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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凸五邊形兩交叉對角線長度乘積的 
一般化方程式 

李輝濱

壹、前言  

平面凸五邊形圖形內部共有 5 條對角

線段，這 5 條對角線段恰圍成一封閉的五

角星形結構。每一條對角線段皆與其餘另

4 條對角線段相交叉，以對角線段 31 AA 為

例；見下圖 1。 

 
圖 1 

可看見，有線段 14 AA 及線段 53 AA 恰

與 線 段 31 AA 相 交 在 兩 端 點 1A 與 3A 的 位

置上，而另 2 條對角線段 42 AA 與 25 AA 則

與 31 AA 相 交 在 線 段 兩 端 點 之 間 的 內 側 位

置 。 本 篇 論 文 的 目 標 是 選 定 如 31 AA 與

42 AA 這 兩 交 叉 對 角 線 長 度 乘 積 的 類 型 為

主，事實上；推論的結果全都適合於所有

相交在線段兩端點之間內側位置上的兩交

叉對角線類型。 

如圖 2，平面凸四邊形領域裡有一個

遠古迄今的著名定理；那就是圓內接四邊

形的托勒密定理(Ptolemy theorem)。見下圖

3，一個圓內接四邊形 4321 AAAA ， 

 
圖 2 

 

 
圖 3 

 

令線段 21 AA = 1V ， 32 AA = 2V ， 43 AA = 3V ， 14 AA = 4V ， 131 dAA   , 242 dAA  ，則托

勒密定理公式型式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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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3121 VVVVdd   ··································································································· (1) 

再看下圖 4，一個平面凸五邊形 54321 AAAAA ，令線段 21 AA = 1V ， 32 AA = 2V ， 43 AA

= 3V ， 54 AA = 4V ， 15 AA = 5V ， 131 dAA  ， 242 dAA  ，則由本文論證所得到的平面凸五

邊形兩交叉對角線長度乘積的一般化方程式為 

)cos(2)()()()( 424321
2

52
2

42
2

31
2

21 AAVVVVVVVVVVdd   

               554
2

2313215 cos2)cos(2 AVVVAAVVVV   ································ (2) 

圖 4 

比較這兩方程式(1)與(2)，可清楚看出

四邊形及五邊形圖形上的所有邊長線段都

很有秩序地分別出現在方程式的對應項數

中！並且更看得出由本文論證出的平面凸

五 邊 形 一 般 化 方 程 式 (2)完 全 涵 蓋 統 一 了

四邊形公式型態(1)，使托勒密定理成為凸

五邊形一般化方程式下的一個特例，此一

般 化 方 程 式 (2)也 正 是 托 勒 密 定 理 公 式 的

推廣！眾所周知，托勒密定理公式結構型

式具備非常簡潔完美規律性，而五邊形圖

形雖然只有比四邊形多出一邊長及一個頂

角，但其推演導證過程中的複雜程度與難

度可謂更勝一籌。方程式(2)雖較為多項，

但仔細比對觀察公式中的各項量綱內容，

它們也都能在邊長與頂角的組合上依序呈

現出規律性分佈 ，並與平面凸四邊形公式

型態內涵相互輝映！  

自托勒密定理公式發現以來約略經過

2000 年久遠時光，其公式的唯美精緻深受

世人的讚嘆傳頌，無人能出其右。世界上

沒有人繼續接棒研究推廣五邊形及六邊形

等等的後續同性質定理公式，今天作者有

幸能躬逢其會並創新深化鑽研而獲得這平

面凸五邊形一般化推廣公式理論，盼讀者

諸君誠心參考察驗，期望能獲取新啟示並

展開更寬廣領域的研發應用！ 

以下是作者精心規劃、創新研究出的

完整思考歷程，請仔細閱讀、品味、模擬

推演運算，以充分理解本文創作的實質內

涵。 

 

