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斐波那契数列与古代数学 
 

学习范畴：数与代数 

学习阶段：3 

阅读材料： 

“试把花卜心期，才簪又重数”。 

一片片数花瓣的女孩子，用它来占卜爱情，摘一片代表“他爱我”，再摘

一片代表“他不爱我”，摘到最后一瓣，大概就是爱情的谜底了。 

可是你知道吗？其实花瓣的数量早已被大自然内定了，你摘下第一瓣花瓣

时说出的心愿，往往就决定了最后一瓣花瓣的答案。 

这个所谓的数学密码，究竟只是数学家编造出来的规则，还是大自然真正

藏了什么不为人知的奥秘呢？ 

 

根据科学家后来研究，海芋、鸢尾花等是 3瓣花瓣，野玫瑰、龙葵等是 5

瓣花瓣、波斯菊、血根草等是 8瓣花瓣，豚草、玉米万寿菊、金银花是 13瓣花

瓣，紫菀、黑眼苏珊、菊苣是 21瓣花瓣，车前草、除虫菊等是 34瓣花瓣，米

迦勒菊，菊科等是 55 或 89瓣花瓣…… 

花朵花瓣的数目、树叶的叶子的顺序以及花朵的花序似乎都包藏了斐波那

契数列中的数或性质。 

 

一.斐波那契与斐波那契数列   

斐波那契，又称比萨的列奥纳多。中世纪最伟大的意大利数学家，西方第

一个研究费波那契数，并将现代书写数和位值表示法系统引入欧洲。 

列奥纳多的父亲威廉，是一位商人，在北非一带工作。当时仍是小伙子的

斐波那契已经开始协助父亲工作。于是他学会了阿拉伯数字。 

后来，斐波那契的才能受到弗里德里希二世的重视，因而被邀请到宫廷参

加数学竞赛。他还曾向官吏和市民讲授计算方法。他的最重要的成果在不定分

析和数论方面，除了《计算之书》外，保存下来的还有《实用几何》等四部著

作。 

斐波那契在《计算之书》中提出了一个有趣的兔子问题： 

一般而言，兔子在出生两个月后，就有繁殖能力，一对兔子每个月能生出

一对小兔子来。如果所有的兔子都不死，那么一年以后可以繁殖多少对兔子？ 

我们不妨拿新出生的一对小兔子分析一下： 

第一个月小兔子没有繁殖能力，所以还是一对； 

两个月后，生下一对小兔总数共有两对； 

三个月以后，老兔子又生下一对，因为小兔子还没有繁殖能力，所以一共

是三对； 

…… 

依次类推可以列出下表： 

经过月数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总体对数 0 1 1 2 3 5 8 13 21 34 55 89 144 

表中数字 1，1，2，3，5，8，13，…，构成了一个序列。这个数列有关十

分明显的特点，那是：前面相邻两项之和，构成了后一项。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5%94%E5%AD%90%E9%97%AE%E9%A2%98/10078727?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5%94/522910?fromModule=lemma_inlink


 

 

斐波那契在《算盘书》中从兔子问题得到斐波那契数列之后，并没有进一

步探讨此序列，并且在 19世纪初以前，也没有人认真研究过它。没想到过了几

百年之后，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这一问题派生出广泛的应用，从而突然活

跃起来，成为热门的研究课题。以致 1963年成立了斐波那契协会，还出版了

《斐波那契季刊》。 

 

注：利用斐波那契、斐波纳契、神奇的斐波那契黄金比例等关键词，搜寻

意大利数学家斐波那契的生平或网页或视频片段 

 

二.斐波那契数列与平方数、勾股数 

 

1.斐波那契数列的平方和，等于斐波那契数列中最后一个数和下一个数的

乘积。如果 Fi 表示第 i个斐波那契数（i=1,2,3,…），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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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漂亮的无字证明图： 

 

 

 

 

 

 

 

 

 

 

 

 

考察矩形面积得： 

∑ 𝐹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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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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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数证明如下： 

