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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達文西的名畫─蒙娜麗莎的微笑、古埃及的金字塔、希臘雅典的帕德嫩神廟、

還有許多人所追求的完美身材……等等的，在日常生活中，有很多事物都和黃金

比例密不可分，在文藝復興時代，義大利以神聖比例來稱呼它，認為黃金比例是

最完美的比例。 

 

 

 

 

 

 

 

 

 

 

 

 

 

 



壹、 前言 

    十七世紀發現行星運動三大定律的德國著名天文及數學家克卜勒（J. 

Kepler）（圖 1），對黃金分割讚美說：「幾何學裡有兩件寶，一件是畢達哥

拉斯定理，另一個是黃金分割。如果把畢達哥拉斯定理比作黃金礦的話，

那麼黃金分割就是寶石礦了。」 

 

圖 1：克卜勒（德國人 1571～1630 年），德國天文學家、物理學家、數學

家。1598 年跟隨第谷（Tycho Brahe）研究天文，最大成就是發行星運動

三大定律。克卜勒也是早期微積分的先驅者之一，他在〈酒桶新立體幾何〉

著作中用通俗的語言引入了無窮小的概念。 

貳、 正文 

一、黃金分割的起源 

西元前四世紀，古希臘的數學家提出了這樣一個線段分割問題：如圖 2在線

段上尋找一點 C，使得長線段 CA與短線段 CB之比等於全線段 AB與長線段

AC之比，即滿足 AC：CB＝AB：AC。此線段的作圖工具仍然只限於直尺和圓

規兩種。 

    

        圖 2：黃金分割的問題是如何在線段 AB上找一點 C，使 AC：CB＝

AB：AC。 

二、黃金分割的作法與證明 

1.作法： 



    

         圖 3：尤多克薩斯（Eudoxus of Cnidus，希臘人，約西元前 408

～355年）〈黃金分割〉 

  

這個問題終於由尤多克薩斯(圖 3)解決了，他的解決方法如下： 

如圖 4，設 AB是需要分割的已知線段。以 AB為邊作正方形 ABGD，取 AD的

中點 E，連結 EB，並延長 DA到 F，使 EF=EB。以 A為圓心，AF為半徑畫圓，

交 AB於 C，這 C點就是所要找的分點。 

    

圖 4：黃金分割的幾何作圖 

2.證明： 

上述的幾何作圖，證明如下，如圖 5： 



   

圖 5：黃金分割的證明 

EB2=EF2=(FA+AE)2=FA2+2AE‧FA+AE2……(1) 

同時由直角△AEB，知：EB2=AB2+AE2代入(1)的左邊，得： 

AE2+AB2=FA2+2AE‧FA+AE2……(2) 

又，因為 2AE=AD，FA=AC；代入(2)得： 

AB2=FA2+AD‧AC……(3) 

由(3)知正方形 ABGD面積=正方形 FAHC面積+長方形 ACKD面積，所以： 

矩形 ACKD面積+矩形 CBGK面積=正方形 FAHC面積+長方形 ACKD面積……(4) 

   由(4)，得知： 

   矩形 CBGK面積=正方形 FACH面積 

   因此 ：CB‧CK=AC2，即 CB‧AB=AC2 

三、黃金分割名稱的由來 

    

圖 6-a：達文西（義大利，西元 1452～1519年），文藝復興時期著名的藝

術家、科學家。成名的畫作有：〈最後的晚餐〉、〈蒙娜麗沙〉。 



    
圖 6-b：達文西對人體比例的研究 

圖 6：達文西的人體比例研究作品中可看出他對數學比例的重視 

AC：CB=AB：AC這個關係式，最初稱為“中外比”，第一個將這個比例關係

稱為“黃金分割”的據說是達文西（Deonardo Da Vinci）（圖 6）。 

達文西是文藝復興後期意大利最傑出的畫家，他的名作〈最後的晚餐〉和

〈蒙娜麗莎〉是世界繪畫史上的瑰寶。他和他同時代的畫家皆認為幾何學

與繪畫有密切的關係，繪畫的精髓是將幾何的透視原理表現在圖畫上。因

此他十分注意透視原理及線段間比例的研究。他在充分研究中外比的幾何

意義後，揭示了中外比在藝術中的重要地位，將它稱之為黃金分割。    

得 AC：CB=AB：AC 

四、幾何圖形中的黃金比例 

01.正五角星 

畢達哥拉斯學派(畢氏定理)的代表徽章---正五角星中就隱含了許多黃金分

割。例如，F分割線段 CA，G分割線段 CF。 

 

