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脈絡中的數學 114 年 3 月 18 日筆記分享 

生醫二陳同學簡介「七政四餘推命術」，我第一次聽說。希望他上台分享。 

 

中文有兩個關於「計算」的古字：筭和算，讀音一樣。「筭」是「操作籌的技

術」，這才是當今的計算。而「算」在以前傾向於「推命的技術」，是算命的意思，不

是數值計算的意思。所以，我常說的《九章》，古代稱為「筭術」而不是「算術」。

「七政四餘推命術」想必是舊中國的一種算命的技術。 

電機二涂同學問： 

 

六十進制真的不直觀，這也顯示巴比倫文明可能不是隨便想出這個進位制，而是

深思熟慮的設計。沒人真的知道為什麼（沒有出土的古文獻），但主流意見是因為 60

有很多因數，使得它的 1/2、1/3、1/4、1/5、1/6 … 都是整數。 

 



很高興許多同學注意到「為什麼產生暫時沒有明確實用目的的純數學」這個話題。例

如數學三楊同學、電機二邱同學、數研一葉同學都記錄了課堂上的談話。但是建議大

家把這個問題當作聊天話題就好，別去「研究」它，因為它應該找不到客觀證據。 

  

 

工院二秦同學知道歐拉（Euler）的多面體公式： 

 

我挑選的 Euler 郵票上，就印著這條公式。但是，當年柏拉圖並不是這樣證明

的。柏拉圖的證法，寫在歐幾里得《幾何原本》第 13 卷。古希臘用的是「展開圖」

技術，證明能夠組成正多面體的平面展開圖，只有五種。這個技術非常基本，大家都

能看懂。 

數學二田同學感覺數學失去了魅力，這實在很可惜： 

 

有可能是因為還沒學通，大學數學不像中小學那樣容易通，通了之後才有餘力去



感受它的意義。順便說：「法律」未必是 routine 的事，睜開一雙 fresh eyes 就一定

有新奇。 

資工二鄭同學經常提出抗議（高亢的反對意見），這次她提出「假情境也能刺激思

考」，頗有見地，值得大家一起想想： 

 

數學二蔡同學曾經親身感受「不和諧」的和弦： 

 

理論上，人無法分辨正負 5% 以內的頻率誤差。所以理論上的無理數比例可以換

成近似的整數比（有理數集合是稠密的）。1: 2  接近 5:7，而 5:7 似乎真的不是畢達

哥拉斯的和諧比例。 



也有很多同學注意到「圓心角所對的弦長是人類第一個函數」以及「函數要『取』而

不是『算』其數值」這個話題，對於我國數學教育太強調「筆算／心算」有深刻的感

受（當然並不意外）。例如地科一連同學（附贈一個「有感而發」）： 

 

電機二蔡同學： 

 

機械二吳同學： 

  

數學二蔡同學： 

 



物理三陳同學和化學三江同學都提起南美文明： 

 

 

如我在第 1 講提過的：自有文字就有數字，而數字可能對文明的影響更鉅。南美

文明很難想像是「突然」出現的，但證據指出它們似乎真的是「突然」消失的。可見

口傳的數學與技術也能創造文明，但是若沒有文字傳播與保存知識，則很容易失傳，

而一個文明就此「突然」消失。想想：文字傳播不就是「遠距教學」嗎？ 

化學三林同學說了一個很有意思的理論，中式恐怖小說大多和考試有關： 

 

 

 

 

 

 



最後分享機械二王同學在筆記裡寫的即興散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