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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从《神奇的二维国》到《二维国内外》有时候，作家的头脑中会冒出个念头来。
这个念头有可能会盘旋多年，然后有朝一日落地生根。
是呀，念头落地生根也许并不很难：找到合适的表述就是了。
《二维国内外》正是这样一个落地生根的念头。
让我来谈一谈它是如何写成的，以及我为什么要写它。
1884年，英国正处在维多利亚女王统治的时代。
一位名叫埃德温·艾勃特·艾勃特：没错，这个名字里有两个艾勃特：一个是名，一个为姓：的一贯
制中小学校长(他还是位研究莎士比亚的学者)，写了一本经典科普名著，它就是《神奇的二维国》。
此书是用A·方方：A.Square的笔名发表的，讲述了一个名叫二维国的、有两个维度的欧几里得平面世
界。
二维国中的情况也都是当时的几何教科书中所涉及的：他就职的学校，可能就讲授这些内容。
在这个二维国里，生活着一些几何图形：有直线、三角形、四边形、五边形，等等。
这位方方先生的观念相当狭隘，很能反映出维多利亚时代的特点。
因此，当他听说有关存在着第三个维的传言、又从来自这个第三个维度的一位名叫圓球公的来客那里
得到了证实时，他的这一观念受到了巨大冲击。
《神奇的二维国》问世后不出一个月便再次印行，而且一直不断再版至今。
科学的发展和社会的动荡，都未能使这本书湮没无闻。
《神奇的二维国》不但有多种版本，还有若干作者为它写了续集和姐妹篇。
狄奥尼斯·伯格的《圆球国》和基·杜德尼的《扁宇宙》，都是这样的例子。
《二维国内外》也是这样的一本书。
《神奇的二维国》是一本有着严肃科学寓意的著述。
艾勃特的目光并非集中在当时的读者所熟知的第三个维上，而是第四个维度：维数大于三的空间是否
能够存在呢？
这第四个维当向何处安放呢？
为了化解读者对这一古怪概念所存的芥蒂，艾勃特引导大家去设想二维国民会如何面对可能存在着第
三维的观念。
此书作者还有另外一个目的，而且同前面一个颇不相同，这就是嘲讽一下维多利亚女王统治下英国那
种僵化的社会结构，包括等级制度和特权社会；妇女地位的低下更是作者的抨击目标。
为此，作者在书中将妇女设定为只有一个维度的线段，她们的社会地位甚至低过最细窄的等腰三角形
，与圆形的司神职者相比更是远远不如。
《神奇的二维国》当时是、今天也仍旧是一部发人深省的书。
有些支持妇女解放的人，对艾勃特在书中对女性的讽刺之言产生了误解，为此，作者在再版书的序言
中不得不为方方先生辩解一下，说他：已经改变了自己接人待物的标准，对妇女、等腰三角形(亦即下
等阶层)有了新的看法，但是，作为一名历史学家，他接受了：或许是过于全面地：认同着二维国民、
甚至三维世界的历史学家(他对后者的见解也是了解的，只是对最近的动态不甚了然)的普遍观念，即
对妇女与大众的命运不屑一顾，从不曾认为他们身上有任何值得认真对待的东西。
从书中可见，艾勃特其实是位社会改革主义者。
二维国那褊狭的社会体系，使他发出担心的呼吁；而他心目中的解决方案，是实施不分社会阶层和性
别的平等教育政策。
有关第四维的探讨，在艾勃特生活的时期正进行得非常热烈。
艾勃特本人对此的兴趣，也比H·G·威尔斯的著名科幻小说《时间机器》早十年表现出来。
《时间机器》先是在1894-1895年间被《新书评论》分期转载，随后，海因曼出版社又在1895年发行了
单行本。
所有的优秀科幻作家莫不使自己的故事立足在艰深科学知识的坚实背景上。
威尔斯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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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篇小说而言，这个背景就是书中的时间旅行者：“但是，等一等。
一个瞬时立方体能存在吗？
”“不懂你的意思。
”菲尔比说。
“一个马上消逝的立方体能够实际存在吗？
”菲尔比沉思起来。
“显然，”时间旅行者继续说，“任何实体必须有四维延续，必须有长、宽、高，还有：持续性。
“，实际情况是存在着四个维，其中三个我们称之为三维空间，而第四维是时间。
然而，存在着一种倾向，在前三维与第四维之间画一条不实际的区分线，因为我们的知觉，从我们生
命的开始到终结，恰好是沿着第四维向同一个方向间歇地移动的。
”“但是某些有哲学头脑的人一直在问：为什么一定是三维：为什么没有另一个方向与其他三维直角
相交？
仅仅在大约一个月以前，西蒙·纽科姆教授就在纽约数学协会上阐述了这个问题。
”威尔斯在这篇小说中提到了西蒙·纽科姆，正说明在19世纪末时，高维几何在数学界所引起的动荡
。
阿瑟·凯莱(1821-1895)和詹姆斯·约瑟夫·西尔维斯特(1814-1897)，是特别起到了重要作用的人物。
西尔维斯特在美国工作过，并成了美国数学的奠基人。
他的有关高维的若干想法，后来被赫尔曼·闵科夫斯基(1864-1909)用于物理学研究，并在阿尔伯特·
爱因斯坦(1879-1955)后来建立相对论的工作中起了作用。
