則循環狀態 0 =( , ,..., ) =( , 2, 2, , 2)R

n na m m m a m m m m− + + ，且 0R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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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若 0, 1t k = ，則成功狀態 R

na ，且 ( 1)
2

m
R n=  − 。 

(3)若 0, 1t k  ，則循環狀態

1( , , , ) ( , 2, 2 , +2)R R

n n

nm nm nm nm nm nm nm
a a

k k k k k k k

+= = − + ，且 (2 1)
2

tm
R =  − 。 

<證明>同定理六 

 

接續定理五以及定理七，再繼續延伸探討前後傳遞顆數相差 3 的規則，同樣在某些m值

下，傳遞過程會出現負數，觀察後發現此時的限制為m 必須被 3 整除，結果如下： 

 n 為奇數 n 為偶數 

初

始 

狀

態 

傳遞情形 1B  傳遞情形
2B  

2 +1

    (   )

( 3) ( 3)

( 3)

s

m m m m m m

i i i i i i

i i

                                                                

  −          − +   −              −           − +    −    

   +  +      

個

傳

收 + 3 ) ( 3) + ( 3)i i i i     + (  +  + +             + +

  +         −          +             +         −           +      總

 
2

    (   )

( 3) ( 3) ( 3)

( 3)

s

m m m m m m

i i i i i i

i i

                                                                

  −          − +   −              − +  −           −   +

   +  +        

個

傳

收 + 3 ) + ( 3)i i i i   + (  +  +            +   +     

  +         −          +             −          +            −      總

 

 

綜合上述，整理並證明成定理八，敘述如下： 

定理八：n 人一開始分別持有m 顆糖果，依序傳遞 i顆、 3i + 顆…糖果， 3, 3,3|n m i m  + ， 

若將 n 表示成 2 , {0},2tn k t k=    ，則 

(1)若 0, 1t k=  ，則循環狀態

0 ( , ,..., ) =( , 3, 3, 3, 3,..., 3)R

n na m m m a m m m m m m= − + − + + ，且 0R = 。 

(2)若 0, 1t k = ，則成功狀態 R

na ，且 ( 1)
3

m
R n=  − 。 

(3)若 0, 1t k  ，則循環狀態

1( , , , ) ( , 3, 3, , 3)R R

n n

nm nm nm nm nm nm nm
a a

k k k k k k k

+= = − + + ，且 (2 1)
3

tm
R =  − 。 

<證明>請見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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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定理五、七、八可將結果推廣至傳遞顆數差距任意之傳遞規則，敘述如下： 

定理九：n 人一開始分別持有m 顆糖果，依序傳遞 i顆、i j+ 顆…糖果， 3, , |n m i j j m  + ， 

若將 n 表示成 2 , {0},2tn k t k=    ，則 

(1)若 0, 1t k=  ，則循環狀態

0 =( , ,..., ) =( , , , , ,..., )R

n na m m m a m m j m j m j m j m j− + − + + ，且 0R = 。 

(2)若 0, 1t k = ，則成功狀態 R

na ，且 ( 1)
m

R n
j

=  − 。 

(3)若 0, 1t k  ，則循環狀態

1( , , , ) ( , , , , )R R

n n

nm nm nm nm nm nm nm
a a j j j

k k k k k k k

+= = − + + ，且 (2 1)tm
R

j
=  − 。 

<證明>請見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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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研究結果: 我們推廣至傳遞顆數差距任意之傳遞規則。 

(一)定理九：n 人一開始分別持有m 顆糖果，依序傳遞 i顆、i j+ 顆…糖果， 3, , |n m i j j m  + ， 

若將 n 表示成 2 , {0},2tn k t k=    ，則 

(1)若 0, 1t k=  ，則循環狀態 0 =( , ,..., ) =( , , , , ,..., )R

n na m m m a m m j m j m j m j m j− + − + + ，且

0R = 。 

(2)若 0, 1t k = ，則成功狀態 R

na ，且 ( 1)
m

R n
j

=  − 。 

  (3)若 0, 1t k  ，則循環狀態

1( , , , ) ( , , , , )R R

n n

nm nm nm nm nm nm nm
a a j j j

k k k k k k k

+= = − + + ，且 (2 1)tm
R

j
=  − 。 

 

(二)研究問題延伸-不同給糖果的方式 

1.傳遞規則 3,4 1,2 ( )T n  

    在推廣完所有二階的後，再進而討論不同給予糖果的方式。首先觀察傳遞規則 3,4 1,2 ( )T n   

    即從編號 1 開始每人依序持有 3 顆、4 顆、3 顆…糖果，並定義初始糖果顆數平均值為 

    M， 且依照原方法進行傳遞。 

性質一：傳遞規則 3,4 1,2 ( )T n ： n 人每人分別依序有 3、4 顆，依序傳遞 1、2 顆，n 表示成

2 ( {0},2 )tn k t k=    ，其中平均糖果數
1

(3 4)
2

7

2
M = + = 則 

(1)若 0, 1t k=  ，則 0 (3, 4, ,3) (3,3,4, ,3, 4)R

n na a= = ，且 1R = 。                   

(2)若 0, 1t k = ，則 :R

na 成功狀態，且
7

3
2

n
R = − 。                                             

(3)若 0, 1t k  ，則循環狀態:
7 7 7

( , ,..., )
2 2 2

R

n

n n n
a

k k k
= ，且

7
=2 3

2

tR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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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傳遞規則 4,5 1,2 ( )T n :接著觀察初始相鄰兩者糖果持有數差距同為 1 的傳遞規則 4,5 1,2 ( )T n 。 

性質二：傳遞規則 4,5 1,2 ( )T n ： n 人每人分別依序有 4、5 顆，依序傳遞 1、2 顆，n 表示成

2 ( {0},2 )tn k t k=    ，其中平均糖果數
9

2
M = 則 

(1)若 0, 1t k=  ，則循環狀態: 0 (4,5, , 4) (4,4,5, , 4,5)R

n na a= = ，且 1R = 。                  

(2)若 0, 1t k = ，則 :R

na 成功狀態，且
9

4
2

n
R = − 。                                             

(3)若 0, 1t k  ，則循環狀態:
9 9 9

( , ,..., )
2 2 2

R

n

n n n
a

k k k
= ，且

9
=2 4

2

tR  − 。 

歸納以上兩傳遞規則，可應證 t 和 k 仍為影響成功與循環的主要因素，此外遊戲結束的所需

輪數與平均糖果數有關。 

3.傳遞規則 , 1 1,2 ( )m m T n+ : 

再經歷大量數據觀察後，整理出初始相鄰兩者糖果持有數差距同為 1 的一般化規則。 

性質三：傳遞規則 , 1 1,2 ( )m m T n+ ： n 人每人分別依序有m 、 1m + 顆，依序傳遞 1、2 顆，n 表示

成 2 ( {0},2 )tn k t k=    ，其中平均糖果數為M 則 

(1)若 0, 1t k=  ，則循環狀態: 0 ( , 1, , ) ( , , 1, , , 1)R

n na m m m a m m m m m= + = + + ，且 1R = 。                  

(2)若 0, 1t k = ，則 :R

na 成功狀態，且 R Mn m= − 。                                             

(3)若 0, 1t k  ，則循環狀態: ( , ,..., )R

n

M n M n M n
a

k k k

  
= ，且 =2tR M m− 。 

 

