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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满了$非常对不起0"正好这时候$聪明的老板的女儿来了
!

她看见客人和她爸爸都很着急$就
说%!这不成问题0 请每位房客都搬一下$从这房间搬到下一间

!

"于是$

!

号房间的客人搬到
"

号$

"

号房间的客人搬到
#

号//依次类推
!

最后$这位客人住进了已被腾空的
!

号房间
!

第二天$又来了一个有无穷多位旅客的庞大旅游团要住旅馆$这下又把老板难住了
!

老板
的女儿又出来解围%!这好办$您让

!

号房客搬到
"

号$

"

号房客搬到
$

号$

#

号房客搬到
&

号
//这样$

!

号#

#

号#

%

号等单号房间就都空出来了$新来的无穷多位客人就可以住进去了
!

"

来多少客人都难不倒聪明的老板女儿$于是$这家旅馆越来越繁荣
!

后来$老板的女儿考入
了大学数学系

!

有一天$康托尔教授来上课$听说此事后问她一个问题%!你能不能给
!

寸长线
段上的每一点安排一个房间("

她绞尽脑汁$想要安排一下$但终于失败了
!

康托尔教授告诉她$

!

寸长线段上点的数目和
自然数的数目尽管都是无穷的$但却不是一样大的无穷

!

线段上的点要比自然数的个数多得
多$任何想安排下的方案都是行不通的

!

为了证明$我们给它们建立一一对应关系
!

线段上每一点可用这一点到这条线的一端的距离来表示$而这个距离可写成小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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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可任选一个实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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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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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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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等
于上述任何数$因为至少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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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线上的点与自然数之间的一一对应就建立不起
来$线上的点数所构成的无穷大数大于自然数所构成的无穷大数

!

可以证明且令人惊异的是$无论线段是
!

寸长$

!

尺长还是和赤道一样长$上面的点数都
是相同的

!

而且$平面#立方体上所有的点数与线段上所有的点数也是相等的
!

这种无穷是比自
然数#分数的数目更高一级的无穷

!

同样可以证明$所有几何曲线的数目是第三级的无穷
!

到目
前为止$还没有人想象得出更大的无穷大数

!

这三级无穷大数就足以包括我们想到的所有无穷
大数了

!

一元钱到哪里去了)

三个学生住旅馆$服务员收费
#*

元$因此每个学生拿出了
!*

元
!

但是后来经理说今天特
价$一共只收

"%

元
!

服务生退还了学生
#

元并拿了
"

元的小费
!

结果每个学生只出了
)

元$一
共

"'

元$加上服务员的
"

元$才
")

元&

#B)R":")

'$那剩下的
!

元到哪里去了(

也有人把故事改编成这种形式%约翰推销他的旧电视
#*

元给三位妇女$结果每个妇女拿
出

!*

元来
!

约翰发现他的电视只值
"%

元$于是他拿出
"

元钱作运输费$将其他
#

元钱退还给
那三位妇女一人

!

元
!

结果仍然是
#B)R":")

$有
!

元钱不知去向
!

这问题很容易蒙住粗心的人$但仔细一点就可看出名堂来
!

每个学生实际出了
)

元$一共
"'

元$其中
"%

元是住宿费$剩下
"

元被服务员拿走$应该做减法
#B)Q":"%!

如果要做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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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则应该加上退还的
#

元$

#B)R#:#*

$不正是起初服务员收的
#*

元吗( 因此根本不存在!一
元钱到哪里去了"的问题

!

这是一个悖论吗( 有人说不是$不过是在陈述上故意作了误导
!

但美国的)科学美国人*编
辑部曾经出版了一本书叫)从惊讶到思考%数学悖论奇景*$就收集了这个悖论

!

纽卡*

_/[=6?1A

+悖论
这是决策理论中的一个问题

!

有两个盒子
,

和
0

放在桌子上$

,

是透明的$可以看见里面
有

#

!***

,

0

是不透明的$上面写着或者是
#

!******

$或者是
*!

你在下面的两种选择中$只
能取一个&

!

'或&

"

'%&

!

'只选择
0

,&

"

'

,

和
0

两个都选
!

你会作出什么选择(

有一个教授曾经作过一个实验%他让
!***

个学生选$其中
)))

个学生选择了&

!

'$只有
!

个学生选择了&

"

'

!

而这
)))

个学生一人只获得
#

!***

$而那
!

个学生却获得了
#

!******!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教授事先已经作了预测$并作出这样的安排%如果选&

"

'$

0

盒子里就不放
任何一分钱,如果选择&

!

'$

0

盒子里就放
#

!******!

而这个教授的预测只有千分之一的失
误

!

如果你已经知道了这个结果$重新再选$会选哪一项
!

注意$这一回$教授可能又作出了新的
预测

!

#你会杀掉我$

这个故事有几个版本
!

大意是说%一伙强盗抓住了一个商人$强盗头目对商人说%!你说我
会不会杀掉你$如果说对了$我就把你放了,如果说错了$我就杀掉你

!

"商人一想$说%!你会杀
掉我

!

"于是强盗把他放了
!

推理一下%如果强盗把商人杀了$他的话无疑是对的$应该放人,如果放人$商人的话就是
错的$应该杀掉$又回到前面的推理$这是一个悖论

!

聪明的商人找到的答案使强盗的前提互不
相容

!

预料之外的绞刑时间
这个悖论最早从口头传开是在

"*

世纪
$*

年代
!

一个囚犯在星期六被判刑
!

法官宣布%!绞
刑时间将在下一周七天中的某一天中午进行$但是具体哪一天行刑将在这一天的上午再通知
你

!

"囚犯分析道%!我将不可能在下个星期六赴刑$这是最后一天
!

因为星期五下午我还活着$

那么我知道星期六中午我一定被处死
!

但是$这和法官的判决有矛盾
!

"根据同样的推理$他认
为下一个星期五#星期四#星期三#星期二#星期一#星期日

!

因此$法官的判决将无法执行
!

这种连锁悖论式的推理并不难理解$法官的判决可以在下个星期六以外的任何一天被执
行$囚犯的预期落空

!

秃头的定义
这也是连锁悖论中的一例$和上面的游戏完全一样

!

最早叫
\DEDa<6A

谜%你可以把只有
!

根头发的叫秃头吗( 能,你可以把只有
"

根头发的叫秃头吗( 能,你可以把只有
#

根头发的叫
秃头吗( 也能

!

但是你不会把有一万根头发的人叫秃头
!

你从哪里区分他们(

#一整袋谷子落地没有响声$

在古希腊$还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如果
!

粒谷子落地没有响声$

"

粒谷子#

#

粒谷子落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