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脈絡中的數學 114 年 4 月 22 日筆記分享 

同學們對於這一次（第二次）的同學分享，普遍回應較為熱烈，給列位分享者的鼓勵

也很多。例如化學三黃同學寫得相當真情： 

 

電機二蕭同學特別對「質數」印象深刻： 

 

電機二蔡同學則是對「數學符號」印象深刻： 

 



事實上，不僅東方文化沒有符號，古希臘和伊斯蘭文明的數學也都沒有符號（雖

然伊斯蘭「發明」了代數）──除了數字符號以外。如今我們慣用的數學符號系統，

確實是歐洲文明的貢獻。 

化學三林同學也說： 

 

化學三江同學讚賞（學弟）陳同學的「七政四餘」： 

 

雖然「主流」數學與科學都盡量避免跟占卜發生關聯，但是我很贊成占卜是「機

率的一種應用」，而且江同學用「儀式感」來詮釋也相當有發展潛力。我個人對鬼神

並不好奇，可以不談、不問鬼神，但是我完全接受那些「神秘」能量的存在。 

  



資工二鄭同學則對占卜與機率有些延伸思考： 

 

我有兩點回應。一，機率確實是在事前用來「幫助理性判斷」的，特別是用來判

斷社會上的公共事務；對於「個人」而言，那不是機率而是命運。二，機率觀念在信

仰基督、信仰阿拉的社會中，似乎真的比東方（包括印度）社會更慢發生。直到歐洲

發展出「機率數學」之後，乃至於量子力學之後，還是不斷有涉及「上帝決定論」的

質疑意見。對於信仰方面難以接受機率的人，也許可以把機率視為解決問題的一種工

具而已吧。 

機械二吳同學特別鼓勵第五位（學弟）何同學： 

 

生醫二陳同學向何同學提問，請你們私下交流吧： 

 

  



最後分享通訊三張同學的散文記敘（注意下一頁的「詩意科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