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脈絡中的數學 114 年 4 月 1 日筆記分享 

好幾位同學從數學四張同學的報告想到「尼姆遊戲」，舉數學二許同學為例： 

 

化學三黃同學感覺數學「像人」。我相信所有學科（知識領域）都像人，畢竟所有學

科既不是土裡長的也不是天上掉的，它們是人創造的。 

 

另一位化學三的同學也頗生感觸（林同學）： 

 

 

 

 



這次報告出現好多悖論，電機二曹同學再添一則： 

 

資工二游同學這次似乎感觸良多。她先回應「曖昧」說： 

 

接著問： 

 



這個問題相當於「數學是發現的還是發明的？」。以根號二為例，正方形的邊長和對

角線長，即使沒有人（或任何生物）來研究它，它們倆「不可能是某個長度的整數

倍」的這個事實，是不是存在的？如果主張「是」那數學「發現」了它，如果主張

「不是」那數學「發明」了它。我個人很不喜歡探究這種問題，就不多說了。因為畢

達哥拉斯當初「主張」任兩個正數：其中一個都是另一個的幾分之幾，然後發現錯

誤，才生出無理數。世界其他古文明（例如中國、巴比倫）都沒有想要提出那樣的主

張，所以雖然他們也知道根號二似乎有「無盡的」零頭，但因為沒有那種把「數」分

類的意識，所以沒有出現無理數。 

 

承上。我認為數學（以及任何學科）都同時有發現（來自經驗及推理）和發明（來自

想像與創造）的成分。數學是人們為了明白自然現象而發明的語言，從自己發明的語

言又發現新的現象。例如人發明了「分數」與「集合」，用這些語言描述或解釋了一

些現象，後來卻從「分數」與「集合」發現內部不一致的現象，例如根號二和羅素悖

論。為了解決自己造成的不一致，人們設法自圓其說，促成了更多的發明，例如無理

數和集合公設系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