4.傳遞規則 3,5 1,2 ( )T n 、 3,6 1,2 ( )T n :我們分別觀察了相鄰兩者持有糖果差 2 與差 3 的規則，也

得到了類似的結果。  

性質四：傳遞規則 3,5 1,2 ( )T n ： n 人每人分別依序有 3、5 顆，依序傳遞 1、2 顆，n 表示成

2 ( {0},2 )tn k t k=    ，其中平均糖果數 4M = 則 

(1)若 0, 1t k=  ，則循環狀態: 0 (3,5, ,3) (3,3,5, ,3,5)R

n na a= = ，且 1R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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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若 0, 1t k = ，則 :R

na 成功狀態，且 4 3R n= − 。                                             

(3)若 0, 1t k  ，則循環狀態:
4 4 4

( , ,..., )R

n

n n n
a

k k k
= ，且 =2 4 3tR  − 。 

性質五：傳遞規則 3,6 1,2 ( )T n ： n 每人分別依序有 3、6 顆，依序傳遞 1、2 顆，n 表示成

2 ( {0},2 )tn k t k=    ，其中平均糖果數
9

2
M = 則 

(1)若 0, 1t k=  ，則循環狀態: 0 (3,6, ,3) (3,3,6, ,3,6)R

n na a= = ，且 1R = 。                  

(2)若 0, 1t k = ，則 :R

na 成功狀態，且
9

3
2

n
R = − 。                                             

(3)若 0, 1t k  ，則循環狀態:
9 9 9

( , ,..., )
2 2 2

R

n

n n n
a

k k k
= ，且

9
=2 3

2

tR  − 。 

 

5.傳遞規則 , 1,2 ( )m m dT n+  

    依循以上的發現，可知相鄰兩者持有糖果差距只會影響人數為奇數下的循環狀態列。 

性質六：傳遞規則 , 1,2 ( )m m dT n+ ： n 人每人分別依序有m 、m d+ 顆，依序傳遞 1、2 顆，n 表

示成 2 ( {0},2 )tn k t k=    ，其中平均糖果數為M 則 

(1)若 0, 1t k=  ，則循環: 0 ( , , , ) ( , , , , , )R

n na m m d m a m m m d m m d= + = + + ，且 1R = 。                  

(2)若 0, 1t k = ，則 :R

na 成功狀態，且 2tR M m= − 。                                             

(3)若 0, 1t k  ，則循環狀態: ( , ,..., )R

n

M n M n M n
a

k k k

  
= ，且 =2tR M m− 。 

    然而，我們發現此結論會在持有糖果差 d 和傳遞差距 j 不整除時，發生無效傳遞。 

 

6.傳遞規則 , , ( )m m d i i jT n+ +  

性質七：傳遞規則 , , ( )m m d i i jT n+ + ： n 人每人依序有m 、m d+ 顆，依序傳遞 i 、 i j+ 顆，n 表

示成 2 ( {0},2 )tn k t k=    ，其中平均糖果數為M 且 |j d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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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若 0, 1t k=  ，則循環: 0 ( , , , ) ( , , , , , )R

n na m m d m a m m m d m m d= + = + + ，且 1R = 。                  

(2)若 0, 1t k = ，則 :R

na 成功狀態，且
1

(2 )tR M m
j

= − 。                                             

(3)若 0, 1t k  ，則循環狀態: ( , ,..., )R

n

M n M n M n
a

k k k

  
= ，且

1
(2 )tR M m

j
= −  。 

<證明>見附錄 

 

(三)、研究問題延伸-高階等差傳遞規則 

  1.傳遞規則 1,2,3 ( )mT n :先前我們嘗試將擁有任意高階步驟數的規則推廣，但結果大部分的規

則只能符合行列式性質，然而，我們退而將步驟數呈現等差的規則加以分析，發現具規律的

性質。 

性質八：傳遞規則 1,2,3 ( )mT n ： n 人每人分別有m 顆，依序傳遞 1、2、3 顆，n 表示成

3 ( {0},3 )tn k t k=    ，則 

(1) 若 0, 1t k=  且 (mod ) , {1,2}n q q      則循環狀態:

0

3

( , , , ) ( 1, 1, 1, 2, )R

n na m m m a m q m m m= = + − − − +

個一循環

且 1R = 。 

(2)若 0, 1t k = ，則 :R

na 成功狀態，且 (3 1)
2

tm
R = − 。                                             

(3)若 0, 1t k  ，則循環狀態: (3 ,3 ,...,3 )R t t t

na m m m= ，且 (3 1)
2

tm
R = − 。 

 

 2.傳遞規則 , , 2 ( )m i i j i jT n+ + :同樣的，我們將三階等差規則一般化。 

性質九：傳遞規則 , , 2 ( )m i i j i jT n+ + ： n 人每人分別有m 顆，依序傳遞 i 、 i j+ 、 2i j+ 顆，n 表

示成 3 ( {0},3 )tn k t k=    ，則 

(1) 若 0, 1t k=  且 (mod ) , {1,2}n q q      則循環狀態: 

   0

3

( , , , ) ( , , , 2 , )R

n na m m m a m q j m j m j m j= = + − − − +

個一循環

且 1R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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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若 0, 1t k = ，則 :R

na 成功狀態，且 (3 1)
2

tm
R

j
= − 。                                             

(3)若 0, 1t k  ，則循環狀態: (3 ,3 ,...,3 )R t t t

na m m m= ，且 (3 1)
2

tm
R

j
= − 。 

 

3.傳遞規則 1,2,3,4,5 ( )mT n :接著，我們推廣至五階，並成功將其一般化。 

性質十：傳遞規則 1,2,3,4,5 ( )mT n ： n 人每人分別有m 顆，依序傳遞 1、2、3、4、5 顆，n 表示

成 5 ( {0},5 )tn k t k=    ，則 

(1) 若 0, 1t k=  且 (mod ) , {1,2,3,4}n q q      ，則循環狀態: 

   
0 ( , , , ) ( 1, 1, 1, 1, 1, 4, )R

n na m m m a m q m m m m m= = + − − − − − +

5個一循環

且 1R = 。 

(2)若 0, 1t k = ，則 :R

na 成功狀態，且 (5 1)
4

tm
R = − 。                                             

(3)若 0, 1t k  ，則循環狀態: (5 ,5 ,...,5 )R t t t

na m m m= ，且 (5 1)
4

tm
R = − 。 

 

 4.傳遞規則 , , 2 , 3 , 4 ( )m i i j i j i j i jT n+ + + +  

性質十一：傳遞規則 , , 2 , 3 , 4 ( )m i i j i j i j i jT n+ + + + ： n 人每人有m 顆，依序傳遞 i 、 i j+ 、 2i j+ 、

