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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數的和會等於它們的積嗎？ 

許慧貞 

兩個數的和會等於它們的積嗎？筆者曾經將這個問題分別詢問幾位初

中學生，他們的第一個反應都是「沒有可能吧！加數和乘數不相同啊！」，

我鼓勵他們找一些數字試試，部份同學得到「兩個數都是 0 或者都是 2」

便停了下來，無以為繼，其他的連這個簡單結果也得不到。 

我繼續引導他們分別將 x = 0、1、2、3、4、5 等代入 x + y = xy 之中，

從而得到 (0, 0)、(2, 2)、(3, 
2
3

)、(4, 
3

4
)、(5, 

4

5
)，及當 x = 1時，y 無

解等結果，解除了他們認為「兩個數的和不可能等於它們的積」的疑惑。

但是，要全面理解這個問題，得將主項變為 y。從 y = 
1−x

x
 可以清楚看

到，除了 1 以外，對於其他所有的 x 值，y 都有解。亦可以觀察到上述的解

其實是 (0, 
10

0

− )、(2, 
12

2

− )、 (3, 
13

3

− )、 (4, 
14

4

− )、(5, 
15

5

− )，

它們都符合 (t, 
1−t

t
) 的模式。以上的討論只是集中於代入 x 等於 0 或正

整數，如果學生仍有興趣，可以將探討範圍擴大至負數或分數。有趣的是，

由於 x 及 y 的角色可以互換，自然亦有 x = 
1−y

y
，當 y = 1時，x 亦無解；

而且 (
2
3

, 3)、(
3

4
, 4) 和 (

4

5
, 5) 都是解。設 f (x) = 

1−x

x
，有 f o f (x) = 

x。最後，可以練習一下代數分數加法：証明 
11

2

−
=

−
+

x

x

x

x
x 。 

考慮加、減、乘、除的各種組合，除上述問題，還有五個類似的疑問： 

（一） 兩個數的和會等於它們的差嗎？ 

（二） 兩個數的和會等於它們的商嗎？ 

（三） 兩個數的差會等於它們的積嗎？ 

（四） 兩個數的差會等於它們的商嗎？ 

（五） 兩個數的積會等於它們的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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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問題（一），將 x + y = x – y 簡化及移項，得到 y = 0。x 可以取任

意值，y 值只有一個可能，就是等於 0。 

關於問題（二），考慮 x + y = 
y

x
。首先有限制 y ≠ 0，全式乘以 y 再

移項得 y 2 + xy – x = 0。將 x 化為主項得 x = 
1

2

−y

y
，於是有另一些限制 x ≠ 0

及 y ≠ 1。將 y 化為主項得 y = 
2

42 xxx +±−
。x 的可取值範圍是 “x ≤ −4

或 x > 0”，而在 “x ≤ −4 或 x > 0” 範圍內的 x 值會給出兩個 y 值，這些都是

高中程度的數學了。對於初中的學生，如果不打算深入探討，觀察及驗算

一下數字的解例如 (−4, 2)、(−4.5, 3)、(−4.5, 1.5)、( ,
3

16−  4)、( ,
3

16−
3

4
)、 

(−6.25, 5)、(−6.25, 1.25) 等等，也是饒有趣味的。証明 
y

y
y

y

y

−
=+

− 11

2

 也

是一項有意義的代數分式練習。 

至於問題（三）和問題（四）分別與文首的問題及問題（二）類似，

不贅。 

最後一個問題（五），考慮 xy = 
y

x
，先有限制 y ≠ 0，全式乘以 y，

然後移項及因式分解得 x ( y + 1)( y – 1) = 0，從而得到一個簡潔的解：當 x = 

0 時，y 可取非零任意值；當 x 取非零任意值時，y 只能等於 +1 或 –1。 

這一系列六個簡單的開放題提供了可供學生探究的材料，但我們並不

滿足於只找到一個或數個符合命題的特例；適當地運用代數技巧，才能正

確地和全面地求解。符號化規範化的代數系統提供了一個有效的推理解難

的平台，讓我們按部就班地找到真相。 

這裡，筆者以兩個涉及不等式的問題作結： 

1. 兩個數的和有可能小於它們個別的值嗎？即是說：a + b < a 有可能嗎？ 

2. 一個數字的平方是否一定大於該數字本身？即是說：a2 > a 一定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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