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脈絡中的數學 114 年 5 月 13 日筆記分享 

先看電機二涂同學分享的一則笑話。真好笑，很慚愧我居然是第一次看到： 

 

再看電機二翁同學查出來補充的兩則冷知識： 

 

電機二張同學記下的三則概念，雖然很接近實際「筆記」，但是簡潔到位，值得重述

一遍： 

 

沒錯，我最近應邀談登山，再整理一次我的登山理論。這理論就是前述「境界」

理論的應用。我認為：我們「智人」這個物種的共同特徵就是具有「創造慾」。但凡

滿足實用需求之後，個人就會在某一方面想要追求更高的「境界」。此種境界，就是

哲學上討論的「美」。譬如庖丁解牛，到了游刃有餘的境界，就是那個領域的境界，

也是那個領域的美。每個人都會負個背包走路，生活中也能走上坡走下坡，我們當中

的某些人，例如我，就想再這個領域超出實用價值而追求更高的境界，於是扛起背包

走進了山裡。境界是美，但是不一定產出藝術。藝術必須有一定程度的公共性，庖丁



和登山的境界，大致上是很私人的知識，只有很少數的朋伴可以共享，所以構成不到

藝術；假如寫成書，做成影片，或者發行畫冊、明信片，那就可能是藝術了。 

如果不是助教擷選數學二許同學這一段話，這份筆記分享就要變成資電學院專輯了： 

 

資工二鄭同學是筆記分享的常客。她分享自己的「數學之美」體會： 

 

電機二邱同學對於「數學是一種語言」有了新體會。確實，這門課一直圍繞這句話；

在某種程度上，整個學期都在闡述這句話。 



 

最後分享化學三黃同學的經驗分享，以及對於「懂了更能欣賞」的體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