F1
2=F1F2 

F2
2=F2F2= F2（F3-F1）= F2F3-F1F2 

F3
2=F3F3= F3（F4-F2）= F3F4-F2F3 

…… 
Fn

2=FnFn= Fn（Fn+1-Fn-1）= FnFn+1-Fn-1Fn 

相加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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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斐波那契数列与勾股数 

    斐波那契数列 1，1，2，3，5，8，13，21，34，… 

    取连续 4项，如 1，1，2，3，把第 1项与第 4项相乘得 3，把中间两项相

乘再乘以 2得 4，中间两项得平方和得 5，得到的三个数 3，4，5，有

32+42=52。 

    再比如 1，2，3，5，如法炮制得到三个数 12，5，13，有 52+122=132。 

    一般的取 Fk,Fk+1,Fk+2,Fk+3四项，即有 

         （2Fk+1Fk+2）
2 + （FkFk+3）

2  = (Fk+1
2+Fk+2

2)2 

 

如果取连续 5项，如 1，1，2，3，5，把第二项与第四项相乘得到 3，把第

三项乘以 2得到 4，把第一项与第五项相乘得到 5，得到的三个数为 3，4，5，

有 32+42=52。 

再比如 1，2，3，5，8，如法炮制得到三个数 10，6，8，顺序变了，仍然

有 62+82=102。 

可以再举几例试试！ 

总结以上经验，如果从斐波那契数列中任取 5个连续的项 a,b,c,d,e 

(1)如果 a是数列的奇数项，那么就有(bd)2+(2c)2=(ae)2 

(2)如果 a是数列的偶数项，那么就有(ae)2+(2c)2=(bd)2  

 

  注：关于勾股数生成公式还可以搜索魏晋时数学家刘徽和清代数学家沈利民

的勾股数生成公式 

 

三.斐波那契数列与杨辉三角 
斐波那契数列是斐波那契研究兔子繁殖问题得到的数列，它的定义为：其第 n个数是

其第 n-2个数与其第 n-1个数的和。杨辉三角，是二项式展开系数在三角形中的一种几何

排列。它们的背景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但是它们之间也是有如下交错的关系： 

 

1.杨辉三角中的斐波那契数列 

 



 
用符号描述为： 

𝐹1 = 𝐶0
0 = 1 

𝐹2 = 𝐶1
0 = 1 

𝐹3 = 𝐶2
0 + 𝐶1

1 = 1 + 1 = 2 
𝐹4 = 𝐶3

0 + 𝐶2
1 = 1 + 2 = 3 

𝐹5 = 𝐶4
0 + 𝐶3

1 + 𝐶2
2 = 1 + 3 + 1 = 5 

𝐹6 = 𝐶5
0 + 𝐶4

1 + 𝐶3
2 = 1 + 4 + 3 = 8 

… 

𝐹𝑛 = 𝐶𝑛−1
0 + 𝐶𝑛−2

1 + ⋯ + 𝐶𝑛−1−𝑚
𝑚  (𝑛 − 1 ≥ 𝑚) 

 

也可以进一步以如下图形整理，像一束光。 

 

 
甚至将杨辉三角重复两次整理，依然会得到斐波那契数列： 



 
2.斐波那契中的杨辉三角 

  如果想用斐波那契中的连续项生成斐波那契数列中的数,那么合成它们的系数

就要用到二项式系数。 

如： 1+1=2 
     1 + 2 × 1 + 2 = 5 

              1 + 3 × 1 + 3 × 2 + 3 = 13 
              1 + 4 × 1 + 6 × 2 + 4 × 3 + 5 = 34 
2,5,13,34 仍是斐波那契数列中的项。 

一般的，如果 Fk，Fk+1，Fk+2，…Fk+i是斐波那契数列中的连续项，则有 

 

 

 

 

 

 

 

 
 

 

注：相关的证明可自行搜索互联网 

 

其实，这只是斐波那契数列的冰山一角，数学家们并不甘于到此为止，而

是进一步的去发现更本质的规律。希望你会发现，学习数学并不只是为了考

试，虽然数学的美是隐蔽的，也是纯粹的，永恒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