貳、本文  
在下列撰文推理演繹的運算過程中，

需應用或對照到下述已知的數個基本數學

性質；  



科學教育月刊 第 407 期 中華民國 107 年 4 月 

- 26 - 

一、數學基本性質─引理 

引理 1. 平面凸多邊形的向量性質  

任給一個平面凸 n 邊形 nn AAAAAA 14321  ，令邊長 21 AA = 1V 的向量為


1V ， 32 AA = 2V 的向

量為


2V , , 1AAn = nV 的向量為


nV ，則此平面凸 n 邊形即為此 n 個向量按順序箭頭接箭

尾相加而成的封閉凸 n 邊形。  

依 向 量 加 法 性 質 知 ；  

n

m mV
1



0 = 0)sin()cos(
11








  jViV
n

m mm

n

m mm  此 處

m 為 mV 在直角坐標平面上的方位角。


i 為正 X 軸方向的單位向量，


j 為正 Y 軸方向的

單位向量，再由平面正交坐標系性質知；  

0)cos(
1

 

n

m mmV    且 0)sin(
1

 

n

m mmV   

現在，將頂點 1A 置於直角坐標平面上的原點 O，如下圖 5，使 21 AA 邊完全重疊並貼

置於 X 軸，以使此 n 邊形完全落在第 1 及第 2 象限區域內 (含 X 軸 )，則  

1V + 0])1cos[(
22

  

m

k k

n

m m AmV   ········································ (3) 

且     0])1sin[(
22

  

m

k k

n

m m AmV   ··············································· (4) 

 
圖 5、凸 n 邊形  

 

證明：由圖 5 知凸 n 邊形的內角依次為 1A , 2A , 3A , , nA ,而 1V 的方位角 1 為零， 2V 的方

位 角 2 為 π − 2A ， 3V 的 方 位 角 3 為  (π − 2A ) + (π − 3A )， 4V 的 方 位 角 4 為 (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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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 )+(π− 3A )+(π− 4A ),…, nV 的方位角 n 為 (n−1)π−( 2A + 3A + 4A +· · · + nA )。將這 n

個方位角全部代入以下方程式中：  

0)cos(
1

 

n

m mmV       且 0)sin(
1

 

n

m mmV 
   ，則 

0)cos(
1

 

n

m mmV 
 

= 1V + 2V cos(π − 2A )+ 3V cos(2π − 2A − 3A )++ nV cos[(n-1) π- 0]
2

 

n

k kA  

將上列等式改寫成下式；  

得  1V + 0])1cos[(
22

  

m

k k

n

m m AmV   ·········································· (3) 

同理，再得  0])1sin[(
22

  

m

k k

n

m m AmV   ············································ (4) 

證明完成。  

 

引理 1 的一組方程式(3)與(4)所顯示的

幾何意義是；方程式(3)代表此凸多邊形各

邊長在 X 軸方向的投影向量總和為零，方

程式 (4)則 表 示凸 多邊 形 各邊 長在 Y 軸 方

向的投影向量總和為零。 

引理 1 的一組方程式(3)與(4)是因以線

段 21 AA = 1V 為底，疊置在水平方向 X 軸所

求得的結果，若換成以 32 AA = 2V 為底，將

求得類似的另一組方程式；以此類推， 總

共會得出 n 組。這 n 組方程式是非常好應

用的，尤其用在多邊形尋找邊長與內角之

間的組合關係式時至為有效！  

 

引 理 2. 在 平 面 上 給 定 一 個 凸 n 邊 形

nn AAAAAA 14321 ....  ，則此凸多邊

形所有內角總和為  

 2.... 14321   nAAAAAA nn

 

證明：略。  

 

引理 3. 三角函數角度的和差  

 sinሺα േ βሻ ൌ sin	α	cos	β േ cos	α	sin	β 

 cosሺα േ βሻ ൌ cos	α	cos	β ∓ sin	α	sin	β 

 

引理 4. 在平面上給定一個凸四邊形 

4321 AAAA ，如圖 6。 

 

圖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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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線段 21 AA = 1V ， 32 AA = 2V ， 43 AA

= 3V ， 14 AA = 4V ，則此凸四邊形的面積型

餘弦公式為  

2
4V =

2
1V +

2
2V + 2

3V － 2 221 cos AVV － 2

332 cos AVV + 2 1V  323 cos AAV   

因上列公式中各項的量綱都是邊長的

平方，故稱為面積型餘弦公式。 

 

證明：略。 (請參閱本文末參考文獻之 1) 

 

引理 5. 兩相似三角形，其所有對應邊長必

成正比例。 

 

證明：略。 

 

引理 6. 兩相異三角形，其對應的兩邊長成

正 比 例 且 此 兩 邊 長 所 夾 的 夾 角 又

相等，則這兩相異三角形必為相似

三角形。 

 

證明：略。 

 

