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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面國》導讀文 

3D 列印是時下熱門的技術，它透過噴頭先沿 X、Y 軸移動，再沿 Z 軸移動，列

印出三維的物體，而傳統的 2D 列印則少了 Z 軸的上下移動。噴頭增加 Z 軸的移

動使列印技術有革命性的改變，但維度究竟是什麼？《平面國》的主角正方形和

球體即將為我們揭開維度的奧秘。 

 
點？線？面？──關於「維度空間」 
零維空間是由一個點構成，沒有大小與方向，僅用來標示位置。若將兩個點連成

一條直線，就是一維空間，在這個空間中只能單一方向的移動。二維空間只有長

與寬，沒有高度，身處在這個空間無法往上移動，平面國就是這樣的世界。而三

維就是「立體」，擁有長寬高，和二維空間相比，在這裡可以較自由地移動。 

 
同樣的物品「看」起來截然不同？──視角與視覺辨識 
平面國裡的男性是「正多邊形」以及「等腰三角形」，女性則是長短不一的「線

段」。對身處在三度空間的我們來說，分辨二維圖形是很自然的事。但當我們進

入平面國，就會發現：沒有受過訓練，這件事簡直難如登天。為什麼呢？在面前

放一張紙模擬平面國，慢慢從俯視轉為平視，就可以想像平面國國民看彼此的樣

貌：都是線段。無論用甚麼視角，都只能看到低於自己所在維度的景象。平面國

國民為了辨認彼此，發展出一項技術──視覺辨識，而這需要靠「霧」的幫忙，

如果沒有霧，不同距離的邊一樣清晰可辨；如果有霧，距離較遠的邊會比較近的

邊看起來黯淡些。因為他們形狀不同，所以線段的光影變化也不同，因此就能靠

觀察線段的明暗程度辨別彼此。 

 
通往三維的康莊大道──向上，而非向北！     
一天，對平面國國民來說不可思議的「球體」出現了！球體向正方形解釋：明白

三維空間存在的關鍵就是「向上，而非向北！」，也就是試著想像「高度」，為何

正方形無法理解？我們看「立體」習以為常，但是對一個生活在二度空間，毫無

空間概念的生物而言，可能無法理解何謂「立體」。當球體在平面國上升時，他

在平面上的位置不會改變，因此正方形只能看見一個不斷改變大小的圓，而無法

明白什麼是「向上」。試著想像地球穿過一個平面，一開始地表和這個平面接觸

的地方只有極點，但隨著地球逐漸下降，從極點經極圈到赤道，地球與平面的接

觸面積便會逐漸增加。通過赤道後，接觸的面積就會減少，直到消失。因此，在



 

正方形的眼裡，球體才會忽大忽小。 

 
多拉 A 夢的任意門？──延伸探討 
正方形終於了解三維奧秘後，興奮地詢問球體是否可以類推出四維以上的空間。

在我們生活的三維空間中，也許真如正方形所說，還存在著除了長、寬、高以外

的第四種方向，只是我們就像平面國國民不知道高度一樣，沒有意識到第四維度

的存在。或其實我們生存在四維空間中，只是第四維度小到無法測量。我們可以

進一步推想出更高維度的存在，只是我們想像不出它的樣貌。 
假如我們發現了三維以上的維度，會為生活帶來甚麼影響呢？若想限制住一個一

維生物，只要在它前後各點一個點，就可以限制它的行動；可是以二維的角度來

看，它只要往左右移就能逃脫。若想限制住一個二維生物，只要在它周圍畫個圓，

它就無法走出那個圓；可是以三維的角度來看，它只要往上移動就能脫逃。因此，

我們可以類推出，在四維空間中，我們會比在三維中有更多的移動方向，也許這

能讓我們瞬間移動到任何地方。 
存在於真實的美好想像？ 
「維度」是個神奇的領域。透過主角正方形的奇遇記，讓我們意識到第四維度存

在的可能，也讓我們想像出身處在其他維度裡的視角。其實有些我們認為不存在

的事物並不是真的不存在，只是我們還沒有發現。聰明人常堅持將過去的成功公

式套用在新的問題上，這樣反而顯得冥頑不靈，也許有些前人的思考模式值得我

們參考，但我們要做的絕對不是模仿他們的思考方式，而是避免再犯下一樣的錯

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