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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聊斋连载
               

  李尚志

（连载四）

明星做广告的责任
                         ——非欧几何

明星经常做广告。很多人因为对明星的崇拜而相

信明星做广告的产品，踊跃购买。但是，明星做广告

的产品有时候也会被揭发为假冒伪劣产品，甚至是含

有毒成分的食品。这时，有的消费者就会来追究明星

做广告的责任，声称是受了明星的骗才买了这些产品，

要求追究做广告的明星的法律和经济责任。这时候，

明星就会出来大呼冤枉，很多媒体也会出来为明星喊

冤，其理由也振振有词：“明星也是人，不是万能的，

不可能具有鉴别这些产品的专业知识，也不可能花很

多的时间和精力去鉴定这些产品的真伪好坏，怎么能

够保证所做广告的产品的质量，怎么能够对产品的质

量问题承担这么大的责任呢？”

这些理由听起来都很正确。但是，当明星做广告

宣传产品的时候，他们是否也会将这些正确的话讲出

来，提醒消费者不要做出错误的判断呢？是否也会在

将产品吹得天花乱坠的时候也提醒一句：“我们明星

也是人，不是万能的，不可能具有鉴别这些产品的专

业知识，也不可能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鉴定这些产

品的真伪好坏，因此大家不要盲目相信我们的广告词，

应当理性地作出自己的判断。”明星当然不会良心发

现做这样的提醒，唯利是图的广告商更不会允许明星

做这样的提醒。因为，广告商让明星做广告，其目的

就是要消费者相信“明星是万能的，也是不会骗人的，

他们说好的产品就一定是好”。明星之所以能够拿到

高额的广告费，就是因为明星能够让更多的人相信他

们是万能的，相信他们推荐的产品一定是好的。

做广告的时候希望消费者相信“明星是万能的”，

踊跃购买。出了问题又希望消费者相信“明星不是万

能的”，不要追究他们的责任。我们不必与明星和商

人们辩论到底明星万能还是不万能。但是，不用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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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知道：明星不可能既是万能的又不是万能的。如果

明星是万能的，在产品出问题之后就应当追究明星们

的责任。如果明星不是万能的，那就请不要相信明星

的广告，在决定是否购买这些产品的时候独立作出自

己的判断。如果你要坚决作明星的粉丝，相信他们是

万能的，盲目购买他们作广告的产品，那就做好牺牲

自己利益的准备，中了毒也自认倒霉。“明星不可能

既是万能的又不是万能的。”这个简单道理不但可以

用来说明明星做广告应当承担什么社会责任，也可以

帮助我们理解看起来违背常理的非欧几何。

从中学的平面几何开始，学生学的就是欧几里得

几何。其中有一条重要的公理 ：在平面上，过直线 a
外面一点 P，只能作一条与直线 a 不相交的直线 b。
同一平面内这两条不相交的直线 a, b 称为相互平行。

这个公理称为平行公理。由平行公理出发可以推出一

系列几何定理，例如 ：三角形内角和等于平角（180
度），等等。

欧几里得几何还有一些别的公理。例如，过平面

上不同的两点可以并且只能作一条直线。这些公理的

成立看起来都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平行公理似乎显

得复杂一些，不那么显然，似乎可以由别的显然成立

的公理推导出来。于是，就有很多数学家试图用更显

而易见的公理来证明平行公理。经过很多年的努力都

没有成功。很自然，有些人尝试用反证法来证明平行

公理。也就是 ：假定平行公理不成立，假定在平面上

过直线 a 外面一点 P 可以至少作两条不同的直线 b, c 
与 a 都不相交，试图由此推出矛盾。从这个假设出发，

推出了很多看起来荒唐的结论。例如，三角形内角和

小于 180 度，相似三角形必然全等，等等。曾经有很

多人以为：既然否定平行公理之后推出了荒唐的结论，

那就是证明了平行公理。其实这不对。什么叫做荒唐？

他们所说的“荒唐”其实是按欧几里得几何为标准来

作出的判断。比如，三角形内角和为什么一定是 180
度？小于 180 度为什么就是荒唐？其实，“三角形内

角和等于 180 度”比“在平面上过直线 a 外一点 P 只

能作一条直线 b 与 a 不相交”更不显然，凭什么就能

用前者来证明后者的成立呢？如果否定平行公理之后

能推出相互矛盾的结论，那就证明了平行公理的正确

性。反之，否定平行公理之后推出的一大批看起来荒

唐的结论相互不矛盾，可以自圆其说，这些“荒唐”