二、論證平面凸五邊形兩交叉對角

線長度乘積的一般化方程式 

對於任意形狀的平面凸五邊形 而言，

欲完整清晰地推導驗證出本主題的一般化

方程式(2)，須遵循下列的六個步驟依先後

次序來進行； 

(一) 作輔助線； 

    先 求 出 這 五 邊 形 內 的 凸 四 邊 形

4321 AAAA 中 兩 交 叉 對 角 線 長 度 乘 積 的 一

般化方程式，請參閱下圖 7 任意形狀的平

面凸五邊形 54321 AAAAA 。 

 

 

圖 7 

 

(1) 選取四邊形 4321 AAAA ，在頂點 4A 處對圖形內側作一射線 TA4 ，使 TAA 41 = 342 AAA ，

又在頂點 1A 處對圖形內側作另一射線 TA1 ，使 32414 AAATAA  ，此兩射線交在 T

點；則 TAA 41 342 AAA (互為相似形)且 23414 AAATAA  。並繼續連接 T 與 3A

兩點，使形成線段 3TA 。 

(2) 由 兩 相 似 三 角 形 對 應 邊 長 必 成 正 比 例 關 係 ， 得 342124 ::: VTAVTAdd  可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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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4 :: VdTAd  ， 再 由  241 AAA = 34 ATA  及 引 理 6. 得 知 相 似 形 關 係

34241 ATAAAA  ，因此可得 214 AAA = 34TAA ，且有另ㄧ組正比例關係為 

TAVVdTAd 313244 :::  。 

(3) 對作圖 7 中的 31 ATA 言，由餘弦定理知 

    )cos())((2)()( 3131
2

3
2

1
2

1 TAATATATATAd  ，而在上述(2)的兩組正比例關係式

中可求得 2421 /)( ddVTA  及 2313 /)( dVVTA  ，將此兩者代入餘弦定理公式內並化簡、

移項，可得下列新方程式(5)； 

      )cos(2)()( 314321
2

42
2

31
2

2
2

1 TAAdVVVdVVVdd   ···························· (5) 

(4) 在頂點 T 處四周圍角度關係可知 

31TAA  = 41342 TAATAA  = 2342142 AAAAAA   = 2A (頂角)+ ， 

此 處 對 四 邊 形 4321 AAAA 言 ， 其 四 個 頂 角 總 和 為 2 ， 並 令 341 AAA =  ， 所 以 將 

31TAA = 2A (頂角)+  代入方程式(5)，即得凸四邊形兩交叉對角線長度乘積ㄧ般化

方程式為下方程式 (6)；  

      )cos(2)()( 24321
2

42
2

31
2

2
2

1  AdVVVdVVVdd  ············································· (6) 

(二 ) 接下來，要將四邊形的方程式 (6)推廣至ㄧ般化凸五邊形公式，請看下圖 8。  

 

圖 8 

圖中的三角形 541 AAA 有下式關係； 554
2

5
2

4
2

4 cos2 AVVVVd  ，將此式代入方程

式(6)中即得出下列方程式(7)； 

)cos(2cos2)()()( 24321554
2

2
2

52
2

42
2

31
2

2
2

1  AdVVVAVVVVVVVVVdd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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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接 著 要 將 方 程 式 (7)內 的 最 後 一 項 有 )cos( 24 Ad 的 成 份 代 換 成 五 邊 形 的 某 些 邊 長

與頂角的適當組合。這需應用到引理 1.與角度修正參數法及幾何作圖分析法。  

(1) 應用引理 1. 取 n=5 代入一組方程式(3)與(4)，並化簡可得 

       1V = 22 cos AV -  323 cos AAV  + )cos( 4324 AAAV  + 15 cos AV  ····················· (3-p) 

       22 sin AV -  323 sin AAV  +  4324 sin AAAV  - 15 sin AV = 0 ··························· (4-p) 

(2) 將此五邊形的內角分成兩組； 1A , 4A 為一組，而 2A , 3A , 5A 為另一組！將平面凸多邊

形所有內角分成兩組的組合情形有很多種，需要詳盡觀察比對才能找到最適合的兩組

組合。 

**角度修正參數法**：以下即為角度修正參數法的應用；見下圖 9。  

 

圖 9 

平面 凸五 邊 形內 角總 和 為 3π，令  為角 度修 正 參數 ，並 設 定  
2

3
41 AA 且

 
2

3
532 AAA ，將這 2 個組合代入方程式(3-p)及(4-p)中；得 

1V = 22 cos AV -  323 cos AAV  + )cos( 4324 AAAV  + 15 cos AV  ························ (3-p) 

