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duMath 45 (1/2023) 

65 

拼湊七巧板的替換技巧 

 

龍德義 

退休校長 

奇巧圖說的「靜式」 

十多年前，筆者曾在學會的期刋發表了一篇介紹拼湊七巧板方法的文

章，題為：「一本探討七巧板遊戲拼法的古籍－奇巧圖說」。這本古籍的作

者周栢，描述「靜式」的概念，並以某些特定七巧圖組合作為例子，説明將

其中兩三片拼板合成「靜式」，拼湊時無需分拆為最原始的七片拼板，認為

可以較容易拼湊出既定的七巧圖，而且變化多端，可以拼湊出更多、更新

穎的七巧圖。 

 

圖 1 

 

圖 2 

周栢先生這個「靜式」概念，啟發了筆者，探索一些較有系統的方法，

嘗試將拼湊七巧板的過程分門別類，讓初學者可以按部就班，並且將拼湊

七巧圖的經驗，系統化累積起來，打破過往相隔一段時間就把拼湊的經歷

忘得一乾二淨：「面對早前曾經成功拼出的七巧圖，往往無法提取過往的記

憶，彷彿打回原形般，面前重新是個難題，只能踫踫運氣地，重複以『試

錯』的方法，尋覓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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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套拼湊七巧板的方法 

筆者早於 2008 年已經整理好，這樣的一套拼湊七巧板的方法，並且在

星島日報教育版以連載形式公開發表了。現在相隔十多年，相關的方法在

筆者的腦海中沉澱，確認是套有效的拼湊拼板遊戲的方法，故此，希望將

這套方法以書刋形式傳承下去。十分多謝香港數學教育學會幫忙發行出版，

筆者也趁機，善用學會的平台，簡單介紹一下筆者認為較為關鍵的一個拼

湊技巧：「替換技巧」。 

為方便討論，簡單介紹周栢先生在他的著作「奇巧圖說」沿用的七巧板

術語。七巧板的七片拼板中有五片等腰直角三角形，以面積來說，有三個

尺寸，大的有兩片稱為「大」，小的也有兩片稱為「小」，介乎兩者之間的只

有一片稱為「中」。其餘兩片拼板，一片稱為「方」是個正方形，另一片稱

為「斜」是個平行四邊形。 

「大」、「大」、「小」、「小」、「中」、「方」、「斜」 

「小」是七巧板的基本單位，兩個小的等邊直角三角形尺寸相同，邊碰

邊拼合起來，可以分別拼湊成「中」，「方」、以及「斜」。利用 4 個「小」，

可以拼合成 1 個「大」。換言之，兩個大的等邊直角三角形尺寸相同，面積

是「小」的 4 倍，故此，「大」的邊長是「小」的 2 倍。而「中」、「方」和

「斜」的面積均為「小」的 2 倍，三者的邊長和內角的角度，也因而明確

地與「小」的相關。 

早於 200 年前，周栢先生就以「大」、「大」、「小」、「小」、「中」、「方」、

「斜」，稱呼七巧板的七片拼板。 

 

圖 3 

綜合而言，由七巧板的七片拼板拼湊出來的圖案，稱為「七巧圖」。每

個七巧圖的面積均相同，同為「小」面積的 16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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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替換技巧 

有了對於七巧板遊戲這個簡單的基本認識後，我們可以進入討論「替

換技巧」。 

首先從以下一組七巧圖開始，嘗試比較這三個七巧圖。要將它們全都

拼出來相信並不困難，但為了清楚說明「替換拼板」這個概念／技巧，讓我

們詳細分析它們。 

 

