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前，有位土耳其商人，想招聘一
位助理，要求是应聘者要足够聪明。这
时，来了两位应聘者。商人为了测试谁
更聪明，把两位应聘者带到一间屋子
里。屋子里有 5 顶帽子，包括 2 顶红色
的和3顶黑色的。

商人先把屋里的灯关了，随后打乱
了帽子的顺序，让两位应聘者每人随机
拿一顶帽子戴在头上。商人也戴上其
中一顶，然后把剩下两顶帽子藏了起
来，打开灯。由于土耳其帽子的特殊样
式，每个人只能看到别人头上的帽子，
看不到自己的。此时两位应聘者都看
到商人头上戴了顶红帽子。

这时，商人问两位应聘者：“你们知
道自己头上帽子的颜色吗？”

两人都迟疑了一下。很快，其中一
位应聘者回答：“我知道了，我戴的是黑
帽子！”这位聪明的应聘者因此获得了
这份工作。

想想看，为什么？
因为最多只可能出现两顶红帽子，

其余的都是黑帽子。而商人自己已经
戴了一顶红帽子，所以，如果两位应聘
者中的任何一位头上戴的也是红帽子，
另一位马上能够判定自己戴的是黑帽
子，既然两位应聘者都迟疑了一下，说
明两个人看到对方戴的都不是红帽子。

也许就是几秒钟的时间里，那位聪明
的应聘者至少进行了如下两个推理——

推理一：如果我戴的是红帽子，对
方马上就能得出结论；对方没有马上得
出结论；所以，我戴的不是红帽子。

推理二：我戴的或者是红帽子，或
者是黑帽子；我戴的不是红帽子；所以，
我戴的是黑帽子。

这两个推理都是正确的，它们分别
涉及两个常见的推理规律。推理一背
后的规律是“如果A，则B，并非B，所以
并非A”；推理二背后的规律是“或者A，

或者B，并非A，所以B”。
如果拿出“逻辑放大镜”进一步观

察，还可以发现两个有趣的现象。
首先，这位聪明人的推理预设了

“如果我戴的是红帽子，对方马上能得
出结论”，也就是预设了另一位应聘者
能够运用简单的排除法进行推理。

不过，这个预设并不是总成立。除
了另一位应聘者确实推不出的情况，还
有可能出现他根据对方头上的红帽子
推出结论，但故意不说话，诱导对方说
出“自己是黑色帽子”的错误答案的情
况，不过，这种包含博弈的反转情况不
太容易发生，因为即使让对方说出错误
答案，也并不能证明自己更聪明。

其次，这个故事最有趣的地方在于
两人最初都“迟疑了一下”这件事。在
迟疑的这段时间里，商人并未提供任何
新的信息，但聪明的应聘者却通过两人
的迟疑，推导出了新信息，进而得出结
论，获得了工作。

在逻辑学领域，专门有个动态认知
逻辑去研究这个思维过程。感兴趣的
读者，可以去搜一搜“泥孩谜题”“红蓝
眼睛之谜”，你一定会收获更多烧脑的
快乐。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科
学院哲学研究所教授）

“我戴的是黑帽子”
□ 张立英

1、2、3、5、8、13、21、34、55、89……这
个数列从第3项开始 ，每一项都等于前
两项之和。在数学界中，这是一个被誉
为包罗万象、坐拥世间一切的神奇数
列。它是由意大利数学家斐波那契于
1202年提出的斐波那契数列，起源于对
兔子繁殖问题的思考。假设一对兔子在
第一个月长大成年，并在之后的每个月
都生出一对幼崽，幼崽长大后又以同样
的周期继续繁衍，按照这种规律类推，之
后每个月的兔子数量就形成了斐波那契
数列，也称黄金分割数列。因为以兔子
繁殖为例子而引入，故又称兔子数列。

10个连续的斐波那契数的和是第7
个数的11倍，斐波那契数列前后数之比
在不断向0.618靠近。基于这个发现，在
斐波那契数列的基础上做多个矩形，再
把每一个正方形按照90°弧度分开后，
形成了斐波那契螺旋线。

更令人惊叹的地方在于，这神秘的
数值与大自然完全融合。仔细观察，你
会发现向日葵的花盘中有两组螺旋线，
一组顺时针方向盘绕、另一组逆时针方
向盘绕，逆时针螺线有13条、顺时针螺
线21条。即使是不同品种的向日葵，花
盘中的两组螺旋线也集中在13和21、34
和 55、55 和 89、89 和 144 这几组数字。
除了向日葵，百合花的花瓣数目为3，梅
花花瓣为 5，飞燕卓草花瓣为 8，万寿菊
花瓣为13，雏菊花瓣有34、55和89这样
三个数目。研究表明，这样的排列可以
让植物最充分地利用阳光和空气，繁育
更多后代。