前面给出了若干年份，是因为作者希望大家知道，《神奇的二维国》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问世的。
艾勃特一生著述甚丰，估计有60部左右，但所有其他作品，都远不能与此书相提并论。
艾勃特是位有献身精神的教育工作者，显然理解“严肃科学”与“板脸科学”的区别，再加上他对当
时若干科学前沿研究的热情与理解，遂使世界得到了一部经典名著。
当21世纪降临人间时，数学与科学都已同19世纪时大不相同。
当年的四维空间概念，比之当前几何学家与物理学家提出的种种令人瞠目的有关空间的演绎：无穷维
空间、无维数空间、非整数维空间、有限点空间、弯曲空间、与时间交混的空间、根本不存在的空间
，等等，实在只是小儿科了。
用艾勃特当年的旧瓶，来有效地装进内容多多的新酒，就是在我头脑中落地生根的念头：一个不坏的
念头。
不过我得承认，我之所以写这本书，也怀了一个也许说不上不坏的念头。
我一直在写些连载性东西，这使我想到，既然《神奇的二维国》讲述的是某位名叫A·方方的经历，
那么，我这本书就未尝不可让这位方方先生的现代后裔上阵。
艾勃特早巳告诉我们，方方先生是有子嗣的。
不过，他倒是没有提起，方方先生的名字中的那个“A”是指什么。
这让我费了些脑筋。
突然间，我的脑子中灵光一闪，悟出了这个“A”的指代：这个“A”，显然是指“阿尔伯特
”(Albert)！
本书的英国读者会立即领会到其中的就里：英国电视台曾播放过一档肥皂剧节目，剧名是《东伦敦人
》：作者本人并不太喜欢这档节目，而且也不喜欢肥皂剧，不过，事物的发展，是可能演变入智界的
。
《东伦敦人》就属于此种情况。
不管是不是这样，反正这部肥皂剧是以伦敦的一个名叫“阿尔伯特广场”的地方为地理背景展开的。
这是一个虛构的地方，伦敦市中心并没有什么阿尔伯特广场。
不过，在这座城市里，有阿尔伯特厅、阿尔伯特纪念堂、阿尔伯特堤坝等与阿尔伯特挂钩的地方。
阿尔伯特是当年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而且得到了女王的深情眷爱。
因此，伦敦到处都是与这个名字有关的地方。
艾勃特的这本书正写于维多利亚女王时代，而且也讽刺了这个时代的种种价值观，对了，作者笔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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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个“A”正应当是指阿尔伯特，而“方方”的英文，不也就同广场是同一个词：square吗？
虽然在伦敦并不存在什么阿尔伯特广场，但却存有别的与姓氏有关的广场，如格罗夫纳广场、贝克莱
广场(有一首歌，歌名就叫做《夜莺在贝克莱广场歌唱》)和莱斯特广场，等等。
于是平，方方先生的家系族谱也就有了：阿尔伯特、格罗夫纳、贝克莱、莱斯特女性一支又该如何命
名呢？
在二维国里，妇女都是些线段。
在我的这本书里，中心角色应当是位女性：符合写作传统，是吧？
至于她的名字嘛，不妨就叫维多利亚。
伦敦城里与维多利亚有关的地名同样有一大串，有一个大火车站就取这个名字。
从该火车站有一条地铁通向尤斯敦火车站(也是一个大车站)，这条线路惯称维多利亚线，女人的形体
也是线：就用维多利亚来称呼书中的女主角吧！
维多利亚的昵称是维琪，因此，这位女子又叫维琪。
至于维琪的母亲呢，我则让她对应另外一条地铁线：裘碧丽线，因此，她就叫做裘碧丽好啦。
这样一番周折之后，整个故事都有了全部落脚点，所有的情节也都迅速得到了铺排：年轻的女主角维
琪是阿尔伯特的玄孙女，一个生活在接近于20世纪60年代的英-美社会中的女性，是一个彻底现代化的
女子。
为了故事叙述的方便，又给她安排了运用互联网的环境。
随着二维国中妇女不断挣脱传统束缚，男子主宰一切的维多利亚文化开始式微。
就在这种背景下，维琪发现了一本古旧的笔记，是她高祖阿尔伯特当年所撰写的《神奇的二维国》的
原始手稿，从此便对三维世界着了迷。
她的父母得知此事后惊恐不已。
维琪瞒着双亲，沿着高祖父的“棱迹”四边形只有棱，没有双足，因此不能说什么足迹：前进，向宇
宙中的第三维世界进发，并最终取得了成功。
我还得给维琪提供一位向导：在《神曲》一书中但丁巡游地狱时，不也得靠那位维吉尔一路指引吗？
方方先生当年是得到了圆球公的领引的，维琪不是更应当得到来自某个更全能、更熟悉种种数学空间
和物理空间的智者的指点吗，一连好几个星期，我都在考虑这个问题，结果在一个夜晚，我突然想起
了一种儿童玩具。
这种玩具是用橡皮制成的，呈圆形，橘红色，顶上生有两只角，还画着两只眼睛和咧开大笑的嘴巴。
娃娃们就骑在这个玩具上，小手抓住它的两只犄角，在地上蹦来蹦去。
人们管这种玩具叫“路路蹦”(它的笑容取材于某个外星人的形象)。
显然地，路路蹦是适合在各个数学空间里躜行的理想角色。
于是乎，向导也就有了。
在此之后我所要做的，就是决定哪些空间比较重要、应当纳入本书内容。
为此，我参考了现今数学领域和物理学领域前沿阵地的现状。
啊，对了，我还得给这本书起个名字。
