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脈絡中的數學 114 年 4 月 8 日筆記分享 

化學三江同學察覺到，在歐洲的十六世紀，天主教和科學是有衝突的（某種程度

上），但是傳到徐光啟身上卻是互補的；這是個有意思的觀點： 

 

電機二蕭同學寫的書名不知道是不是《徐氏庖言》？她的感觸不知道是不是在說現在

很紅的某國總統？ 

 

資工三林同學附和了文學作品（寓言、故事）提供世界觀的「特殊設定」的想像空間

（或想像力的觸發）： 

 



土木三林同學附和「中年人」的難關；呵呵，我們互勉，希望各位同學 20 年後記得

此事： 

 

機械二吳同學反省「實學」難得的原因之一： 

 

數研一葉同學感覺「實學」與「經學」可能是人的心態；真的很可能就是這樣，這

「心態」就是「素養導向」教育當中常講的「態度」： 

 

 



化學三林同學應該抱持同樣的想法，她可能是說：態度對了，宗教都會變實學： 

 

好多位同學關心「生前死後」議題，也有好幾位當場寫下儒、釋、道對「生前死後」

的看法。我舉電機二游同學為例，她寫了一整頁： 

 



 

應該有許多同學對數學四張同學上週的報告印象深刻（用「曖昧」形容他對數學的感

覺）。這週他用更曖昧的方式寫了「不是筆記」的筆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