3i j+ 、 4i j+ 顆，n表示成 5 ( {0},5 )tn k t k=    ，則 

(1) 若 0, 1t k=  且 (mod ) , {1,2,3,4}n q q      ，則循環狀態: 

   0 ( , , , ) ( , , , , , 4 , )R

n na m m m a m q j m j m j m j m j m j= = + − − − − − +

5個一循環

且 1R = 。 

(2)若 0, 1t k = ，則 :R

na 成功狀態，且 (5 1)
4

tm
R

j
= − 。                                             

(3)若 0, 1t k  ，則循環狀態: (5 ,5 ,...,5 )R t t t

na m m m= ，且 (5 1)
4

tm
R

j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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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傳遞規則 , 2 ,..., ( )m i j i j i pjT n+ + +  

    在分析過程中，我們發現大多在規則步驟數非質數的情形，便會出現玩家手中出現負數 

的無效傳遞情形或是無法系統性的規律。但是卻有一些數據仍有些許規律，整理後才統整

出，這些同樣具有相似性質的規則，其步驟數階為質數的冪次。 

性質十二：傳遞規則 , 2 ,..., ( )m i j i j i pjT n+ + + ： n 人每人有m 顆，依序傳遞 i j+ 、 2i j+ 、…、 i pj+

顆，n表示成 0( {0}, )trn p k tr p k=     ，而 0

rp p= 其中
0p 為質數且 r  則 

(1) 若 =0, 1tr k  且
0 0(mod ) , {1,2,..., 1}n q p q p     − ，則 

   0 ( , , , ) ( , , , , ( 1) , )R

n n

p

a m m m a m q j m j m j m p j= = + − − − + −

個一循環

且 1R = 。 

(2)若 0, 1tr k = ，則 :R

na 成功狀態，且

1

1
( 1)

1

t
rmp p

R
j p

 
− 

  −
=  +

−
。                                             

(3)若 0, 1t k  ，則循環狀態: ( , ,..., )R t t t

na q m q m q m= ，且

1

1
( 1)

1

t
rmp p

R
j p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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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問題討論 

(一)對於傳遞 i顆、 i顆、 i j+ 顆…糖果的觀察 

以下為方便統整歸納， n 人分別有m 顆糖果，依序傳遞 1x 顆、 2x 顆、 3x 顆、…、
px

顆糖果的傳遞規則定義為 ( )
1 2, , pm x x xT n ，例如： n 人分別有 3 顆糖果，依序傳 1、2 顆糖

果定義為 ( )3 1,2T n 。 

在規則 ( )1,2mT n 情況下，不論m 值為何，均成有關 2 冪次形式，較容易研究，但規則 

( )1,1,2mT n : n 人每人有m 顆，依序傳 1、1、2 顆顯得較複雜。由於傳遞規則為 3 個一循環 

並推測結果與 3 冪次有關，而 3 冪次使數值快速增加，數據大是不便討論的原因之一， 

甚至耗費大量時間跑程式蒐集數據，雖尚未找出所有傳遞結果之通式，但以下發現： 

1.最終皆為循環狀態。 

2.若最終循環人數 ' 1(mod3)n  ，則由後往前框選作三階行列式運算取絕對值加總後再

加上前面一重複出現之數，結果恰等於人數 n 。 

 Ex： ( )1 1,1,2 10T  

 

0

3 2 2

 3 1 3  

2 3

13

2

+ =  

 

以未知數表示如下： 

 

3.若最終循環人數 ' 1(mod3)n  ，則由後往前框選作三階行列式運算取絕對值加總後再

加上前面剩下的二階行列式值恰等於人數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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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 ( )1 1,1,4 23T  

 

 

 

 

3 3 2 2 5 2
3 3

 3 2 3   2 4 3    23
4 2

4 2 2 3 4 2

+ + =  

以未知數表示如下： 

 

我們好奇上述行列式性質是否在其他傳遞規則下也成立，若成立，希望能給予嚴謹

證明，並找出其與原糖果傳遞問題之關聯；若不成立，希望能找出其成立之條件。 

 

(二)傳遞結果中的行列式性質—循環規律中的暗號 

探討傳遞規則 ( )1,1,1,2mT n 及 ( )1,1,1,1,2mT n 時，發現許多無法套用前述規則的狀況，因此

我們將先前的框選規則調整為：在每個 p 階傳遞規則下，由後往前每次框選一個 n 階行

列式(紅框)，重複此動作直到最後剩下不足 p 行時，再由前往後框選一個 p 階行列式(藍

框)，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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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方便討論及說明，定義以下符號： 

1. 0det( )a ：框選第1行至第 p 行的行列式值，即為上圖藍色框線所示 

2. det( )xa ：由左至右第 1x + 個行列式(右至左第3( )
n

x
p

 
− 

 
行至3( ) 1

n
x p

p

 
− − + 

 
行)值 

3.
0

det( )

n

p

x

x

a

 
 
 

=

 ：所有行列式取絕對值後之總和 

    首先探討當 p 為質數且相異步驟間接相差 j 或相等之情形，若剩餘人數 n 不小於傳

遞步驟數 p 時，其行列式之和具有以下特殊性質： 

1.二階規則： 

2p =  傳遞規則 行列式總和 

2 異 , ( )m i i jT n+
 jmn  

     <舉例> 

3 1,2 (5)T : 5 人分別有 3 顆，依序傳 1、2 顆 

循環 : C (5) (3,3,3,3,3) (3,2,4,2,4)n =  

 

0

3 2 2 4 2 4
det( ) | | | | | | 15

3 3 3 3 3 3

n

p

x

x

a

 
 
 

=

= + + =  

1 3 5 15jmn =   =  

6 3,5 (6)T : 6 人分別有 6 顆，依序傳 3、5 顆 

循環 : C (3) (12,12,12) (12,10,14)n =  

 

0

12 12 12 12
det( ) 72

12 10 10 14

n

p

x

x

a

 
 
 

=

= + =  

2 6 6 72jmn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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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三階規則： 

3p =  傳遞規則 行列式總和 

2 同 1 異 
, , ( )m i i i jT n+

 
2j mn  

, , ( )m i i j i jT n+ +
 

3 異 , , 2 ( )m i i j i jT n+ +
 23 j mn  

 

3.五階規則： 

5p =  傳遞規則 行列式總和 

4 同 1 異 
, , , , ( )m i i i i i jT n+

 
4j mn  

, , , , ( )m i i j i j i j i jT n+ + + +
 

3 同 2 同 
, , , , ( )m i i i i j i jT n+ +

 
4j mn  

, , , , ( )m i i i j i j i jT n+ + +
 

3 同 2 異 

, , , , 2 ( )m i i i i j i jT n+ +
 

4 11j mn   
, , 2 , 2 , 2 ( )m i i j i j i j i jT n+ + + +

 

