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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描述問題描述
• 一群人在一起時經常會形成一個一個的小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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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描述問題描述
• 一群人在一起時經常會形成一個一個的小群體。• 一群人在一起時經常會形成一個一個的小群體。假設有 n 

個人 編號由 到 每個人都寫下他最好朋友的編號

  
個人，編號由 0到 n‐1，每個人都寫下他最好朋友的編號

(如果他自己沒有其他好友，最好朋友就是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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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描述問題描述
• 一群人在一起時經常會形成一個一個的小群體。• 一群人在一起時經常會形成一個一個的小群體。假設有 n 

個人 編號由 到 每個人都寫下他最好朋友的編號

• 一群人在一起時經常會形成一個一個的小群體。假設有 n
個人 編號由 到 每個人都寫下他最好朋友的編號

 
個人，編號由 0到 n‐1，每個人都寫下他最好朋友的編號

(如果他自己沒有其他好友，最好朋友就是他自己)
個人，編號由 0到 n‐1，每個人都寫下他最好朋友的編號

(如果他自己沒有其他好友，最好朋友就是他自己)，例如

n=10，好友編號如下：n=10，好友編號如下：

4 7 2 9 6 0 8 1 5 3好友編號

0 1 2 3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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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描述問題描述
• 一群人在一起時經常會形成一個一個的小群體。• 一群人在一起時經常會形成一個一個的小群體。假設有 n 

個人 編號由 到 每個人都寫下他最好朋友的編號

• 一群人在一起時經常會形成一個一個的小群體。假設有 n
個人 編號由 到 每個人都寫下他最好朋友的編號

• 一群人在一起時經常會形成一個一個的小群體。假設有 n
個人 編號由 到 每個人都寫下他最好朋友的編號個人，編號由 0到 n‐1，每個人都寫下他最好朋友的編號

(如果他自己沒有其他好友，最好朋友就是他自己)
個人，編號由 0到 n‐1，每個人都寫下他最好朋友的編號

(如果他自己沒有其他好友，最好朋友就是他自己)，例如

n=10，好友編號如下：

個人，編號由 0到 n‐1，每個人都寫下他最好朋友的編號

(如果他自己沒有其他好友，最好朋友就是他自己)，例如

n=10，好友編號如下：在本題中，每個人的好友編號絕n=10，好友編號如下：n=10，好友編號如下：在本題中，每個人的好友編號絕

對不會重複，也就是說 0 到 n‐1 每個數字都恰好出現一次。

這種好友的關係會形成一些小群體。

4 7 2 9 6 0 8 1 5 3好友編號

0 1 2 3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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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描述問題描述
• 一群人在一起時經常會形成一個一個的小群體。• 一群人在一起時經常會形成一個一個的小群體。假設有 n 

個人 編號由 到 每個人都寫下他最好朋友的編號

• 一群人在一起時經常會形成一個一個的小群體。假設有 n
個人 編號由 到 每個人都寫下他最好朋友的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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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他自己沒有其他好友，最好朋友就是他自己)
個人，編號由 0到 n‐1，每個人都寫下他最好朋友的編號

(如果他自己沒有其他好友，最好朋友就是他自己)，例如

n=10，好友編號如下：

個人，編號由 0到 n‐1，每個人都寫下他最好朋友的編號

(如果他自己沒有其他好友，最好朋友就是他自己)，例如

n=10，好友編號如下：在本題中，每個人的好友編號絕n=10，好友編號如下：n=10，好友編號如下：在本題中，每個人的好友編號絕

對不會重複，也就是說 0 到 n‐1 每個數字都恰好出現一次。

這種好友的關係會形成一些小群體。

4好友編號

0 1 2 3 4 5 6 7 8 9

• 0 的好友是 4，4 的好友是 6，6 的好友是 8，8 的好友是 5，5 的好友是

0，所以 0、4、 6、8、和 5 就形成了一個小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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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描述問題描述
• 一群人在一起時經常會形成一個一個的小群體。• 一群人在一起時經常會形成一個一個的小群體。假設有 n 

個人 編號由 到 每個人都寫下他最好朋友的編號

• 一群人在一起時經常會形成一個一個的小群體。假設有 n
個人 編號由 到 每個人都寫下他最好朋友的編號

• 一群人在一起時經常會形成一個一個的小群體。假設有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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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編號由 0到 n‐1，每個人都寫下他最好朋友的編號