我最后选定的，是反映出与《神奇的二维国》一书有系列关系的题目：《二维国内外》。
这是一系列考虑的必然结果，希望读者能够理解。
祈请读者诸君宽容作者不自量力，对《神奇的二维国》这部经典著作的狗尾续貂之举。
至于我无法追随艾勃特所用的维多利亚式的优美散文风格的原因，读者必是能够理解的：在现代化的
环境里，人们需要有现代化的节奏。
所幸的是，《神奇的二维国》一书的精髓，并不曾被我的大不敬举动亵渎。
(大家不妨细读一下，本书中所引用的《神奇的二维国》原文，可是只字未动的哟！
)伊恩·斯图尔特考文垂，2000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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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二维国内外：数宇漫游奇历记》被《自然》杂志誉为100多年前那本经典名著的“超级续书”。
1884年，英国正处在维多利亚女王统治的时代。
一位名叫埃德温·艾勃特·艾勃特：没错，这个名字里有两个艾勃特：一个是名，一个为姓的学者，
写了一本经典科普名著，它就是本书。
讲述了一个名叫二维国的、有两个维度的欧几里得平面世界。
在这个二维国里，生活着一些几何图形：有直线、三角形、四边形、五边形，等等。
这是一本有着严肃科学寓意的著述。
艾勃特的目光并非集中在当时的读者所熟知的第三维上。
而是第四维度：维数大于三的空间是否能够存在呢？
这第四维当向何处安放呢？
为了化解读者对这一古怪概念所存的芥蒂．艾勃特引导大家去设想二维国民会如何面对可能存在着第
三维的观念。

　　《二维国内外：数宇漫游奇历记》问世后不出一个月便再次印行，而且一直不断再版至今。
科学的发展和社会的动荡。
都未能使这本书湮没无闻。
《二维国内外》不但有多种版本，还有若干作者为它写了续集和姐妹篇。

　　《二维国内外》正是这样的书。
《二维国内外：数宇漫游奇历记》借原书的情节，虚拟原书主角的后代继续多维的空间旅行，介绍了
当代数学和物理学的新发现和新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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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伊恩·斯图尔特（Ian
Stewart）是英国著名数学家与科普作家，英国皇家学会会员。
他1945年出生于英国，在剑桥大学获得数学硕士学位，继而又在英国近年来声誉鹊起的瓦威克大学获
得自然哲学博士学位。
毕业后留校任教职至今。
他曾在德国、新西兰、美国和中国香港访问并工作。

　　1995年，他荣获著名的法拉第奖；1997年获得一年一度在英国科学知识普及协会主办的英国圣诞
全国电视讲座上发表科普讲座的殊荣。
2001年，他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院士。

　　他是一位非常多产的数学家和科普作家，独自和与他人合作，在《科学的美国人》、《新科学家
》和《自然》等一流科学杂志上发表了140余篇论文，还出版了25部数学专著、科学哲学著述与科普作
品，其中的三部已有了中译本，分别是，《第二重奥秘：生命王国的新数学》（周仲良等译，上海科
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自然之数》（潘涛译，刘华杰校，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
上帝掷骰子吗?》（潘涛译，朱照宣校，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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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猫咪国
第十二章 年龄迥异的孪生兄弟
第十三章 在曙金的国土上
第十四章 虫洞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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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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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二维国内外:数宇漫游奇历记》是由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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