结论就可以组成另外一个几何体系与欧几里得几何分

庭抗礼。

经过无数的失败，终于有人醒悟过来，意识到否

定平行公理之后得到的一大批看起来荒唐的结论相互

是不矛盾的。俄罗斯数学家罗巴切夫斯基首先在俄罗

斯科学院做报告正式宣布了这一结论，由这些貌似荒

唐却不矛盾的命题组成了一个新的几何体系，称为罗

巴切夫斯基几何。也就是说 ：既可以假设平行公理成

立，过平面上任意直线 a 之外一点 P 只能作一条直线

与 a 不相交，由此推出一系列相互不矛盾的几何定理，

组成欧几里得几何。也可以假设平行公理不成立，过

平面上任意直线 a 之外一点 P 至少可以做两条不同的

直线 b, c 与 a 都不相交，由此推出另外一系列相互不

矛盾的几何定理，组成罗巴切夫斯基几何。这两种几

何都没有矛盾，都可能正确，但不可能同时正确。到

底哪一个正确，不能仅由逻辑推理来判定，需要在现

实的宇宙空间中进行测量来判定。

虽然人们没有在否定平行公理之后推出的一大批

非欧几何定理之间发现矛盾，但没有发现矛盾不等于

没有矛盾。有可能是因为地球人都不够聪明，所以没

有发现矛盾，以后有可能从天上掉下个外星人发现矛

盾。最好的办法是不要等待天上掉下外星人，而由地

球人给出一个证明，说明否定平行公理之后得到的几

何定理相互没有矛盾呢。这样的证明确实给出来了，

但不是直接证明非欧几何定理之间没有矛盾，而是证

明了：只要欧几里得几何没有矛盾，非欧几何就没有

矛盾；如果非欧几何有矛盾，那么欧几里得几何也有

矛盾。如果欧氏几何与非欧几何两者都有矛盾，就什

么几何都没有了。我们只好同意两者都没有矛盾。

按照欧几里得几何，过平面上任一直线 a 之外一

点 P 只能做一条直线 b 与 a 不相交。按照罗巴切夫斯

（非欧几何意义下的）双曲几何里的三角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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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几何，过 P 与 a 不相交的直线至少有两条，因而有

无穷多条。在逻辑上，还应当有一种可能性：过 P 与

a 不相交的直线只有 0 条，根本就不存在。不过，可

以证明直线 a 之外一点 P 至少有一条直线 b 与 a 不相

交。证明方法是：过 P 作 a 的垂线 PD，如上图。再

过 P 做 PD 的垂线 b。我们断定 b 与 a 不相交。若不然，

设 b 与 a 有交点 E。将直线 a, b 关于直线 PD 做轴对

称变换之后仍分别与 a, b 自身重合，而 a, b 的交点 E
则从 PD 的一侧变到另一侧成为 a, b 的另一公共点 F。
a, b 是过两点 E,F 的两条不同直线，这与“过不同的

两点 E、F 只能作一条直线”的公理相矛盾。为什么

E、F 一定是两个不同的点？这是因为它们分别位于

直线 PD 的两侧。有一条公理说：任一条直线将平面

分成两个不相交的部分。如果将这条公理也去掉，则

直线 PD 两侧的 E、F 有可能是同一个点，就好比在

地球上从中国往东和往西可以到达同一个地点，以上

的证明就并没有推出矛盾。这就得到平行线的第三个

公理：从平面上任一直线 a 之外一点 P 的每一条直线

都与 a 相交。由这个公理推出的结论组成既不同于欧

几里得又不同于罗巴切夫斯基几何——黎曼几何。黎

曼几何并不奇怪：假如将地球表面看成平面，这个“平

面”上任意两点 A, B 连成的最短线 ( 过 A, B 与球心

所作平面与球面的交线 ) 看成直线，这它们满足平面

与直线的相关公理，并且任何两条这样的“直线”都

相交。

以上三种几何都没有矛盾，其中哪一个在现实的

宇宙空间中成立？科学家们似乎更偏向于黎曼几何。不

过，在小范围的宇宙空间中，罗巴切夫斯基几何与黎曼

几何近似地等同于欧几里得几何，正如地球表面的球面

在小范围内近似地等同于平面。这个“小范围内的宇宙

空间”有多小？在太阳系甚至银河系范围内都不会有显

著误差。生活在地球上的人们可以大胆使用欧几里得几

何而不用担心有明显的误差。不过，这三种几何虽然是

为研究几何空间发明出来的，却还可以用来描述很多别

的事物。正如现实的空间虽然是三维的，四维或更高维

数空间的几何和代数知识仍然可以用来研究现实世界中

由 4 个或更多个参数决定的系统。

房价何时过千万 ?
             ——等比级数的中国故事

数学教材和科普读物，讲到等比数列的时候都喜

欢讲一个故事：

印度一个聪明人为国王发明了国际象棋。国王非

常高兴，问这位发明人想要什么奖赏。并且答应：“你

要什么我就给什么。”发明人回答：“请按国际象棋

的 64 个格子给我奖赏：第一个格子给我一粒麦子，

第二格给两粒，第三格给 4 粒。依此类推，每个格子

给我的麦粒数是前一个格子的两倍。64 个格子给完

了，就是我所要的全部奖赏。”

国王想，他所要的麦子不多呀。从 1 粒麦子开始，

实在很少。每次两倍，也不多。64 个格子也不算多。

经过计算，这些麦子的总数 264-1 是一个 20 位的整数。

这些麦子的总量比全世界生产的麦子都多，可以从地

球一直堆到太阳。国王给不出这么多麦子。

这个故事的中心思想是要说明：随着指数 n 的增

长，指数函数 2n 的值增长得多么快。用这样一个有

趣的故事来普及数学知识，当然很好。但这个故事讲

了很多年了，老掉牙了，不新鲜了。而且是古代的外

国的，离我们的生活太远。并且，我怀疑这并不是真

人真事，可能只是古代外国的聪明人创作的一个虚拟

故事，一个寓言，来说明指数增长的惊人速度。双曲几何里的坐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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