, , , , 2 ( )m i i j i j i j i jT n+ + + +
 4 5j mn   

2 同 3 異 

, , , 2 , 3 ( )m i i i j i j i jT n+ + +
 

4 41j mn  
, , , 2 , 3 ( )m i i j i j i j i jT n+ + + +

 

, , 2 , 2 , 3 ( )m i i j i j i j i jT n+ + + +
 

, , 2 , 3 , 3 ( )m i i j i j i j i jT n+ + + +
 

2 同 2 同 1 異 

, , , , 2 ( )m i i i j i j i jT n+ + +
 

4 11j mn   
, , , 2 , 2 ( )m i i j i j i j i jT n+ + + +  

, , , 2 , 2 ( )m i i i j i j i jT n+ + +
 4 5j mn   

5 異 , , 2 , 3 , 4 ( )m i i j i j i j i jT n+ + + +
 4 35j mn   

      觀察以上數據結果，進一步延伸推廣至任意 p 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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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任意 p 階規則： 

p 任意 傳遞規則 行列式總和 

-p k 同 k 同 , , , , , ( )
p k k

m i i i i j i jT n
−

+ +  1pj mn−  

特殊型 
2

, , , , , , 2 , 2 ( )
p k k k

m i i i i j i j i j i jT n
−

+ + + +  1 1
(2 1)

3

p pj mn−  +  

2

, , , , , , 2 , 2 ( )
k p k k

m i i i i j i j i j i jT n
−

+ + + +  1pj mn p−   

p 異 , , , ( 1) ( )m i i j i p jT n+ + −
 1 2p pj mn p− −  

 

 (三)行列式性質的應用—推論原傳遞規則的所有可能性 

 在已知傳遞規則及人數下可經由程式傳遞後之結果算出其行列式總和，我們好奇若

已知行列式總和是否可由此逆推出原傳遞規則，目前進行嘗試如下： 

以
0

det( ) 24

n

p

x

x

a

 
 
 

=

= 為例：  

1. 2p = 、二異 

行列式總和= jmn  24 mnj =  

滿足n p m i j   +且 之可能情況如下： 

24 1 1 24=   → 

1 2 12=   → 

3 , 1 8 , 1(8) (3)1 3 8 i i i iT T+ +=   →  或  

4 , 1 6 , 1(6) (4)1 4 6 i i i iT T+ +=  →   或  

4 , 2 (3)2 4 3 i iT +=   →  

        2. 3p = 、二同一異 

行列式總和= 2j mn 224 mnj =  

滿足n p m i j   +且 之可能情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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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1 6 2=   →  

22 3 2=   →   

23 2 2=   →   

26 1 2=   →  

21 24 1=   →  

22 12 1=   →  

3 ,

2

1, 1(8)3 8 1 i i iT + +=   →  

4 , 1, 1 6

2

, 1, 1(6) (4)4 6 1 i i i i i iT T+ + + +=   → 或  

    3. 3p = 、三異 

行列式總和= 23 j mn 224 3mnj = 28 mnj =  

滿足n p m i j   +且 之可能情況如下： 

28 1 2 2=   →  

22 1 2=   →  

21 8 1=   →  

22 4 1=   →  

            由此可知在此情形下的狀況共有 8 種可能的有效規則 

另外再以
0

det( ) 144

n

p

x

x

a

 
 
 

=

= 為例： 

 傳遞規則 行列式和 回推傳遞規則 

2p =  ,T ( )m i i j n+
 mnj  

3 , 1 48 , 1144 3 48 1 (48) (3)i i i iT or T+ +=   →    

4 , 1 36 , 14 36 1 (36) (4)i i i iT or T+ +=   →    

6 , 1 24 , 16 24 1 (24) (6)i i i iT or T+ +=   →    

8 , 1 18 , 18 18 1 (18) (8)i i i iT or T+ +=   →    

9 , 1 16 , 19 16 1 (16) (9)i i i iT or T+ +=   →    

12 , 112 12 1 (12)i iT +=   →  

4 , 2 18 , 24 18 2 (18) (4)i i i iT or T+ +=   →   

6 , 2 12 , 26 12 2 (12) (6)i i i iT or T+ +=   →   

8 , 2 9 , 28 9 2 (9) (8)i i i iT or T+ +=   →   

24 , 224 3 2 (3)i iT +=   →  

6 , 3 8 , 36 8 3 (8) (6)i i i iT or T+ +=   →   

12 , 3 12 , 412 4 3 (4) (3)i i i iT or T+ +=   →   

16 , 316 3 3 (3)i iT +=   →  

9 , 49 4 4 (4)i iT + =   →   

6 , 46 6 4 (6)i iT +=   →   

3p =  , ,T ( )m i i i j n+  2mnj  

2

3 , , 1144 3 48 1 (48)i i iT +=   →  

2

4 , , 1 36 , , 14 36 1 (36) (4)i i i i i iT or T+ +=   →   

2

6 , , 1 24 , , 16 24 1 (24) (6)i i i i i iT or 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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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8 , , 1 18 , , 18 18 1 (18) (8)i i i i i iT or T+ +=   →  

2

9 , , 1 16 , , 19 16 1 (16) (9)i i i i i iT or T+ +=   →   

2

12 , 1, 112 12 1 (12)i i iT + +=   →  

2

4 , , 2 9 , , 24 9 2 (9) (4)i i i i i iT or T+ +=   →   

2

6 , , 26 6 2 (6)i i iT +=   →  

, , 2T ( )m i i j i j n+ +
 23mnj  

2

6 , 1, 2 8 , 1, 2144 3 (6 8 1 ) (8) (6)i i i i i iT or T+ + + +=    →   

2

4 , 1, 2 12 , 1, 23 (4 12 1 ) (12) (4)i i i i i iT or T+ + + +=    →   

5p =  , , , ,T ( )m i i i i i j n+
 4mnj  

4

3 , , , , 1144 3 48 1 (48)i i i i iT +=   →   

4

4 , , , , 14 36 1 (36)i i i i iT +=   →   

4

6 , , , , 1 24 , , , , 16 24 1 (24) (6)i i i i i i i i i iT or T+ +=   →   

4

8 , , , , 1 18 , , , , 18 18 1 (18) (8)i i i i i i i i i iT or T+ +=   →   

4

9 , , , , 1 16 , , , , 19 16 1 (16) (9)i i i i i i i i i iT or T+ +=   →   

4

12 , , , , 112 12 1 (12)i i i i iT +=   →  

由以上結果發現，同一行列式值逆推出的傳遞規則並非唯一，可能需透過給定其他條件

進行限制，才得以藉由上述方法確定原傳遞規則。 

 

 

肆、結論與應用 

我們首先將糖果傳遞規則推廣至初始每人手中可持有任意m顆糖果，任意傳遞 i 顆、 j

顆、 i 顆、 j 顆……糖果，即 2 階規則，再推廣到任意的 p 階規則，均已歸納且嚴謹證明其

傳遞結果。甚至，在研究過程中還發現特殊的行列式性質，可以用來回推遊戲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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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一、引理 1.1 證明 

