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欺骗眼睛的几何问题 

生活中我们常常相信亲眼所见，但又常常为自己的眼睛所骗，魔术就是一个

很好的例子。数学中也有这种欺骗我们眼睛的奇妙的数学魔术，请看下面问题 1

这两个图形，如果将图 1 中的四块几何图形裁剪开来重新拼接成图 2，我们将会

发现，与图 1 相比，图 2 多出了一个洞！这怎么可能呢？理性会提出这样的疑

问。奥妙何在我们姑且按下不表，让喜欢思考的同学先动动脑子。 

 

我们还是来看一个更简单的问题 2 吧，将图 3 中面积为 13×13=169 的正

方形裁剪成图中标出的四块几何图形，然后重新拼接成图４，计算可知长方形的

面积为 8×21＝168，比正方形少了一个 单位的面积，真不可思议！ 

 

这两个问题是这样的令人惊奇和难以理解，值得我们花费一些时间动手按照

所说的剪裁方法做一做。以问题 2 为例，我们在白纸上将正方形量好画出，剪成

四块，重新安排后拼成长方形，除非图形做得很大并且作图和剪裁都十分精确，

我们一般是不会发现拼接成的长方形在对角线附近发生了微小的重叠，正是沿对

角线的微小重叠导致了一个单位面积的丢失。要证实这一点我们只要计算一下长

方形对角线的斜率和正方形拼接各片相应边的斜率，比较一下就会清楚了。 

问题２中涉及到四个数据 5、8、13 和 21，有一定数学基础的同学会认出

这是著名的斐波那契数列中的四项，斐波那契数列的特征是它的每一项都是前两

项之和：1，1，2，3，5，8，13，21，34，……。我们还可以使用这个数列中

的其他相邻四项来试验这个过程，无论选取哪四项，都可以发现正方形和长方形

的面积是不会相等的，有时正方形的面积比长方形多一个单位面积，有时则正好



相反。多做几次上述实验，我们就会得出斐波那契数列的一个重要性质：这个数

列任意一项的平方等于它前后相邻两项之积加 1 或减 1。用公式表示就是：

。其中 表示正方形的面积， 表示长方形的面积。知

道了这个事实，我们就可以自己构造类似于问题 2的几何趣题。 

上面的这个斐波那契数列是以 1，1 两数开始的，广义的斐波那契数列可以

从任意两数开始。比如说，用广义斐波那契数列 2，2，4，6，10，16，……做

上述试验，就会多得或丢失四个单位的面积。如果用 a、b、c 表示广义斐波那

契数列的相邻三项，以 x 表示“得”或“失”的数字，则下列两式成立：

我们还可以来研究这样一个有趣的问题：把正方形按上述方法剪成四块，是否会

拼接成一个与它面积相等的长方形？要回答这个问题，可以令方程组中的 x 等于

零，再解之得唯一正解是： 。其中 恰是著名的黄金分割比，通

常用 来表示，它是一个无理数，等于 1.618033……。这就是说，唯一的每项平

方等于前后相邻两项之积的斐波那契数列是：1， ， ， ， ，……。要

证明它的确是斐波那契数列，只要证明它等价于数列 1， ， +1，2 +1，3

+2，……就可以了。只有用这个数列相邻项数表示的长度来分割正方形，才可以

拼出面积不变的长方形。 

 

 我们再回到问题 1，题中涉及到的数据 1，1，2，3，5，8，13 恰是斐波

那契数列的前七项，因此问题１实际上是问题２的一个复杂化版本，计算一下图

中两个大小三角形斜边的斜率，那么一开始的疑问已不讲自明。                    

最后再给喜欢思考的同学提出一个与前两个问题略有不同的问题 3，图 5

这个正方形按图中标出的数据分割成了五块几何图形，剪开后重新拼接成图６，

奇怪，又多出了一个洞！这次斜线处并无叠合，少掉的一个单位面积哪里去了呢？

这个问题最初是由美国魔术师保罗?卡瑞提出的，虽然它曾经难倒了许多美国人，

但相信它难不倒聪明的中国学生。为帮助大家思考，提示一下：不要忘了计算！

最后送给大家一句华罗庚教授的话作为本文的结束，“数缺形时少直观，形少数

时难入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