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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工二鄭同學呼應上週符同學抓不到「意義」的留言，她後來這樣自我解釋： 

 

不少同學對「文明化為文化」很感興趣，例如財金四王同學仍然從書本或影片做了整

篇的概念圖，並補上課堂所言，其中特別記下這句話： 

 

電機二游同學也有感觸（如下）。其實有感於此言的同學頗多，但這門課不宜繼續發

展，歡迎以後選修「人文與科技發展」（文學院學士班）。 

 

  



另一個引起不少同學回應的話題是「意義」。例如數學三洪同學就提出的「經驗觀」： 

 

但有人思考：假如我們的思考全都來自感官經驗，如何達到如今的抽象知識？這就是

語言承載與文字傳承的力量了。語言使得某些抽象概念成為某些人的「經驗」。 

 

電機二邱同學認為機器（AI）有可能發明，他的論述如下： 

 

可是他同時也擔心： 

 

 

 



資管一呂同學認為 nonsense literature 應該翻譯成荒誕文學，她的論述如下。 

 

物理一章同學利用筆記鍛鍊 English writing，圖文並茂，也很好。 

 

但第一句應該要重寫：攝影者是 Carroll，小女孩模特兒是 Alice。 

 

數學二許同學還原「b in both」在謎題中的意思，也頗有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