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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Science Without Fancy! ─ 《平面國》導讀文 

生活在三維空間的你，有沒有麥哲倫出航的勇氣，有沒有牛頓發現地心引力

的奇想，想要前往其他維度的空間瞧一瞧呢？你是否曾有這樣的經驗：閱讀一本

書時，書中角色所做的決定讓你覺得愚蠢至極，很想直接進入書中的世界賞他們

幾記耳光呢？《平面國》就是這樣滿足你科學奇想的任意門；透過引人入勝的故

事，我們進入了書中的平面世界，雖然虛幻，卻建立在科學的基礎之上，帶領我

們去思考，有關維度、幾何、空間等概念，讓我們放下成見，跳脫平常的思考模

式，享受一場奇想旅程！                   

作者身處於十九世紀英國，有著階級制度的存在，當時性別平權的概念未如

現在普及，十分歧視女性，作者不帶主觀意識，忠實呈現十九世紀英國社會，成

為書中的二維世界─平面國。隨著主角正方形的腳步，我們踏上不同維度的奇幻

之旅；作者巧妙安排不同形狀來區分各個階級，女性是條直線，社會的最底層是

等腰三角形，但只要夠努力，藉由世世代代的累積，邊的數目會越來越多，提高

地位，直到趨近圓形，就是最崇高的祭司。而作者所處的時代是宗教領袖當道的

時代，於是安排祭司成為平面國國民中的完美「圓形」，但實際上他們只是有著

無限多短邊的多邊形，這便是歐幾里得與阿基米德證明圓形面積的基礎數學觀念。

我們會發現底層的國民會出現銳角，平面國中重要的軍事建築也保有銳角，因為

尖銳危險的頂角在暴動中是很致命的武器，這是作者運用幾何圖形內角和的概念

融合銳角的意象。此外透過幾何學輔以簡單光學，作者讓我們輕易理解平面國國

民的「視覺辨認法」，以美學的角度，描述曾有五彩繽紛的「彩繪革命」，使人們

透過顏色省去視覺辨認的麻煩。但這樣的革命讓一條線的女性和最崇高的祭司無

法區分，進而造成了階級混亂，延伸出許多社會問題，顏色因此被視為禁忌，平

面國又恢復以往單調的生活。                                        

隨著本文進入第二部分，作者運用不同維度的現象，佐以故事劇情，透過文

字讓我們「看見」多維空間，掌握多維空間的概念。平面國有長度跟寬度，缺少

了三維空間的高度和上下，所以不知道也不相信有其他維度的存在。在一次神奇

的夜晚，主角正方形夢見一維空間，看到皆是短短線段的國民，以聲音判斷彼此，

一維空間的國王仍夜郎自大不相信有二維空間的存在。力勸無效的主角夢醒後，

遇見下降到二維空間的球體，主角因為不知有三維空間的存在，反倒成了不可語

冰的夏蟲；於是球體透過分層的概念，讓主角逐漸體會第三維的存在，最後終於

理解三維世界的關鍵是「向上移動，不是向北移動」，如此才能從空間中去俯瞰



 

自己原來所處的世界。這不就像人們活在既定難以跳脫的框架中，習慣以自己的

角度看世界的唯我論嗎？對此，作者以「維數類比」的方式啟迪我們：球體運用

與正方形向一維國王證明的相同方法，在二維空間做上下移動，塑造了「絕對隱

身」，又利用「三維物體在二維空間中的投影」來證明高度的存在。在作者循序

漸進的闡述維度概念中，點出 n-1 維與 n 維之間的關係，可以用等差數列 1,2,4,6…

以及等比數列 1,2 ,4,8,16…來推導，這促使我們腦中出現更多幻想：如果能找到

第四個方向，我們便能接觸到四維，甚至更多維的空間，如此斗膽的數學奇想便

在我們心中發了芽。                          

要相信更高維度的存在，我們需要的是跳脫框架的勇氣以及寬大的胸襟去嘗

試未知；作者以數學邏輯與幾何的思考，呈現出十九世紀人文社會下的種種現象，

循循善誘的劇情，引領我們理解「維數類比」，替我們打開通往更高維度世界的

大門，讓在二十一世紀的我們，讀來毫不陌生，越發引人省思。現實生活裡，我

們也會有與主角正方形相同的「眾人皆醉我獨醒」之孤獨，曲高和寡的無奈，和

面對真理卻無人能理解的感慨，慶幸透過閱讀與平面國相遇，期許我們都能抱持

對真理的熱情與堅持，感化周遭的人，共探維度世界的奧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