圖 5 

這三個七巧圖給人的第一個感覺就是十分相似，三個圖的下面部分均

為相同的，只有上面部分有所不同。不論採用直觀或各種拼湊技巧，相信

均能得出一致的結果﹕三個圖的上面部分分別是「方」、「斜」、「中」。對於

一般分離圖，通常應用「寧少勿多」的拼圖原則，即是應該使用單一片拼板

拼出各圖的上面部分。但這趟有點特別﹕假如我們可以用「小」「小」兩片

拼板拼出其中一個圖的上面部分，例如圖 a 上面部分的正方形，則其餘兩

圖也很容易拼合。因為三個圖的下面部分均為相同，故此可固定不變，只

須將兩片「小」「小」拆開，再拼合成「斜」便可得圖 b ﹔拼合成「中」則

可得圖 c，輕而易舉。 

 

圖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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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這個假設是不可能成立的，為甚麽？試考慮七巧圖的面積便能

找出原因來：每圖上面部分的面積均為 2 個「小」，而每圖下面部分則由

兩個分離的相同六邊形組成，透過簡單計算，每個六邊形的面積應為  

(16 – 2) ÷ 2 = 7 個「小」。而七巧板各拼板之間的面積關係為：「中」、「方」

及「斜」是 2 個「小」﹔「大」是 4 個「小」。利用數字 1、1、2、2、2、

4、4 及加法要構成兩個 7，則只有 4 + 2 + 1 = 7 這個組合。換言之，每個

分離的六邊形均必須包含一片「小」拼板了，不可能再利用它們去拼出圖

的上面部分了。 

不錯，上述的假設是不能成立的，但是否拼湊那組三個七巧圖時，每個

圖必須重新開始呢？看來那又未必！「替換拼板」的原則是可以不移動的

拼板，就毋須移動它了，換言之，移動拼板的數目越少越好。先拼好圖 a，

希望從圖 a 出發可以拼得出圖 b 來。圖 b 上面部分是「斜」，所以將圖 a

的「方」換了「斜」，上面部分即時拼好了，但要將「方」放置在原來「斜」

的位置是不可能的。至於「大」，根本沒有其他可供它作變動的位置，只剩

在空白位置上面的那片「小」了，移走「小」後，空白的位置變成一個面積

為 3 個「小」的直角梯形，用來放置「方」「小」是挺容易。故此，從圖 a

出發，簡單地替換了三片拼板便得出了圖 b。 

 

圖 7 

同樣地，從圖 b 或圖 a 出發可以拼得出圖 c 來。圖 c 上面部分是

「中」，所以將圖 b 的「斜」換了「中」，上面部分即時拼好了，但要將「斜」

放置在原來「中」的位置是不可能的，所以同時移走在空白位置上面的那

片「小」，移走「小」後，空白的位置變成一個面積為 3 個「小」的直角梯

形，用來放置「斜」「小」是挺容易。故此，從圖 b 出發，簡單地替換了三

片拼板便得出了圖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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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讀者不妨試試能否從圖 a 出發拼出圖 c。 

替換技巧練習 

在進一步討論前，讀者可試試能否應用「替換技巧」拼出下列三組七巧

圖，作為練習。 

 

圖 9 

七巧悖論組圖 

七巧組圖中，尤以悖論組圖最引人入勝。通常一組兩個圖中，一個七巧

圖「明顯地」較另一個七巧圖多出一部分；但這又與每個七巧圖面積相同

的事實互相矛盾。當中有甚麽玄機呢？先不要想這個苦惱的難題，動手拼

拼看，細心欣賞就可以了！ 



數學教育第四十五期 (1/2023) 

70 

 

