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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前，而非向後 

  

    想像一個小點向你迎面走來，向旁邊走了幾步，他變成了一條直線，你往旁

邊閃了閃，因為你發現那是一個等腰銳角三角形，尖銳的角代表危險，又或者，

你看見了另一條直線，這次無論你怎麼轉，始終都只看見直線，於是你放心的靠

近他，因為他是至高無上的圓形祭司。這就是平面國，一個只有二維空間的國度。 

 

   平面國中，女人是極尖銳且危險的直線，像針一樣，還有喋喋不休的壞毛病；

另一個極端，便是平民與貴族，貴族掌控一切。尖銳的角度昭示著危險，所以銳

角等腰三角形是士兵，而正三角形便是商人，以此類推，愈接近圓形，階級和智

慧就愈高，至於連形狀都不規則，邊長不一致的生物，更只有與世隔絕或安樂死

的下場。其他像是將低下的國民綁在小學協助教學，再任由他們餓死，以達到種

族汰換的行為，在書中更是數見不鮮。平面國運行的法則大約是：女人及奴隸不

具思考能力，不健全的人都應被抹除，破壞階級秩序是不可饒恕的，作者在影射

些什麼? 維多利亞時代的舊思維，看來可笑，卻似曾相識，現今社會是否正重蹈

覆轍，原本維繫社會正常運作的秩序正在崩毀，閱讀之際，我們微微發笑又不禁

深思起來。 

 

  不過，在本書中，也曾有工人階級反叛的例子。在色彩革命中，有了色彩可

供辨識彼此，觸摸以及視覺等原始方法便逐漸沒落，工人因此主張法律應使所有

公民平等，畢竟造成階級區隔的因素—─不確定彼此形狀而造成危險，已經不再

是問題了，不過智慧造成的差異，使社會動盪、失序，最後藉種族清洗，弭平了

一切。 

 

   值得一提的是，書中提到的視覺辨識。透過線段遠近的變化，他們就能依照

光線的明暗來判斷對方的形狀。如果視線對準頂角的角平分線，看到的線段兩邊

的端點越晦暗，那就代表他是一個越低階級的人。這不難理解，但必須經過重重

訓練和經驗才能做出正確的判斷。 

 

   除了視覺判斷，我們認為他們還有一種可以辨識他人的方式，那就是判斷他

們所占的面積。 

     



 

   依照等腰三角形、正三角形、正方形、正多邊形、圓形來做為階級的區分，

不僅與角度有關，也與面積有一定的關係。不難發現同周長圍成圖形的面積有下

列規律：一、在擁有相同數量邊的平面圖形中，以正多邊形的面積最大。二、邊

長愈多，面積愈大(所以圓形的面積最大)。書中提及每位成年男性的周長大約是

二英呎在多一點點(大約 60 多公分)，由此我們知道平面國的階級不僅以角度還有

邊數來看，也可以間接的以面積的角度來看。 

 

   接著，我們的正方形朋友提到他到立體國的經歷，他明白了一些事：一個點

(0 維圖形)要形成一條直線(1 維圖形)，只需要一個向量來到達直線上的其他點；

若要形成一個平面(2 維圖形)，則至少需要 2 條不平行的向量來畫出這個平面；

同理，若要形成眼睛「看見」的空間(3 維)，則需要 3 條互不平行的向量。接著

我們以及正方形都不約而同地想到：那由 4 條(或更多)向量組成的「空間」到底

長什麼樣子呢? 

     

   以四維圖形做為例子，愛因斯坦在他的相對論中提及四維時空，他認為宇宙

是由時間和空間組成，而時間是一條虛數值的軸；這與四維圖形的概念不大一樣，

四維是由除了 x、y、z 軸外，還有與他們三個互相垂直的 w 軸所組成的圖形，在

三維空間下生存的我們，幾乎無法實際看見真正的四維圖形，只能以想像的方式

推導，這也是為什麼球體一開始聽到正方形說的四維空間時覺得是個荒謬的想法，

就如同直線國無法了解平面國，而平面國也無法理解立體國。 

 

   革命是世上最浪漫且最英勇的旅程，通往真理的道路上總是遍布著荊棘，我

們的正方形朋友就像手持寶劍的勇者，披荊斬棘，奮勇追尋，但終究不敵理想與

現實間的摩擦，遭到終生監禁。平面國這本書，除了建構了一個新奇的世界，更

重要的，是表現出面對新知識，所應抱持的態度─—堅韌及勇敢。相信有一天，

無論幾維空間都不會是未知與茫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