     02. 黃金三角形 

     頂角為 36°角的等腰三角形，其底與腰之比恰為黃金比例。如圖，可不斷 

     製造出黃金三角形。 



 
   03. 黃金橢圓 

   短軸與長軸之比為 0.618的橢圓。以黃金橢圓之焦距為直徑的圓，其面積與   

   此黃金橢圓相等。 

 
   04. 黃金矩形 

   長和寬的比為 1：0.618的矩形，被喻為比例最勻稱的矩形。已被廣泛應用於    

   藝術創作及建築中。 

     

五、黃金比例的應用 

  1.生活中的黃金比例 

   A. 我們慣常使用的 3×5照片，寬長之比為 0.6，幾乎就是黃金矩形。 

   B. 拍照時，主體位置應以安排在畫面縱與橫各三等分的黃金分割線之四個交 

      叉點的其中一點為佳。此四點不但最具人類視覺的集中作用，亦具有畫面 

      的安定感及變化性。不過在故意製造畫面的不安定感時，則可排除黃金律 

      的拘束，而以不安定的構圖來製造欲傳達的氣氛。 

   C. 電視新聞報導時，主播的位置經常被安排在畫面的黃金分割點，而非正中 

      央。 



   D. 音樂領域中，黃金比例亦大有用途。演奏弦樂器時，在琴弦的黃金分割點 

      撥弄，琴音最悅耳。 

 

02.藝術中的黃金比例 

   A. 達文西本人也是黃金比例的的信仰者，在他的作品中處處隱藏著黃金比 

      例。 

下圖一，達文西 / 蒙娜麗莎 / 完美的黃金比例，流露著莊嚴、和諧、神秘的氣

質。 

 
  03.建築中的黃金比例 

    A. 古埃及金字塔為正四角錐體，塔高與底部正方形邊長之比為黃金比例。    

       足見西元前兩千多年的人們就已經發現了黃金比例。 

 

    B. 巴黎艾非爾鐵塔，第二層以下和第二層以上之比設計成黃金比例。因此 

       整體結構看起來完美、壯觀。 



 

04.人體中的黃金比例 

  A. 人在精神愉快時，的腦電波頻率下限約八赫茲，上限約 12.9赫茲；上下限 

     之比近於黃金比例。 

  B. 人體最舒適的溫度約為攝氏 22～24度，是人體正常體溫的黃金分割點 

    （23/37=0.618）。在這溫度範圍，機體的新陳代謝、生理節奏和生理機能都 

     處於最佳狀態。 

  C. 以黃金分割應用到人體審美觀來看，很多藝術家相信，以人體的腳底至肚         

     臍的長度若為身長的 0.61803倍，則看起來感覺最順眼、最美，但大部分 

     的人此比例約在 0.5~0.6倍之間，所以有的人以穿高跟鞋或厚底鞋來修正 

     其比例，冀望能使自己的外形看起來達到最美，但必須以此觀念先計算出 

     最適合自己身高的鞋子厚度後再來挑選，否則反而會弄巧成拙。請你試試 

     看，以此原理來幫你的親友算出最適合他們個人的鞋子厚度。 

 



參、 結語 

原來黃金比例竟然和我們的生活那樣的密不可分，不論是兔子的繁殖、花瓣

的片數、建築和名畫的美感、……，都和黃金比例有關，如果這比例改變了之後，

我們生活周遭許多事物都會有所變化，對於美的定義也會與先前不同，人類的生

活勢必也會受到影響。 

文藝復興後期的克卜勒曾經說：幾何學擁有兩件至寶，一件是畢氏定理，另

一件便是黃金比例，可見人們以前就非常重視這比例，並由此創造出了許多建築

和藝術作品，對於人類的美感、體型也都恰好發現和黃金比例有關，其實在我們

的周遭還有許多與這有關的事物尚未被我們所發覺。 

我們在雄偉的金字塔中看見古埃及人的數學，在動聽的西方古典音樂中聽見

數學，甚至在莊嚴肅穆的日本寺廟中發現數學，讓我十分驚訝原來數學是那麼多

元，和我們的歷史文化是那麼緊緊相依、密不可分，並充滿於生活周遭中。 

藝術大師羅丹曾說：「我們的生活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發現。」的確，數

學充滿我們周遭，俯拾即是，只要我們用心體會，細細品味，一定可以發現它有

趣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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