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文化脈絡中的數學 2023 年 3 月 21 日課堂筆記分享 

資管 3 賴同學分享了「最低峰」的資訊，真有趣： 

 

數學 4 凌同學分享了宋元之際中國代數學的發展，當時有人討論了一元（一個未

知數）的高次方程，但是當年並沒有想到「次方」觀念，因此… 

 

凌同學接著發想：中文的「效率」在代數領域並沒有展現出來，而微積分比

代數使用更多符號，中文化的微積分符號就更複雜了。 

大氣 1 李同學恰好為凌同學的發想提出了一組例子。她分享了清末中譯微積分的

算式，如下頁。 

不過，應用歷史思維來看這個現象，可能要留意：中文化的數學算式之所以

會這麼複雜，很可能是因為它們畢竟不是中華文化的原生產物，是從外國引進的。

除了文字、符號層面以外，大家也要留意：思考的習慣本身，也是有隔閡而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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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意去適應的。我們現在無法想像：假如代數、微積分原生於中文世界，它們會

演化出怎樣的符號系統？會不會融入中文？會不會很有效率？可以觀察的是，西

方文字向來是一維的，可是數學符號，例如分數、有理函數、定積分，都不再是

一維的。也就是說，西方人為了表達數學而首次突破了他們自己的文化限制，創

造了二維的符號系統（意思是：並非單向地─由左至右─解讀文字符號）。 

 

光電 2 賴同學分享一組臺灣注音符號郵票的發行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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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學院 2 楊同學對於托勒密不求「弦弧互算」的公式，而直接用數值近似解製表

這件事，印象深刻： 

 

托勒密運用數值的「弦表」研究天文的作法，有史學家稱它為「數值天文」；

相對地，用幾何學（希臘人認為它沒有誤差）研究天文的作法，稱為「幾何天文」。

幾何天文是希臘文化的主流，數值天文是巴比倫的遺產。可見托勒密的偉大創新

其實也有「跨文化」的啟示：一個人要掙脫自己母文化的無形限制，是相當不容

易的。 

電機 2 黃同學也同樣有所「領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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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科院 2 丁同學好像激起了傷痛的回憶，將「貴族」數學教育聯想到現代的數學

教育。他的觀點，一直是我思考數學課程設計的要素。 

 

數學 2 黃同學分享一部影集《星空的琴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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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機 2 劉同學重新發現了「科玄之辯」；這是民國 12 年發生的一件大事： 

 

機械 2 林同學則重新發現了我們這門通識課的價值： 

 

工院 2 邱同學提出一個人類學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