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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脈絡中的數學 作業六 選輯 

對於「當年的清朝博學之士有什麼合理的理由，認為『西洋...奇器...徒矜工

巧為耳目之玩者』？」這個問題，數學二林同學注意到當時⼀個觀念： 

當時有所謂的西學中源說，道出這些知識其實發源於中國，只是因為

用處不大而沒有流傳下來，而今也只是藉西方人之手再次回歸祖國，

也因為如此對這些清朝博學之士來說，便只是玩物才會失傳。 
物理二鄭同學這樣看： 

這些東西是進貢給皇帝的稀有品，一般人難有機會接觸，當王公貴族

們只把這些東西當玩物，其他人對它的認識自然只停在最淺層。 
化材四王同學認為可能是過度自信惹的禍： 

自信自己的國家是最優秀的，自信自己的見識是最廣博的，或許在上

位者都會有這樣的迷思，該位大臣就只是寫下了內心的想法。 
至於聯想到當今之世值得警惕的事情，不少人想到了 COVID-19，但也各有觀點。
例如中文⼀馬同學說： 

明明亞洲才是災源，最嚴重的災區卻在美國，其實其中一個原因也許

就是歐美輕忽了控制病毒傳染的重要性，以致一發不可收拾。 
大氣二陳同學則找到以下心態的類比： 

認為自己能力足夠而不公開疫情，尋求幫助，以至於釀成了全球性的

災難，死亡人口飆升、經濟停擺，不只害慘了自己也連累全球。 
光電二王同學則有自省的想法；現在大家尚未進入職場，希望以後也要記得： 

高學歷的社會新鮮人，剛進公司就一意孤行，不詢問也不聽前輩意見，

最後反而吃虧大了，所以放低身段來學習是不可或缺的。 
生醫三王同學則著眼於資訊的辨別： …充斥著假的消息，這也是為什麼現在很多課程的老師都希望我們學會

思考，要知道如何去分辨假消息，而不視一味的相信，不然這樣我們

和那些被嘲笑的古人有有何不同呢？ 
理院學四、同時也是師資生的楊同學，也著眼於資訊，但她關注資訊落差，並

且舉了⼀個不尋常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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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文三陳同學聯想到「國際觀」是關鍵點： 

國際觀並非只是知道哪個國家的地理位置或是他們的總統是誰，而是

瞭解世界上的國家在各自的政體、地緣、政策……等等，引發了怎麼樣

的國際事件，帶來國與國之間關係的影響，缺乏國際觀其實就會一直

待在自己習以為常的一個舒適圈裡，就像井底之蛙的故事一樣…… 
資工四吳同學的聯想也相當不尋常，而且與我們自己深切相關： 

教育是國家資源投入最多的項目，不只是政府、每個人自己也花了許

多時間投入學業、研究知識，但這項觀念卻常使優秀的學子在擁有短

期的利益後、就停止探索知識或應用知識來創造新事物。這項根深蒂

固的（華人）文化影響了不只是自身發展、也影響的國家長期科技的

發展。當華人在獲得利益、得以自身溫飽的時候，這項觀念常驅使人

走向得到更多利益的路上（如：投資房地產），也許人的財富會迅速累

積、生活不再愁吃穿，但對於台灣的知識技術能否有實質的提升？是

否西方人對於知識不懈的追求、發展科技的強烈渴望更能帶動經濟的

發展？當台灣父母、社會給予小孩的人生目標是找到大公司的工作、

領高薪時，是否也在某種程度抹煞了學生創新的機會、阻礙了每個人

探索更高領域知識殿堂的路？為何西方的科技總是領先亞洲？是否和

這項耳濡目染之下的人生觀念―好好讀書、找好工作、賺大錢―有所

關連？以上問題我認為都非常值得思考，身在二十多歲的學生，應該

是身心靈正值茁壯之時，但卻有許多台灣學生總在畢業後、自身的探

索知識之旅途止步於利益之前，難道驅使台灣學生求學的動力就只是

因為「好好讀書、找好工作、賺大錢」這個根深蒂固的觀念嗎？ 
結語：我認為「好好讀書、找好工作、賺大錢」的觀念更是看似平凡

無害、但卻是每個人都該自我警惕的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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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四周同學、化材四蕭同學，似乎都藉這⼀題發揮她們自己關心的議題；她

們都寫得很好，只是似乎不是回答作業的問題。蕭同學指出徐光啟（孰能無過）

的另⼀過，雖然無關題旨，我還是節錄於此，分享給大家。 

 
回到第四題，看來多數同學不曾在高中聽說過黃仁宇的書；我聽說高中老師常

推薦這本書給同學們。機械二楊同學有⼀段有趣的比喻： 

宏觀歷史就是希望把任何的事件、發生一時一地的人、事，不是只著

眼於部分人、事上，而是放大到整個後面大歷史脈絡背景，大約可放

大到 500 年。想像一下，假如整個中國是個人體，那些醫學院學解剖

的學生做一些切片解剖觀察，把大體切成一片片，便能看到血管跟神

經穿過，看著薄薄的一塊，就掌握住這塊，則能夠發現整個人體大概

結構以及出了什麼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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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文二劉同學寫了⼀段可愛的「小」感想： 

我真心覺得，還好我是生在這個時代，而且也不是生在什麽黑道世家，

我可以當一個普通的市井小民，不會動不動就有殺生之禍，我每天衹

需要思考報告要怎麽寫，跟到底要怎樣才能讓我肚子上的肥肉消失就

好，我真的很幸福呢！ 
資工四雷同學則寫了⼀段「大」感想： 

萬曆十五年距離鴉片戰爭尚有兩個世紀，然而因明朝以儀禮代替行

政，以道德當作法律，又因中央集權，導致軍備技術低下，影響後世，

從大歷史的角度來看，都是一環扣著一環的。記憶中的歷史，大多以

小歷史為主，較少以大歷史的角度敘述，讓讀者能以不同的角度看這

些事情，可以理解到鴉片戰爭、八國聯軍中國慘敗並非只因一個朝代

甚至是一個皇帝的問題，讓人了解到看事情不能只著重在淺顯的表

面，而是要綜觀所有影響的因素。 
經濟四陳同學寫了⼀段簡明的勾勒，並拉進來東、⻄的對比： 

此時的萬曆皇帝不過是禮教牽制住的傀儡，那些利益集團利用封建禮

教來道德綁架，甚至連文官體系自己都被整個固有的制度箝制住，甚

或反咬了自己一口，萬曆十五年想強化一個封建且沒有「中心價值」

的制度，如何阻礙一個整體的停滯，而西方社會對於「人」的價值解

放正好與此時的明朝呈現鮮明對比。 
英文二陳同學（似乎）引用「瑞麟老師的國文教學」部落格的譬喻，我認為 
寫得不錯（如果是引用，以後要寫出來）： 

作者試圖以五個「沒有找到出路」的故事為主題，來探討一整個「沒

有找到出路」的時代與王朝。 
最後，我在「瑞麟老師的國文教學」部落格看到⼀幅很像我以前拍攝過的照片

（如下，但它很可能並不是我拍攝的），勾起了十年前走在高山上的回憶，順便

分享給同學們，當作本篇的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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