而且，斐波那契数列不仅出现在松
果、凤梨、菊花和向日葵等植物花瓣数目
中，也是罗马花椰菜等植物排列种子的

“优化方式”。
此外，斐波那契数列在多种植物的

树叶、枝干和根茎的排列中也有所体
现。据精确研究表明，对于多种植物而
言，每片叶子都会从中轴附近生长出来，
为了更好地利用空间，每片叶子和前一
片叶子之间的角度是222.5°，即“黄金
角度”。而且，在树木的生长周期中，对
于新生的枝条，往往需要“休息”一段时
间，而后才能萌发新枝。例如，公园有一
棵树苗，第一年长出一条新枝；第二年老
枝萌发新的枝桠，但去年刚刚萌发的新

枝不萌发新枝；第三年，老枝与年满一年
的新枝均萌发新枝。如此反复，树枝便
以斐波那契数列的形式繁衍生长，一棵
树木苗各个年份的树枝数便构成了斐波
那契数列。

大音希声，大道归一。斐波那契数
列的存在激发着我们不断探索、发现和
感知大自然的和谐与美好。在世间万
物的背后，都隐藏着深邃而美丽的规
律，在斐波那契数列的基础上，我们也
能一定程度地理解“黄金分割”在自然
界中的作用和意义，用以解决更多复杂
的问题。

（作者系华中农业大学沈婧芳名师
工作室成员）

今 年 是 英 国 杰
出生物学家达尔文
逝 世 142 周 年 。 作
为进化论的主要奠
基人，达尔文在 1882
年 4 月 19 日病逝后，
人们把他安葬在牛
顿墓旁，以表达对他
的敬仰。

自幼喜爱生物

少年时代，达尔
文就喜欢跟着哥哥
去采集标本、旅行并
研究化学。16岁时，
达尔文到爱丁堡大
学学医后，仍然经常
到野外采集动植物
标本。

一天，达尔文在
伦敦郊外的一片树
林里转悠，突然发现
在一棵老树的树皮
下有虫子蠕动。他
急忙剥开树皮，看到
两只奇特的甲虫正
快速地向外爬。他
左右开弓把甲虫抓
在手里，兴奋地观看
起来。这时，又有一
只 甲 虫 爬 出 树 皮 。
他慌忙把手中的一
只甲虫放进嘴里，去
抓第三只甲虫。抓
到后，他只顾欣赏手
中的甲虫，却忘了嘴
里还有一只。直到
嘴里的甲虫释放毒
汁，把他的舌头蜇得
又麻又痛，他这才赶
紧把它吐到手里。

正是凭借这种强烈的兴趣，达
尔文毕业后，放弃待遇丰厚的牧师
职 业 ，自 费 参 加 了 艰 苦 的 环 球
考察。

参加远洋考察 发表进化
论观点

1831 年 12 月，达尔文登上“贝
格尔号”军舰参加长达 5 年的环球
考察。5 年间，他深入过南美洲腹
地，攀登过安第斯山脉。每到一地，
他都是白天收集标本、化石，晚上记
录收集经过。

1832 年 2 月，达尔文登上了海
拔 4000 多米的安第斯山，意外发
现了贝壳化石，应该在海底的贝
壳怎么跑到高山上了呢？经过反
复思索，他明白了是地壳升降的
结果。他激动地说：“看来，这个
高大的山脉地带，在亿万年前是
海洋啊。”

在安第斯山的最高峰，达尔文
又发现山脉两侧的植物种类并不
相同；即使是同一种类，样子也相
差很远。苦思冥想后，他猜想——
物种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客
观条件的不同而相应变异。

根据在环球考察中积累的大
量资料，达尔文初步形成了“生物
进化论”的基本观点。

1859 年 11 月，达尔文经过 20
多 年 研 究 写 成 的《物 种 起 源》问
世。他以全新的生物进化思想，推
翻了“神创论”和物种不变的理论。

很快，达尔文出版了第二部巨
著《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
进一步阐述了进化论观点，更有力
地捍卫了真理。
（作者系新疆农垦科学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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斐波那契数列：坐拥世间一切
□ 潘 馨

图片来自《给青少年的漫画逻辑学》。
（作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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