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數學是研究模式的科學。史都華(Ian Stewart)在「大自然的數學遊戲」一書

中傳達這樣的信念。(模式 pattern，或翻成「胚騰」。) 

§001 楔子 

1998 年 8 月，清大校園，炙熱的午後。 

40 學分進修班每週例行的數學教育演講會將要進行，學員陸續進場，有的興高

采烈，有的睡眼惺忪。許多人穿著短褲，連教授也不例外，雖然校園不乏大樹，

但陽光太過毒辣。今天演講者是張海潮先生。 

「各位同學有甚麼問題?」 

以前的演講者就直接鋪陳了，甚至於投影片都來了。今天演講有點另類。 

§002 疑問終於釋懷 

陳之藩先生(1925~2012)在 1992 年 7 月份聯合報副刊發表「黃金分割為什麼

美」一文(註 1)，表示「黃金分割所以美，美在對稱上，如果你用二進位

來表示這個神祕數字，就會看得出來…」。 

不久，又再同年 12 月份二十一世紀雜誌上發表「黃金分割也是對稱?」一

文，把聯合報副刊中，「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文字刪掉

了。 

二十一世紀雜誌在台灣發行的時間很短，剛好我有訂閱，因此一直存疑。 

於是，我就這個疑問舉手發問。 

張教授的回答就如同下列所述:(註 2) 

回音壁‧再談黃金分割／張海潮(台大數學系教授) 

陳之藩先生七月十二日在聯副發表「黃金分割為什麼美」一文，文中的計算和論

點卻引起台大數學系同仁的興趣，幾位同仁討論之後囑我務必寫一短文借聯副向

讀者說明。…至於平移對稱：「陳文」指的是 0.618 的表式中一個 1 之後接著兩

個 0 繼之以四個 1 而以八個 0 收尾，「陳文」說：「很好記：這是太極生兩儀，

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次序。」遺憾的是陳先生計算錯了，這八個零絕不會

連續出現，正確的答案是…【1992-09-01/聯合報/39 版/聯合副刊】 

§003 如何用二進位法表示黃金比例 

取 0.618 為例,因為 0.618<1 

2 3

1 2 3

1 1 1
0.618 ( ) ( ) ...

2 2 2
a a a       ,其中 a1,a2,a3,… {0,1}  

如右圖，每一個步驟乘以 2，如果個位數=1，則把 1 移除再乘

以 2，方框中的數字就是 0.618 的二進位表示。 

即 0.618=[1.0011110001…]二 



因為以 0.618 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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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差太大，所以”八卦”沒多久就消失了。 

應該很容易設計一個程式算出黃金比例的二進位法表示。 

§004 一個無效的模式 

在刻卜勒的時代，人們所知道的行星只有水星、金星、地球、火星、木星、土星

等六個。 

刻卜勒(Johannes Kepler 1571－1630)在提出令他永垂不朽的行星運動三

大定律之前，一直思考一個問題：「為什麼太陽系有六個行星？而不是五個或七

個、八個？」，他也一直好奇這些行星和太陽之間的距離為什麼是那樣？到底是

遵循什麼規律呢？ 

有一天，他忽然間得到了靈感。 

他想到了柏拉圖的多面體，克卜勒在 1596 年出版的「宇宙的奧秘」書中以柏拉

圖多面體及以球的內接和外切 5 種正多面體來描述各行星與太陽距離的關係： 

土星與木星間為正方體，木星與火星間是正四面體，火星與地球間是正十二面

體，地球與金星間是正二十面體，金星與水星間是正八面體，每一正面體內接於

外面那個行星所在的天球，而外切於裡面那個行星所在天球。 

更巧的是，能夠滿足這樣內接外切特性的多面體，剛好就是六個，也就回答了太

陽系為什麼剛好有六個行星這個困擾他很久的問題。 

數術(numerology)是尋找模式最簡單的方法，因此也是最危險的。說它簡單

是因為任何人都會，說它危險也是基於相同的理由。(大自然的數學遊戲 p.13) 

道法自然。把數學跟宇宙聯結一直是人類的夢想，也許陳之藩先生只是跟刻普勒

一樣犯了美麗的錯誤。 

§005 模式的迷思 

在中學任教，我們常看到類似這樣的考題: 

2、3、5、7、□，則□=? 

或者以下比較深刻的題目。 



(甲)通過定點 A的圓,最多把平面分成幾個區域? 

這是一個遞迴求解的問題，也可以說是一個歸納的問題，通常我們是這樣解答的:  

 

假設 an表示 n個通過 A的圓所分割平面的最多區域數 

則 a1=2,a2=a1+2,a3=a2+3,a4=a3+4,…,an=an-1+n 

所以 an=2+2+3+4+…+n=
2 2

2

n n 
 

我們來看一個題目: 

(乙)圓上有 n個點,連接任兩點,如果任三條弦不共點,則這些弦把圓分成幾個區

域? 

 
由 a2=2,a3=4,a4=8,a5=16 似乎 a6=32 但事實不然,a6=31，事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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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 C C C n n n n        ， 

例如:n=6 

(1) 先擺一個圓，內部有一個區域( 6

0 1C  ) 

(2) 每加入一條弦多一個區域，6點任兩點決定一條弦，有 6

2C 條弦。 

(3) 弦的交點，每多一個點就多一個區域，6點任 4點決定一個弦交點，有

6

4C 個點。 



所以最大區域數= 6 6 6

0 2 4C C C  。請看參考資料 12。 

換句話說,(甲)題中 an=an-1+n可能只是"猜想"的部分,我們認定它有如此遞迴定

義的模式也許是一種迷思! 

中學生的考題不強調嚴密，無可厚非。但是類似「五行、對稱與黃金分割」這樣

的命題就要很謹慎了。科學與偽科學有一條畫不清的界線，任何跨越界線的企圖

都會受到嚴格的檢視。 

§006 後記 

1994 年二十一世紀雜誌第 26 期，蕭昌建先生「評<黃金分割也是對稱?>」一

文對陳之藩先生有很嚴厲的批判。因此，陳之藩先生在 1995 年二十一世紀雜誌

第 27 期「再談黃金分割」。把黃金分割與五行、節氣扯上了關係。 

二十一世紀雜誌 2013 年 2 月號(135 期)王汝發先生發表「陳之藩:散文家與科

學家」一文，極為推崇陳先生「左手數學右手散文的」的能力。 

陳之藩先生已於 2012 年 2 月過世，關於黃金分割的論戰也結束了。 

也許王汝發先生一文是紀念陳先生逝世周年。且也讓我興起寫這篇文章的念頭，

如此因緣，也算了我多年來的一件心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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