(如果他自己沒有其他好友，最好朋友就是他自己)，例如

n=10，好友編號如下：

個人，編號由 0到 n‐1，每個人都寫下他最好朋友的編號

(如果他自己沒有其他好友，最好朋友就是他自己)，例如

n=10，好友編號如下：在本題中，每個人的好友編號絕n=10，好友編號如下：n=10，好友編號如下：在本題中，每個人的好友編號絕

對不會重複，也就是說 0 到 n‐1 每個數字都恰好出現一次。

這種好友的關係會形成一些小群體。

4 6好友編號

0 1 2 3 4 5 6 7 8 9

• 0 的好友是 4，4 的好友是 6，6 的好友是 8，8 的好友是 5，5 的好友是

0，所以 0、4、 6、8、和 5 就形成了一個小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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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描述問題描述
• 一群人在一起時經常會形成一個一個的小群體。• 一群人在一起時經常會形成一個一個的小群體。假設有 n 

個人 編號由 到 每個人都寫下他最好朋友的編號

• 一群人在一起時經常會形成一個一個的小群體。假設有 n
個人 編號由 到 每個人都寫下他最好朋友的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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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0，好友編號如下：

個人，編號由 0到 n‐1，每個人都寫下他最好朋友的編號

(如果他自己沒有其他好友，最好朋友就是他自己)，例如

n=10，好友編號如下：在本題中，每個人的好友編號絕n=10，好友編號如下：n=10，好友編號如下：在本題中，每個人的好友編號絕

對不會重複，也就是說 0 到 n‐1 每個數字都恰好出現一次。

這種好友的關係會形成一些小群體。

4 6 8好友編號

0 1 2 3 4 5 6 7 8 9

• 0 的好友是 4，4 的好友是 6，6 的好友是 8，8 的好友是 5，5 的好友是

0，所以 0、4、 6、8、和 5 就形成了一個小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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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描述問題描述
• 一群人在一起時經常會形成一個一個的小群體。• 一群人在一起時經常會形成一個一個的小群體。假設有 n 

個人 編號由 到 每個人都寫下他最好朋友的編號

• 一群人在一起時經常會形成一個一個的小群體。假設有 n
個人 編號由 到 每個人都寫下他最好朋友的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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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編號由 0到 n‐1，每個人都寫下他最好朋友的編號

(如果他自己沒有其他好友，最好朋友就是他自己)，例如

n=10，好友編號如下：在本題中，每個人的好友編號絕n=10，好友編號如下：n=10，好友編號如下：在本題中，每個人的好友編號絕

對不會重複，也就是說 0 到 n‐1 每個數字都恰好出現一次。

這種好友的關係會形成一些小群體。

4 6 8 5好友編號

0 1 2 3 4 5 6 7 8 9

• 0 的好友是 4，4 的好友是 6，6 的好友是 8，8 的好友是 5，5 的好友是

0，所以 0、4、 6、8、和 5 就形成了一個小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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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描述問題描述
• 一群人在一起時經常會形成一個一個的小群體。• 一群人在一起時經常會形成一個一個的小群體。假設有 n 

個人 編號由 到 每個人都寫下他最好朋友的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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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不會重複，也就是說 0 到 n‐1 每個數字都恰好出現一次。

這種好友的關係會形成一些小群體。

4 6 0 8 5好友編號

0 1 2 3 4 5 6 7 8 9

• 0 的好友是 4，4 的好友是 6，6 的好友是 8，8 的好友是 5，5 的好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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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7 6 0 8 5好友編號

0 1 2 3 4 5 6 7 8 9

• 0 的好友是 4，4 的好友是 6，6 的好友是 8，8 的好友是 5，5 的好友是

0，所以 0、4、 6、8、和 5 就形成了一個小群體。

• 0 的好友是 4，4 的好友是 6，6 的好友是 8，8 的好友是 5，5 的好友是

0，所以 0、4、 6、8、和 5 就形成了一個小群體；另外，1 的好友是 7 
   

而且 7 的好友是 1，所以 1 和 7 形成另一個小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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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共有 4 個小群體：{0,4,6,8,5}、{1,7}、{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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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所以 0、4、 6、8、和 5 就形成了一個小群體；另外，1 的好友是 7 
• 0 的好友是 4，4 的好友是 6，6 的好友是 8，8 的好友是 5，5 的好友是

0，所以 0、4、 6、8、和 5 就形成了一個小群體；另外，1 的好友是 7 
• 0 的好友是 4，4 的好友是 6，6 的好友是 8，8 的好友是 5，5 的好友是

0，所以 0、4、 6、8、和 5 就形成了一個小群體；另外，1 的好友是 7 
而且 7 的好友是 1，所以 1 和 7 形成另一個小群體；而且 7 的好友是 1，所以 1 和 7 形成另一個小群體；同理，3 和 9 是一