(一) 引理 1.1.1  

1. 1

2 1 2 1

(2 1,2 ,2 ,......, 2 ) (2 2,2 1,2 1,......, 2 1)r r r r r r r r

s s+ +

+ ⎯⎯→ + − + −
輪

個 個

 

        2

2 1

(2 3,2 2,2 2,......, 2 2)r r r r

s+

⎯⎯→ + − + −
輪

個

3

2 1

(2 4,2 3,2 3,......, 2 3)r r r r

s+

⎯⎯→ + − + − →
輪

個

 

       

2. 1

2 2

(2 1,2 ,2 ,......, 2 ) (2 2,2 1,2 1,......, 2 1)r r r r r r r r

s s

+ ⎯⎯→ + − + −
輪

個 個

2

2

(2 1,2 ,2 ,......, 2 )r r r r

s

⎯⎯→ +
輪

個

 

(一)引理 1.1.2 

1. 
1 2

1 1,1.1

2 +1 2 -1 2 -1

(1,1,......,1) (0,0,3,0,2,0, ,2,0,2)=(3,2, 2, , 2) (5,4,4, , 4)
t t t− −

⎯⎯→ ⎯⎯⎯⎯→
輪 引理

個 個 個

 

  
2

1,1.1 1,1.12 2 2 2 1 1

2 -1

(2 1,2 ,2 ,2 ) (2 1,2 ) (2 1) :t t t t t t t− − − − − −→ ⎯⎯⎯⎯→ + ⎯⎯⎯⎯→ + → +
引理 引理

個

成功  

2. 
1 2

1 1,1.1

2 1 2 -1 2 -1

(1,1, ,1) (0,0,3,0,2,0, ,2,0,2)=(3,2,2, , 2) (5,4,4, , 4)
t t tk k k− − +  

⎯⎯→ ⎯⎯⎯⎯→
輪 引理

個 個 個

 

   1,1.1 1,1.1

-1

(2 1,2 ,......, 2 )t t t

k

→ ⎯⎯⎯⎯→ + ⎯⎯⎯⎯→
引理 引理

個

循環  

 

(二) n 為偶數 

1. 1

2 1 2 1

(2 2,2 ,2 ,......, 2 ) (2 3,2 1,2 1,......, 2 1)r r r r r r r r

s s+ +

+ ⎯⎯→ + − + −
輪

個 個

 

     2

2 1

(2 4,2 2,2 2,......, 2 2)r r r r

s+

⎯⎯→ + − + −
輪

個

3

2 1

(2 5,2 3,2 3,......, 2 3)r r r r

s+

⎯⎯→ + − + − →
輪

個

 

  
2 1 1 1 1

2 1

(2 2 2,2 2 ,2 2 ,......, 2 2 ) (2 2,2 ,2 ,......, 2 )
r

r r r r r r r r r r r r

s s

+ + + +

+

⎯⎯⎯→ + + − + − = +
輪

個 個

 

2. 1

2 2

(2 2,2 ,2 ,......, 2 ) (2 3,2 1,2 1,......, 2 1)r r r r r r r r

s s

+ ⎯⎯→ + − + −
輪

個 個

2

2

(2 2,2 ,2 ,......, 2 )r r r r

s

⎯⎯→ +
輪

個

 

二、引理 1.2 證明 

(一)引理 1.2.1  

1. 1

2 1 2 1

(2 2,2 ,2 ,......, 2 ) (2 3,2 1,2 1,......, 2 1)r r r r r r r r

s s+ +

+ ⎯⎯→ + − + −
輪

個 個

 

2 1 1 1 1

2 1

(2 2 1,2 2 ,2 2 ,......, 2 2 ) (2 1,2 ,2 ,......, 2 )
r

r r r r r r r r r r r r

s s

+ + + +

+

⎯⎯⎯→ + + − + − = +
輪

個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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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1

(2 4,2 2,2 2,......, 2 2)r r r r

s+

⎯⎯→ + − + −
輪

個

3

2 1

(2 5,2 3,2 3,......, 2 3)r r r r

s+

⎯⎯→ + − + − →
輪

個

 

  
2 1 1 1 1

2 1

(2 2 2,2 2 ,2 2 ,......, 2 2 ) (2 2,2 ,2 ,......, 2 )
r

r r r r r r r r r r r r

s s

+ + + +

+

⎯⎯⎯→ + + − + − = +
輪

個 個

 

  2. 1

2 2

(2 2,2 ,2 ,......, 2 ) (2 3,2 1,2 1,......, 2 1)r r r r r r r r

s s

+ ⎯⎯→ + − + −
輪

個 個

2

2

(2 2,2 ,2 ,......, 2 )r r r r

s

⎯⎯→ +
輪

個

 (二)引理 1.2.2  

1. 
-1 2

1 1,2.1

2 +2 2 -1 2 -1

(1,1, ,1) (0,0,4,0,2,0, ,2,0)=(4,2,2, , 2) (6, 4,4, , 4)
t t t −

⎯⎯→ ⎯⎯⎯⎯→
輪 引理

個 個 個

 

  
2

1,2.1 1,2.12 2 2 2 1 1

2 -1

(2 2,2 ,2 ,2 ) (2 2,2 ) (2 2) :t t t t t t t− − − − − −→ ⎯⎯⎯⎯→ + ⎯⎯⎯⎯→ + → +
引理 引理

個

成功  

2. 
1 2

1 1,2

2 2 2 -1 2 -1

(1,1, ,1) (0,0,2,0,2,0, ,2,0)=(4,2,2, , 2) (6, 4,4, , 4)
t t tk k k− − +  

⎯⎯→ ⎯⎯⎯→
輪 引理

個 個 個

 

   1,2.1 1,2.1

-1

(2 2,2 ,......, 2 )t t t

k

→ ⎯⎯⎯⎯→ + ⎯⎯⎯⎯→
引理 引理

個

循環  

三、引理 1.3 證明 

(一) n 為奇數 

1.當 1r = 時 

 
1

10 1

(2 1) (2 1) (2 1)

 (1,1, ,1) (0,0,3,0,2,0, , 2,0,2) (3,2,2, , 2)
t t t

n n

k k k

a a
− +  +  +

= ⎯⎯→ = =
輪

個 個 個

 

1 1 1 1 1 1(1) 3, (2) 5, , (2 ) 2 1 1+(2 ) 2t t t

n n nS S S k k k− − = =  =  + =    原式成立 

2.設 當 'r r= 時 原式成立，即 2 1S ( )=1+ 2 , {1,2, , 2 }
r r t r

n i i i k
  − − =   

則 當 1r r= + 時 

   2 1

2 1

(2 2,2 ,2 , , 2 )
r

t r

r r r r

n

k

a


−

   −

 −

= +

個

1

2 1

 (2 2,2 1,2 1, , 2 1)
t r

r r r r

k
−

   

 −

⎯⎯→ + − + −
輪

個

　  

2

2 1

 (2 3,2 2,2 2, ,2 2)
t r

r r r r

k
−

   

 −

⎯⎯→ + − + − →
輪

個

　  

    
2 ' ' ' ' ' '