1V = )
2

3
cos( 532 AAV 

- )
2

3
cos( 53 AV 

+ )
2

3
cos( 544 AAV 

 

+ )
2

3
cos( 45 AV 

  

= )sin( 532 AAV  - )sin( 53 AV  + )sin( 544 AAV  - )sin( 45 AV   

= sin )cos([ 532 AAV  - 53 cos AV + )cos( 544 AAV  - ]cos 45 AV  

+cos )sin([ 532 AAV  + 53 sin AV + )sin( 544 AAV  - ]sin 45 AV ················ (3-p-a) 

另 22 sin AV -  323 sin AAV  +  4324 sin AAAV  - 15 sin AV = 0 ······················· (4-p) 

)
2

3
sin( 532 AAV 

- )
2

3
sin( 53 AV 

+ )
2

3
sin( 544 AA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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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3
sin( 45 AV 

= 0，展開此等式，得 

0= - )cos( 532 AAV  + )cos( 53 AV  - )cos( 544 AAV  + )cos( 45 AV   

 = cos )cos([ 532 AAV  + 53 cos AV - )cos( 544 AAV  + ]cos 45 AV  

   + sin )sin([ 532 AAV  + 53 sin AV + )sin( 544 AAV  - ]sin 45 AV  ············· (4-p-a) 

現在令 5P = )cos( 532 AAV  - 53 cos AV + )cos( 544 AAV  - 45 cos AV  

      5Q = )sin( 532 AAV  + 53 sin AV + )sin( 544 AAV  - 45 sin AV  

 

則 (3-p-a)式  變成       1V = sin 5P + cos 5Q  ·········································· (3-p-b) 

   (4-p-a)式  變成         0 = cos )( 5P + sin 5Q  ································· (4-p-b) 

聯立解(3-p-b)式與(4-p-b)式，得 1V cos = 5Q 且 1V sin = 5P  

而 cos( 1A + 4A ) = cos(  
2

3
) =  sin    ，代入   1V sin = 5P 中，得   

 1V cos( 1A + 4A ) = )cos( 532 AAV  - 53 cos AV + )cos( 544 AAV  - 45 cos AV  

移項整理後即得到下述方程式(8-1)了；  

53 cos AV - )cos( 544 AAV  + 45 cos AV = 1V cos( 1A + 4A )+ )cos( 532 AAV   ······· (8-1) 

(3) 同理，現在將方程式(3)與(4)式換成以 54 AA = 4V 為底，見下圖 10，再仿效這上述第(2)

節的運算即可得到同類型的下列方程式(8-2)了； 

31 cos AV - )cos( 322 AAV  + 23 cos AV = 4V cos( 4A + 2A )+ )cos( 315 AAV   ······· (8-2) 

 
圖 10 

 

觀察此方程式 (8-2)的右側兩項 4V cos( 4A + 2A )+ )cos( 315 AAV  ，再根據 541 AAA 圖形

關係即可推測 (8-2)式的右側兩項必與 )cos( 24 Ad 具有相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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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幾何作圖；利用輔助線作圖法以理解方程式(8-2)的圖形意義！請看下圖 11。 

 
圖 11 

 

(1) 在方程式(8-2)的左側第 2 項裡出現 32 AA  的角度差，令頂角角度 2A 大於 3A ，這不失

為作圖的ㄧ般性。由圖 11.中自頂點 2A 處作一直線 BA2 ，使 321 ABAA  頂角角度，

並令 3232 AAACA  。 

(2) 通過頂點 4A 處作一直線 DE 平行於直線 BA2 ，連接對角線 414 dAA  ， 

(3) 通過頂點 1A 處作一直線 FA1 平行於直線 BA2 與 DE ， 

(4) 自頂點 4A 處對直線 FA1 作一垂直線 GA4 ，使 G 點為垂直交點。 

(5) 自頂點 5A 處對直線 FA1 與直線 DE 作一垂直線 HKA5 ，使 H 點與 K 點各為相異的兩

垂直交點。 

以上作圖完成。這經過規劃設計完工的圖形中共有兩組平行輔助線；紅色的ㄧ組有 3

條平行線，綠色的另一組有 2 條平行線，且這兩組平行線是互為垂直的。 

 