個小群體；

而且 7 的好友是 1，所以 1 和 7 形成另一個小群體；同理，3 和 9 是一

個小群體；而 2 的好友是自己，因此他自己是一個小群體。

而且 7 的好友是 1，所以 1 和 7 形成另一個小群體；同理，3 和 9 是一

個小群體；而 2 的好友是自己，因此他自己是一個小群體。在這個例子裡

總共有 4 個小群體：{0 4 6 8 5}、{1 7}、{3 9}、{2}。

2
• 輸入每個人的好友編號

總共有 4 個小群體：{0,4,6,8,5}、{1,7}、{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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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好友的關係會形成一些小群體。

4 7 2 9 6 0 8 1 5 3好友編號

0 1 2 3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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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共有 4 個小群體：{0 4 6 8 5}、{1 7}、{3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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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共有 4 個小群體：{0 4 6 8 5}、{1 7}、{3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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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編號由 0到 n‐1，每個人都寫下他最好朋友的編號

(如果他自己沒有其他好友，最好朋友就是他自己)，例如

n=10，好友編號如下：

個人，編號由 0到 n‐1，每個人都寫下他最好朋友的編號

(如果他自己沒有其他好友，最好朋友就是他自己)，例如

n=10，好友編號如下：在本題中，每個人的好友編號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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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二輸出

n=10，好友編號如下：n=10，好友編號如下：在本題中，每個人的好友編號絕

對不會重複，也就是說 0 到 n‐1 每個數字都恰好出現一次。

這種好友的關係會形成一些小群體。
範例二輸出
2

4 7 2 9 6 0 8 1 5 3好友編號

0 1 2 3 4 5 6 7 8 9

• 0 的好友是 4，4 的好友是 6，6 的好友是 8，8 的好友是 5，5 的好友是

0，所以 0、4、 6、8、和 5 就形成了一個小群體。

• 0 的好友是 4，4 的好友是 6，6 的好友是 8，8 的好友是 5，5 的好友是

0，所以 0、4、 6、8、和 5 就形成了一個小群體；另外，1 的好友是 7 
• 0 的好友是 4，4 的好友是 6，6 的好友是 8，8 的好友是 5，5 的好友是

0，所以 0、4、 6、8、和 5 就形成了一個小群體；另外，1 的好友是 7 
• 0 的好友是 4，4 的好友是 6，6 的好友是 8，8 的好友是 5，5 的好友是

0，所以 0、4、 6、8、和 5 就形成了一個小群體；另外，1 的好友是 7 
• 0 的好友是 4，4 的好友是 6，6 的好友是 8，8 的好友是 5，5 的好友是

0，所以 0、4、 6、8、和 5 就形成了一個小群體；另外，1 的好友是 7 
而且 7 的好友是 1，所以 1 和 7 形成另一個小群體；而且 7 的好友是 1，所以 1 和 7 形成另一個小群體；同理，3 和 9 是一

個小群體；

而且 7 的好友是 1，所以 1 和 7 形成另一個小群體；同理，3 和 9 是一

個小群體；而 2 的好友是自己，因此他自己是一個小群體。

而且 7 的好友是 1，所以 1 和 7 形成另一個小群體；同理，3 和 9 是一

個小群體；而 2 的好友是自己，因此他自己是一個小群體。在這個例子裡

總共有 4 個小群體：{0 4 6 8 5}、{1 7}、{3 9}、{2}。

2
• 時間限制: 1 sec• 輸入每個人的好友編號

總共有 4 個小群體：{0,4,6,8,5}、{1,7}、{3,9}、{2}。

，計算出共有幾個小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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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從任何一人 x 開始，追蹤他的好友，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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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回到 x，這就是一個小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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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 2 3 4 5 6 7 8 9• 範例 f[ ]

• 如果從任何一人 x 開始，追蹤他的好友，好友
的好友 這樣 直下去 定會形成 個圓

1 x=0,y=f[x]; 
2 hil ( ! )的好友，…，這樣一直下去一定會形成一個圓

圈回到 x，這就是一個小群體

2 while (y!=x)
3  y=f[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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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for (c 1; p<n; c++) {
3 for (x=0; x<n; x++)
4 if (f[x]>=0) break;

• 另外運用變數 p紀錄已確認為

小群組成員的人數, 此人數可用

來判斷迴圈是否繼續

5 y=f[x], f[x]=‐c, p++; 
6 while (y!=x)
7 t f[ ] f[ ] ++ t來判斷迴圈是否繼續 7 t=f[y], f[y]=‐c, p++, y=t;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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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約瑟夫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