2 1

(2 2 1,2 2 ,2 2 , ,2 2 )
r

t r

r r r r r r r r

k



−

 

 −

⎯⎯⎯→ + + − + −
輪

個

　  

1

1

1 1 1 1 2 1

2 1

(2 1,2 ,2 , , 2 )
r

t r

r r r r

n

k

S
+

− −

   + + + + −

 −

= + =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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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2 1 ' 1 2 1 ' 1(1) 1 2 , (2) 1 2 2 , ,

r rr r

n nS S
 + +− + − + = + = + 

12 1 1 ' 1 ' 1(2 ) 1 2 2
r t r t r r

nS k k
+ − − − − − + = +    

 由 1.、2.及數學歸納法，得證 

  (二) n 為偶數 

1.當 1r = 時 

 
1

1

0 1

(2 2) (2 2) 2 -1

 (1,1, ,1) (0,0,4,0,2,0, , 2,0) (4,2,2, , 2)
t t t

n n

k k k

a a
− +  + 

= ⎯⎯→ = =
輪

個 個 個

 

1 1 1 1 1 1(1) 3, (2) 5, , (2 ) 2 1 3+(2 1) 2t t t

n n nS S S k k k− − = =  =  + =  −   

  1 1 1 0(2 1) 2 2 3 [2(2 1) 3] 2t t t

nS k k k− −  + =  + = +  + −   原式成立 

2.設 當 'r r= 時 原式成立，即 ( )
'

2 1

' 1

3 ( 1) 2
S

3 (2 3) 2

r

r

n r

i
i

i


−

−

 + − 
= 

+ − 

'

'

, {1,2,..., 2 }

, {2 1}

t r

t r

i k

i k

−

−

= 

=  +
 

   則 當 1r r= + 時， 2 1

2 1

(2 2,2 ,2 , , 2 )
r

t r

r r r r

n

k

a


−

   −

 −

= +

個

1

2 1

 (2 3,2 1,2 1, , 2 1)
t r

r r r r

k
−

   

 −

⎯⎯→ + + − −
輪

個

　  

            
2

2 1

 (2 4,2 2,2 2, ,2 2)
t r

r r r r

k
−

   

 −

⎯⎯→ + − + − →
輪

個

　  

    
2 ' ' ' ' ' '

2 1

(2 2 2,2 2 ,2 2 , ,2 2 )
r

t r

r r r r r r r r

k



−

 

 −

⎯⎯⎯→ + + − + −
輪

個

　 

1

1

1 1 1 1 2 1

2 1

(2 2,2 ,2 , , 2 )
r

t r

r r r r

n

k

a
+

− −

   + + + + −

 −

= + =

個

 

  
1 12 1 2 1 ' ' 1(1) 3, (2) 3 2 2 3 2 , ,

r r r r

n nS S
 + +− − + = = +  = +  

  
12 1 1 ' ' ' 1 ' 1(2 ) 3 (2 2) 2 3 (2 1) 2

r t r t r r t r r

nS k k k
+ − − − − − − + = + −  = +  −  原式成立 

 由 1.、2.及數學歸納法，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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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引理 1.4 證明 

(一) n 為奇數  

1.由引理 1.1：若 1k = ，則最終為成功狀態 

  由引理 1.3： 1 22 1 -1 -1 -1 -1 -1 -1(2 ,2 +1) (2 -1,2 +2) (2 -2,2 +3)
t t t t t t t

nS − = ⎯⎯→ ⎯⎯→
輪 輪     

    
-12

(0,2 +1) (2 +1) :
t

t t→   ⎯⎯⎯→ =
輪 成功    

2.由引理 1.1：若 1k  ，則最終為循環狀態 

  由引理 1.3 及引理 1.1 的證明過程知： 

1 12 1 (2 1,2 ,2 ,......, 2 ) (2 1,2 -1,2 +1,......, 2 +1) (2 +1,2 ,......, 2 )
t t t t t t t t t t t t

n

k k k

S − = + ⎯⎯→ + ⎯⎯→
輪 輪

個 個 個

 

:S {1+2 ,1 2 2 ,......,1 2 }R t t t

n k = +  + 循環  

  (二) n 為偶數 

1.由引理 1.2：若 1k = ，則最終為成功狀態 

      由引理 1.3： 12 1 (2 ,2) (2 2,0) (2 2) :
t t t t

nS − = ⎯⎯→ + = +
次 成功   

2.由引理 1.2：若 1k  ，則最終為循環狀態 

    由引理 1.3 及引理 1.2 的證明過程知： 

1 12 1 (2 2,2 ,2 ,......, 2 ) (2 2,2 +1,2 -1,......, 2 -1) (2 +2,2 ,......, 2 )
t t t t t t t t t t t t

n

k k k

a − = + ⎯⎯→ + ⎯⎯→
輪 輪

個 個 個

 

:S {3,3 2 ,......,3 ( 1)2 )}R t t

n k = + + −循環  

五、引理 2.1 證明 

(一) 引理 2.1.1  

1. 1

2 1 2 1

(2 +2,2 ,2 ,...,2 ) (2 +3, 2 -1,2 +1,...,2 -1)r r r r r r r r

s s+ +

⎯⎯→輪

個 個

2

2 1

(2 +4,  2 -2,2 +2,...,2 -2)r r r r

s+

⎯⎯→輪

個

 

2 +1 +1 +1

2 1

(2 +2 +2,2 -2 ,2 +2 ,...,2 -2 )=(2 +2,2 ,...,2 )
r r r r r r r r r r r r

s s+

→  ⎯⎯⎯→輪

個 個

 

2. 1

2 2

(2 2,2 ,2 ,......, 2 ) (2 2,2 1,2 1,......, 2 1)r r r r r r r r

s s

+ ⎯⎯→ + − + −
輪

個 個

2

2

(2 2,2 ,2 ,......, 2 )r r r r

s

⎯⎯→ +
輪

個

 

(二) 引理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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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2 2

( 2,2, , 2) (2,1,3,1,3,...,1,3)
t t

⎯⎯→
輪

+1個 個

 
2

1,2

2 2 -1

(4,2,2,...,2) (10,8,8, ,8)
t t −

⎯⎯→ ⎯⎯⎯→
2輪 引理

-1個 個

 

        
2

1,2 1,23 3 3 3 1

2

(2 2,2 ,2 ,2 ) (2 2,2 ) (2 2) :t t t t t t t− − − − +→ ⎯⎯⎯→ + ⎯⎯⎯→ + → +
引理 引理

-1個

成功  

2.
1

1 1,2,1(1)

2 1 2 2 2 1

( 2,2, , 2) (2,1,3,1,3,...,1,3) (4,2,2, , 2) (6, 4,4,......, 4)
t t t tk k k k− +   −  −

⎯⎯→ ⎯⎯→ ⎯⎯⎯⎯→
輪 2輪 引理

個 個 1個 個

 