圖 10 

不過，若果要創作新的七巧悖論組圖，就要花點心思！先不談七巧悖

論組圖，就算是創作新的七巧圖，其實也並不太容易呢！首先要好好地安

放七片拼板，構成一個圖案，表達一個意念；接著還要確定以前是否未有

出現過相類似的圖形。七巧板面世已有兩百多年了，加上廣泛流傳至世界

各地，很多既漂亮又深具意義的七巧圖已累積至一定數量了。新設計的圖

案要跟這兩百多年間眾多文化的智慧比較，實難有太大的突破吧！ 

一般來說，創作新東西時，慣常使用的其中一個方法是「腦力激盪法」，

亦即是大膽嘗試，不要受既定做法的限制，儘管盡情、任意地組合。利用

「腦力激盪法」創作七巧圖，就好像將七片拼板拋起，看看它們著地後構

成一個甚麽樣的圖案，若嫌太過零散，大可以儘可能將鄰近的拼板拼合起

來。可惜，這個方法真的太自由放任了，新圖案相信多的是，但要有具意義

的圖案則絕無僅有。 

在創作過程中，如果「腦力激盪法」只是當成為「胡亂盲試」的同義詞

的話，則是很大的誤解。「胡亂盲試」有一個致命的缺點，就算是幸運地「試

中」了，往往都不被發現，不知道已找對了。至於利用「腦力激盪法」創作

新的七巧悖論組圖，則成功的機會更是極微了。正如胡亂塗鴉或亂按琴鍵，

絕少獲得佳作一樣。所以在很多情況下，創作的必要條件是對有關的知識

有深入瞭解，否則，遑論創作。故此，創作能力跟解難能力同屬高階思考能

力。 

要成功創作一組七巧悖論組圖，必須掌握背後的原理。光曉得如何拼

合兩個悖論七巧圖，而不瞭解何以產生悖論的原理，是難以開展這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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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的。創作比解難更難以教授，筆者也不善於創作，故此，筆者不會斗膽

教授讀者創作呢。不過，筆者可以與讀者分享這方面的個人觀察和心得。

首先談談石臺一組七巧悖論組圖：兩個石臺七巧圖中，似乎平滑的那個，

即石臺 b，較為容易拼湊。直觀上，可以初步推斷中間下面部分是「方」的

形狀，左右兩旁下面部分都也是「方」的形狀，這樣的話就是 3 個「方」，

亦即是 6 個「小」。石臺 b 的上面部分就應該是 10 個「小」，我們可以初

步繪畫出這個平滑石臺的 16 個「小」的結構圖，筆者稱之為「基本結構

圖」。建基於這個「基本結構圖」，我們可以輕鬆地找出拼湊的答案，而且還

可以羅列出拼湊同一個七巧圖的不同拼湊答案（全部可能的答案）。 

 

圖 11 

然而，石臺 b 的拼湊答案不多，除了「中」「斜」對調外，拼湊答案就

只有唯一一個。比較石臺 a 和石臺 b，石臺 a 的上面部分也應該是 10 個

「小」，再進一步推斷，石臺 a 的上面中間部分是 6 個「小」，甚至呈現出 

4 個「小」的關鍵部分。 

 

圖 12 

原來七巧悖論組圖石臺 a 和石臺 b 是面積為 4 個「小」的「大」拼

板與面積亦為 4 個「小」的等腰梯形的替換技巧變化出來的。這樣往往予

人少了個小尖角的錯覺。石臺 a 和石臺 b 正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鼠 a 和

鼠 b，也是基於這個替換而創作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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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另一個減少小三角的技巧，就是利用面積為 8 個「小」和面積為 9 個

「小」均能拼合成一個三角形的事實，將面積為 8 個「小」的三角形連同

一片「小」拼板替換成面積略大（為 9 個「小」）的三角形，可以做成錯覺

呢！東方人 a 和東方人 b 正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鼠 b 和鼠 c，以及僧侶 

a 和僧侶 b 也是基於這個替換而創作出來的。 

 

圖 14 

有趣的是，就算知道替換技巧，要拼出要找出拼湊的答案也需要花一

點心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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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為了保留讓讀者探索的樂趣，筆者只提供以下兩組七巧悖論圖的替換

技巧。至於它們的拼湊答案就讓讀者自行填補，作為練習吧。 

 

圖 16 

 

圖 17 



數學教育第四十五期 (1/2023) 

74 

或許讀者拼湊七巧板時，仍有一些問題懸而未決，甚或未完全理解。學

會與筆者會於 2023 年舉辦兩至三個講座／工作坊與讀者一起探討拼湊七

巧板的技巧。歡迎讀者到時踴躍參加學會的活動。有關活動，敬請留意學

會的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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