(五 ) 現 在 要 分 析 所 有 作 出 的 圖 形 輔 助 線 及 方 程 式 (8-2)的 圖 形 意 義 ， 及 其 與 重 要 的 一 項

)cos( 24 Ad 之間的相連結關係；請見下圖 12。 

 
圖 12 

ଷܣସܣଵܣ∠ ൌ 0 

ߙ ൌ ଶܣ െ  ଷܣ

ߚ ൌ  ܧସܣଵܣ∠

γ ൌ  ܧସܣହܣ∠

δ ൌ  ܪଵܣହ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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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對 32 ACA 言，因 3232 AAACA  ，故得 224 ACAA  頂角角度。 

(2) 由平行線內側角性質知 2244 ACAACDA  頂角。 

(3) 令 GAAEAA 1441  ，在頂點 4A 處周圍可知   24 ACDA   ，故

)cos( 24 Ad = )cos(4  d = cos4d = )cos( 144 GAAd  ，得 )cos( 24 Ad 在

圖形上的值等於線段 GA1 長度的負值，因 GAA 14 是直角三角形 

(4) 又 在 頂 點 4A 處 周 圍 ， 頂 角 角 度 的 和   42 AA ， 此 處 EAA 45 。 由

)cos( 424 AAV  = )cos(4  V = cos4V ，得 )cos( 424 AAV  在圖形上的值等於線

段 KA4 =線段 GH 長度的負值，因 KAA 54 是直角三角形。 

(5) 在頂點 1A 處周圍，由平行線同位角性質知 3211 ABAAHMA  頂角，故頂角角度

的 和   31 AA ， 此 處  HAA 15 。 由 )cos( 315 AAV  = )cos(5  V =

cos5V ，得 )cos( 315 AAV  在圖形上的值等於線段 HA1 長度的負值，因 HAA 51

是直角三角形。 

(6) 現 在 由 (3) 、 (4) 、 (5) 的 敘 述 分 析 ， 可 比 較 出 )cos( 24 Ad 在 圖 形 上 的 值 恰 等 於

)cos( 424 AAV  + )cos( 315 AAV  在圖形上的值，故下式必成立； 

     )cos( 24 Ad = )cos( 424 AAV  + )cos( 315 AAV   ································ (8-3) 

(六) 現在要將等式(8-3)式代入(二)的方程式(7)中，整理後即得方程式(2)如下； 

    得證平面凸五邊形兩交叉對角線長度乘積的一般化方程式為  

     )cos(2)()()()( 424321
2

52
2

42
2

31
2

21 AAVVVVVVVVVVdd   

             554
2

2313215 cos2)cos(2 AVVVAAVVVV   ···························· (2) 

 

三、檢驗 

(一) 若令 05 V ，使頂點 5A 趨近至 1A ，則平面凸五邊形退化成平面凸四邊形，而方程式

(2)也退化成平面凸四邊形兩交叉對角線長度乘積的一般化方程式為 

     )cos(2)()()( 424321
2

42
2

31
2

21 AAVVVVVVVVdd   ························ (9) 

這 方 程 式 (9) 正 是 托 勒 密 定 理 的 推 廣 。 若 這 凸 四 邊 形 又 內 接 於 一 圓 ， 則

 24 AA ，代入方程式(9)內，再化簡後，即得托勒密定理； 423121 VVVVdd  。

因此，方程式 (2)完美涵蓋統一了托勒密定理與方程式(9)！方程式 (2)是至極的正確且

其內涵用途比公元 100 年時的托勒密定理公式更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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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若是圓內接五邊形，則方程式(2)將作如下變換； 

  )](sin)([cos)()()( 42
2

42
22

42
2

31
2

21 AAAAVVVVdd   

            )cos(2)](sin)([cos)( 42432131
2

31
22

52 AAVVVVAAAAVV   

            )cos(2)cos(2 432154
2

2313215 AAAAVVVAAVVVV   

          = 2
3152424231 )]cos()cos([ AAVVAAVVVV   

           +
2

31522442 )]sin()sin([ AAVVAAVV   ····································· (10-1) 

在圓內接五邊形中， )sin( 2442 AAVV  )sin( 3152 AAVV  = 0，(註：請參考下

列結論(一)第 (2)節敘述  )，則方程式 (10-1)就化簡成下式；     

        )cos()cos( 315242423121 AAVVAAVVVVdd   ·························· (10) 