  1,1 1,11 1 1 1

1

(2 2,2 ,2 ,......, 2 )t t t t

k

+ + + +

−

→ ⎯⎯⎯→ + ⎯⎯⎯→
引理 引理

個

循環   

六、引理 2.2 證明 

(一) 引理 2.2.1  

1. 1

2 2

( 2 ,2 ,2 ,...,2 ) ( 2 +1, 2 -1,2 +1,...,2 -1)r r r r r r r r

s s

⎯⎯→輪

個 個

2

2

( 2 +2, 2 -2,2 +2,...,2 -2)r r r r

s

⎯⎯→輪

個

 

    
2 +1 +1 +1

2

( 2 +2 , 2 -2 ,2 +2 ,...,2 -2 )=( 2 ,2 ,...,2 )
r r r r r r r r r r r r

s s

→  ⎯⎯⎯→輪

個 個

 

2. 1

2 +1 2 +1

( 2 ,2 ,2 ,...,2 ) ( 2 , 2 -1,2 +1,...,2 +1)r r r r r r r r

s s

⎯⎯→輪

個 個

2

2 +1

( 2 , 2 ,2 ,...,2 )r r r r

s

⎯⎯→輪

個

 

(二)引理 2.2.2 

1.
1 2

1 1,2,1(1)

2 2 2 2

( 2,2, , 2) (3,1,3,1,...,3,1) ( 4,4,...,4) (8,8,8,...,8)
t t t t− −

⎯⎯→ ⎯⎯→ ⎯⎯⎯⎯→
輪 2輪 引理

個 個 個 個

                        

        
2

1,1.2 1,1.21 1 1 1 1

2

(2 ,2 ,2 ,2 ) (2 ,2 ) (2 ):t t t t t t t− − − − +→ ⎯⎯⎯⎯→ ⎯⎯⎯⎯→ →
引理 引理

個

成功     

 2. 
1 2

1 1,1.2

2 2 2 2

( 2,2, , 2) (3,1,3,1,...,3,1) ( 4,4,4,...,4) (8,8,......,8)
t t t tk k k k− −   

⎯⎯→ ⎯⎯→ ⎯⎯⎯⎯→
輪 2輪 引理

個 個 個 個

 

  1,1.2 1,1.21 1 1( 2 ,2 ,......, 2 )t t t

k

+ + +→ ⎯⎯⎯⎯→ ⎯⎯⎯⎯→
引理 引理

個

循環  

七、引理 2.3 證明 

(一) n 為奇數 

1.當 1r = 時 

 
1

10 2

(2 +1) 2 2 1

(2,2, , 2) (2,1,3,1,3, ,1,3) (4,2,2, ,2)=a
t t t

n n

k k k

a
−   −

= ⎯⎯→ ⎯⎯→
輪 2輪

個 個 個

 

2 2 2 1 1 1(1) 2, (2) 3, , (2 ) 2 1 2+(2 1) 2t t t

n n nS S S k k k− − = =  =  + =  −   原式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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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設 當 'r r= 時 原式成立，即 2 1( )=2+( 1) 2 , {1,2, , 2 }
r r t r

nS i i i k
  − +−  =  ， 

則 當 1r r= + 時 

   2

2 1

(2 2,2 ,2 , ,2 )
r

t r

r r r r

n

k

a


−

   

 −

= +

個

1

2 1

 (2 3,2 1,2 1, , 2 1)
t r

r r r r

k
−

   

 −

⎯⎯→ + − + −
輪

個

　  

         
2

2 1

 (2 4,2 2,2 2, ,2 2)
t r

r r r r

k
−

   

 −

⎯⎯→ + − + − →
輪

個

　  

2 ' ' ' ' ' '

2 1

(2 2 2,2 2 ,2 2 , ,2 2 )
r

t r

r r r r r r r r

k



−

 

 −

⎯⎯⎯→ + + − + −
輪

個

　     

 
1

1

1 1 1 1 2

2 1

(2 2,2 ,2 , , 2 )
r

t r

r r r r

n

k

a
+

− −

   + + + +

 −

= + =

個

 

  
1 12 2 ' 1 '(1) 2, (2) 2 2 2 2 2 , ,

r r r r

n nS S
 + + + = = + = +   

  
12 ' ' ' ' '(2 ) 2 2 2 2 2 (2 1) 2

r t r t r r r t r r

nS k k k
+ − − −  = +   − = +  −   原式成立 

 由 1.、2.及數學歸納法，得證 

(二) n 為偶數 

1.當 1r = 時 

0

2

(2,2, , 2)
t

n

k

a



=

個

 2 2 2 1 1(1) 1, (2) 2, , (2 ) 2 1 (2 1) 2t t t

n n nS S S k k k − = =  =  = +  −   

  2 1 1 0(2 1) 2 2 3 [2(2 1) 3] 2t t t

nS k k k− − + =  + = +  + −   原式成立 

2.設 當 'r r= 時 原式成立，即 
'

2 2

' 1

3 ( 1) 2

3 (2 3) 2

r

r

n r

i
S

i


−

−

 + − 
= 

+ − 

'

'

, 1,2,..., 2

, 2 1

t r

t r

i k

i k

−

−

= 

=  +
 

      則 當 1r r= + 時， 2 2

2 1

(2 2,2 ,2 , , 2 )
r

t r

r r r r

n

k

S


−

   −

 −

= +

個

   

         
1

2 1

 (2 3,2 1,2 1, , 2 1)
t r

r r r r

k
−

   

 −

⎯⎯→ + + − −
輪

個

　  

2

2 1

 (2 4,2 2,2 2, ,2 2)
t r

r r r r

k
−

   

 −

⎯⎯→ + − + − →
輪

個

　  

    
2 ' ' ' ' ' '

2 1

(2 2 2,2 2 ,2 2 , ,2 2 )
r

t r

r r r r r r r r

k



−

 

 −

⎯⎯⎯→ + + − + −
輪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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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1 1 1 1 2 2

2 1

(2 2,2 ,2 , , 2 )
r

t r

r r r r

n

k

S
+

− −

   + + + + −

 −

= + =

個

 

  
1 12 2 2 2 ' ' 1(1) 3, (2) 3 2 2 3 2 , ,

r r r r

n nS S
 + +− − + = = +  = +  

  
12 2 1 ' ' ' 1 ' 1(2 ) 3 (2 2) 2 3 (2 1) 2

r t r t r r t r r

nS k k k
+ − − − − − − +  = + −  = +  −  原式成立 

 由 1.、2.及數學歸納法，得證 

八、引理 2.4 證明 

    1. n 為奇數  

(1) 若 1k = ，則最終為成功狀態，且 {2}R

nS = 。 

由引理 2.1 知： 

     若 1k = ，則最終為成功狀態 

由引理 2.3 知： 1 2
(2 2,2 ) (2 +3,2 -1) (2 4,2 2) ......n t t t t t t

tS = + ⎯⎯→ ⎯⎯→ + − →
輪 輪  

       
2 1 1(2 +2,0) (2 +2) :

t
t t+ +⎯⎯⎯→ =

輪 成功   S {2}R

n =  

(2) 若 1k  ，則最終為循環狀態，且 {1 2 ,1 2 2 ,... }...,1 2t tR

n

tS k= + +  +  。 

由引理 2.2(1)知： 

若 1k  ，則最終為循環狀態。 

由引理 2.3 及引理 2.1(2)的證明過程知： 

11 1 1 1 1 1 1 1

1 (2 2,2 ,2 ,......, 2 ) (2 2,2 -1,2 +1,......, 2 +1)n t t t t t t t t

t

k k

S + + + + + + + +

+ = + ⎯⎯→ +
輪

個 個

 

