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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 年， 在 德 国

国立建筑学院（即后世

著名的包豪斯学院）的

一次预备课程上，教师 
Josef Albers （他战后成

为耶鲁大学设计系的系

主任）带着一卷报纸走

进课堂，对学生们说道 ：

女士们先生们，我

们很穷，没什么钱。我

们浪费不起时间，也浪

费不起材料。所有的艺

术都得从材料上开始动

手，所以我们必须先来

看看我们能搞到什么材

料，不要直接想着去制

作什么成品。我们目前

先考虑的应当是巧妙地

利 用 材 料， 而 不 是 美。

我们的学习应当引出建

设性的思考。我希望你

们利用这些报纸，搞出

一些你们现在还没见过

的东西来。我希望你们

尊重材料，合情合理地使用它们，保持它们的内在特征。

如果你们能不用剪刀和胶水就更好了。

有一些当时的学生作业被保存了下来。其中一份是

这样的 ：在一张圆形纸片上画出一系列同心圆，沿着它们

作为折痕依次交替折成峰和谷。（考虑到折痕是曲线，这

不太容易做到，但是并不是不可能的。）然后，一个出人

意料的，呈现出马鞍形的漂亮结构出现了。

在人们目前所知道的文献里，这样的折纸结构还是

第一次出现。

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怎么折一个纸飞机或者纸鹤，不过

关于折纸的若干事
木遥

恐怕也仅限于此。折纸毫无疑问是一门历史久远得已不可

考证的艺术，在漫长的历史年代中，一些简单的折纸技术

在中国和日本代代流传。1797 年日本三重县桑名市长円

寺的僧人义道一円出版的《秘传千羽鹤折形》被认为是世

界上第一本折纸书，记载了当时所知道的大量折纸图案。

人们意识到折纸有其技术上的复杂可能性，但研究

其科学上的应用和研究价值，还是相当近期的事。二十

世纪的日本折纸艺术家吉泽章被认为是现代折纸艺术的

鼻祖。他一生发明出了超过五万种新的折纸图样，更重

要的是，他建立了描述折纸技术的标准语言，至今仍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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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状，然后电脑会计算出为

了折出该形状所需的折痕图样。

从那一天起，折纸艺术彻底进

入了自由王国。

这件事情听起来像是科学

家们完全心血来潮的业余爱好。

可是大多数科学技术领域的发

展所体现出的一条必然规律在

这里也发生了作用 ：一种纯粹

基于兴趣的，看起来毫无实际

用途的研究，最终会以出乎人

们意料的方式在现实生活中产

生应用。 2004 年，日本宇宙科

学研究所在发射太阳能飞船时

意识到，为外太空航行提供能

源所需的太阳能板需要尽可能

大的展开面积，而这些太阳能

板又必须能够被折叠到尽可能

小的状态才能在发射过程中装

进狭小的飞船船舱。而折叠和

展开的过程都必须尽可能简单，

才能在无人环境中顺利完成，

为全世界所通用。在海外，

他被广泛看作是日本的一名

文化大使。1983 年，日本天

皇授予他旭日章，这是日本

国民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勋

章之一。

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人

们开始注意到折纸可以作为一

个数学问题被加以研究。归根

结底，一个折纸作品一旦被

展开，就不外乎体现为一张纸

片上的若干折痕，这些折痕满

足某些特定的数学性质。反过

来，给定一个人们心目中的折

纸作品的模样，如何设计出相

应的折痕，这在从前是一件完

全依赖于折纸艺术家的经验的

困难技巧，而今天却可以通过

特定的方式转化为一种可以被

标准流程所回答的数学问题。

上世纪九十年代，美国科学家 
Robert Lang 写出了一个名为 
treemaker 的电脑程序，允许

人们输入任何自己心目中想要 吉泽章的折纸作品

秘传千羽鹤折形影印



orld of Mathematics 数学烟云W

数学文化/第2卷第4期 36

这正是折纸技术所要研究的问题。

于是，东京大学宇宙科学研究所教

授三浦公亮发明了一种折纸方法，

提供了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这一

方案今天称为三浦折叠法，被广泛

地应用于各种生产领域，甚至包括

轮胎的胎纹设计。折纸技术还被用

于设计人造血管支架，因为这种支

架需要被折叠得足够小才能被放入

血管，在到达指定位置后再被展开

成一段人造血管，这一设计是由牛

津大学的中国科学家由衷研究员带

领的研究小组发明的。

在这个领域里事实上还存在着

大量未能解决的问题，它甚至构成

了数学中一个特别的分支 ：折纸数

学。所有从事这一领域的科学家几

乎一开始都只是被折纸过程所蕴含

的简单而纯粹的美所吸引，但是事

实上，他们的工作开启了一个科学

和工程学的宝库。这一美妙的结果

是人们始料不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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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三幅为 Lang 借助电脑创作出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