此方程式 (10)就是圓內接五邊形的兩交叉對角線長度乘積公式。可看出與圓有

關聯的圓內接五邊形公式型態之方程式 (10)，其結構真的很簡潔明暢。  

 

參、結論  

(一) 事實上，一開始作此研究是從圓內接五邊形(見下圖 13) 的特例出發的， 

 
圖 13 

 

(1) 觀察圖形中的圓內接四邊形 4321 AAAA ，必存在有托勒密定理公式為  

                   423121 dVVVdd   ······························································ (9-1) 

(2) 對 451 AAA 言 ， 邊 長 線 段 4d = )2cos(4 V + )1cos(5 V = )cos( 44 kAV  +

)cos( 15 mAV  = )cos( 244  AAV + )cos( 315  AAV  

             =– )cos( 244 AAV  - )cos( 315 AAV  ，將此 4d 代入(9-1)式中，得 

角度 1 ൌ  ସܣଵܣହܣ∠

角度 2 ൌ  ଵܣସܣହܣ∠

角度 m ൌ  ଶܣଵܣସܣ∠

角度 K ൌ  ହܣସܣଵܣ∠



平面凸五邊形兩交叉對角線長度乘積的一般化方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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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s()cos( 315242423121 AAVVAAVVVVdd   ······························· (10) 

又在 451 AAA 中， )2sin(4 V - 0)1sin(5 V ，再經過同樣的角度轉換，可得 

       0 = )sin( 244 AAV  - )sin( 315 AAV   ························································· (11) 

將(11)式乘上 2V ，即得 0 = )sin( 2442 AAVV  )sin( 3152 AAVV   ·················· (12) 

(3) 由方程式(10)的獨自平方再加上方程式(12)的獨自平方，再化簡，可得 

     )cos(2)()()()( 424321
2

52
2

42
2

31
2

21 AAVVVVVVVVVVdd   

             554
2

2313215 cos2)cos(2 AVVVAAVVVV   ···························· (2) 

因為圓內接五邊形的任意兩內角的和並無特定關係值，所以推測這個方程式必定

也是ㄧ般形平面凸五邊形的ㄧ般化方程式！亦即先有了這假設的特例雛型概念，再思

考尋求理論的有效推證方法，進而論證出完整的結果來。  

(4) 方程式(10)就是圓內接五邊形的兩交叉對角線長度乘積公式，它也可以由方程式(2)被

逆向推導出來！如同上述三、檢驗中的第(二)節敘述。 

 

(二) 若僅以三角形的基本餘弦定理公式來描述推求兩對角線長度乘積方程式，其結果也就

不足為奇，無法達到方程式(1)、(2)、(9)、(10)的公式型態，也與本文的理念大相逕庭，

無法比擬！試看下列以純餘弦定理來作凸五邊形的推演運算； 

 
圖 8 

參考圖 8 221
2

2
2

1
2

1 cos2 AVVVVd   

            )cos(2cos2cos2 5453554443
2

5
2

4
2

3 AAVVAVVAVVVVV   

且  332
2

3
2

2
2

2 cos2 AVVVVd   

        )cos(2cos2cos2 1514115554
2

5
2

4
2

1 AAVVAVVAVVVVV   

則
2

2
2

1 dd 相乘的四 種結 果必 然 至少 有一 個 邊長 不會 出 現在 各公 式 中， 都無 法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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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邊 長 與 角 度在 組 合 型 式上 依 序 呈 現出 完 整 規 律性 分 佈 ！ 而此 四 種 結 果也 與 托勒密

定理公式型態無關，完全沒有感受見到托勒密公式的蹤影。 

 

(三) 本文演繹敘述過程中出現兩個亮點；

第一個是角度修正參數法，應用適宜

角度組合的特徵，求得所需要之邊長

與角度組合恆等式。因為角度組合的

方式多樣化，充分利用可達成意想不

到的效果，在推演過程中它必扮演著

重要且決定性的任務！第二個亮點是

幾何作圖分析法，它提供了一個清晰

理 解 恆 等 式 各 項 線 段 圖 形 意 義 的 視

窗，使我能找到各線段的相互依存關

係，並應用於解決難度較高的問題，

也一樣執行著艱鉅且適切決定性的任

務！ 

(四) 創作者須抱持的恆常一貫思維理念，

就是對所有選定主題論證都要合理精

確地尋找出一套一般化方法，藉以獲

得完美奇妙廣義式的結果。希望本文

的論述能榮獲讀者的青睞與迴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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