1 1 1(2 2,2 ,......, 2 )t t t

k

+ + +⎯⎯→ +
2輪

個

 

, }{2,2 2 ,2 2 2 ......, 2 ( 1) 2R

n

t t tS k = + +  + −   

    2. n 為偶數 

(1) 若 1k = ，則最終為成功狀態，且 {1}R

nS = 。 

    由引理 2.2(1)知： 

     若 1k = ，則最終為成功狀態。 

      由引理 2.3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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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1(2 ) :

t t

na − += 成功  {1}R

nS =  

(2) 若 1k  ，則最終為循環狀態，且
2 2 {3,3 2 ,.. }1...., ( 2)3

t t

n

tS k− −= + + 。 

由引理 2.2(1)知： 

若 1k  ，則最終為循環狀態。 

由引理 2.3 及引理 1.2 的證明過程知： 

1 12 2 1 1 1 1 1 1 1 1(2 ,2 ,2 ,......, 2 ) (2 ,2 1,2 +1,......, 2 +1)
t t t t t t t t t

n

k k

a
+ − + + + + + + + += ⎯⎯→ −

輪

個 個

 

        1 1 1(2 ,2 ,......, 2 )t t t

k

+ + +⎯⎯→
2輪

個

 

, }{1,1 2 ,1 2 2 ......,1 ( 1) 2R

n

t t ta k = + +  + −   

九、定理三證明 

    (一) 1( , , ,..., ) ( 1, 1, 1,..., 1) ( , , ,..., )m m m m m m m m m m m m⎯⎯→ + − + − ⎯⎯→輪 2輪  

    (二) 1( , , ,..., ) ( 1, 1, 1,..., 1)m m m m m m m m⎯⎯→ + − + −輪  

            ( 2, 2, 2,..., 2)m m m m⎯⎯→ + − + − → 2輪  

     ( , , ,..., ) (2 , 2 , 2 ..., 2 )m m m m m m m m m m m m m⎯⎯⎯→ + − + − = → 輪後  

   2 (2 ,2 ,2 ,......, 2 ) (3 ,3 ,3 ,......,3 )m m m m m m m m m m m m m⎯⎯⎯→ + + + + = → 輪後  

   (2 1) ( +(2 1) )=(2 )
t m t tm m m−⎯⎯⎯⎯→ − 輪  

    (三) 1( , ,..., ) ( 1, 1, 1,..., 1)

n

m m m m m m m⎯⎯→ + − + −輪

個

 ( 2, 2, 2,..., 2)

n

m m m m⎯⎯→ + − + − → 2輪

個

 

                

/2

( , , ,..., ) (2 ,2 ,2 ..., 2 )m

n n

m m m m m m m m m m m m⎯⎯⎯→ + − + − = → 輪後

個 個

   

            ( , ,......, ) (( 1) , ( 1) ,......, ( 1) )mt

k k

m tm m tm m tm t m t m t m⎯⎯⎯→ + + + = + + + → 輪後

個 個

 

            (2 1) ( , 1, +1, 1, 1...)
t m

k

n m n m n m n m n m

k k k k k

−     
⎯⎯⎯⎯→ − − +輪

個

 

十、定理六證明 

(一) 0, 1t k=  即 ,n odd 令 2 1,n s s= +   

    1 2

2 1 2 1 2 1

( , , ,..., ) ( , 2, 2,..., 2, 2) ( , , ,..., )

s s s

m m m m m m m m m m m m m

+ + +

⎯⎯→ − + − + ⎯⎯→ 輪 輪

個 個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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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0, 1t k = 即 2 ,tn t=   

  
1 2

2 2 2

( , , ,..., ) ( 2, 2, 2,..., 2) ( 4, 4, 4,..., 4)
t t t

m m m m m m m m m m m m⎯⎯→ + − + − ⎯⎯→ + − + − → 輪 輪

個 個 個

 

              
1 2

( )
2 2

2 2

(2 ,2 ,..., 2 ) (4 ,4 ,..., 4 )
t t

m m
m

m m m m m m
− −

+

⎯⎯⎯→ ⎯⎯⎯⎯→ →
輪 輪

個 個

 

              
1( 2 )

1 1 1 12 (2 2 ,2 2 ) (2 )
tm

m m
t t t t tm m m m m

−+ + +
− − − −⎯⎯⎯⎯⎯⎯→ + − = →

輪

成功  

      又
1 1 2

2 2 ( 1)
2 2 1 2 2

t
tm m m

m m m n− −
+ + + + =  = −

−
 ( 1)

2

m
R n = −  

(三) 0, 1t k  即n even  

  1 2( , , ,..., ) ( 2, 2, 2,..., 2) ( 4, 4, 4,..., 4)

n n n

m m m m m m m m m m m m⎯⎯→ + − + − ⎯⎯→ + − + − → 輪 輪

個 個 個

 

            2

/2

( , , ,..., ) (2 ,2 ,2 ..., 2 )

m

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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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定理八證明 

(一) 0, 1t k=  即 ,n odd 令 2 1,n s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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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定理九證明 

(一) 0, 1t k=  即 ,n odd 令 2 1,n s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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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性質七證明 

(一) 0, 1t k=  即 ,n odd 令 2 1,n s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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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二階行列式性質證明 

由定理九可知，在傳遞規則 , ( )m i i jT n+ :n每人分別有m 顆，依序傳遞 i、 i j+ 顆，

( | )m i j j m +  ， n 表示成 2 ( {0},2 )tn k t k=    ，則循環只發生在以下兩種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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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語】010027 

本作品考慮一個離散動態系統的推廣形式，探討下述問題：n 人

圍成一圈，一開始每人各有一顆糖果，依序向左傳遞 1 顆、2 顆、1 

顆、2 顆糖果…，沒有糖果者退出，問最後會剩下的人的坐位分布？

作者一開始用程式算一些比較大的例子，從中間觀察規律性，最後直

接歸納出這一個問題的完整解答，是跟二進位有關的表示法。接著推

廣至起始每人 m 顆糖果，傳遞顆數為 i、i+j、i、i+j…，其結論也

相當完整。整體而言，這個問題的分析看似有一定的複雜度，但是作

者解決的手法，不管化簡、拆解、分類方法都相當 straightforward，

不具太高難度，相當有可能這個問題事實上存在一個更為精妙的觀察

或解法，建議作者可以深思這個可能性。最後，本作品的作者透過示

意圖及精細的證明，使得作品說明書十分易讀，值得嘉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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