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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脈絡中的數學 2023 年 4 月 25 日課堂筆記分享 

電機 2 林同學以一篇短文記錄這兩堂課的摘要，帶出自己的心得與感應，很不錯

的筆記。 

 

（後面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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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金 3 張同學的簡短心得也很有意思。 

 

土木 3 黃同學的提問，代表不少類似的說法，想要以某種傳統的價值觀，來解釋

中國（主詞可以改成所有「西方」以外的民族）落後的原因。希望各位同學讀到

這類說法時，都暫時存疑；事情通常沒有這麼單純。 

 

我認為「人」沒有那麼大的差異；西方人也一樣認為「學習、修行都應該靠

自己記憶、努力」，閱讀十五到十七世紀之間的科技發展歷史故事，就知道當時

的「新思維」遭受多少阻礙，新工具遭受多少排斥。他們比較早開始，也就比較

早適應。後來學習這些科技的某些民族，比如明治維新時期的日本、改革開放時

期的中國，接納、適應新工具的速度比西方更快；在這些文化裡，有些領域變得

快，有些慢。有興趣的人，還是可以討論為何有早晚之別？為何有快慢之差？挖

開來看，發掘出連結越來越綿密的脈絡，答案應該不會是單純的一兩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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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 4 周同學提問為何古代有那麼多種「非十進制」計數法？我想，這個問題應

該找不到歷史證據。但想當然耳的原因，是因為方便取「部份」：1/2, 1/3, /1/4

等。臺灣直到今天仍保持「一斤十六兩」是這個原因，它在交易時很容易取 1/2、

1/4、1/8；但大陸已經放棄這項傳統了，他們的一斤是十兩。當市場裡都使用電

子秤時，一斤幾兩其實並不重要了。 

 

大氣 1 劉同學和電機 3 涂同學都贊成提早學習微積分。謝謝支持。但是我說「國

小」實在是誇張修辭法，各位同學可別當真！ 

致劉同學：在初學階段先學會使用公式，長大之後再證明，是不得不如此的

手段，在教育理念上是可以接受的。甚至在技術型專業裡，操作人員不知道如何

證明她／他天天使用的公式，也是正常而且可以接授的。 

 

（後面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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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涂同學：我很贊成你說流言謂「微積分超難」造成心理陰影。其實，不少

理工同學應該會同意：微積分其實比高一、高二大部分數學課簡單，而且威力更

大。但即使如此，我說「國小」真的太誇張，別當真。至於「國中」我感覺真有

可能：跟在二次函數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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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氣 1 陳同學分享韓國國旗上的二進制數字──卦象： 

 

地科 2 林同學記下「戰爭」快速推進技術。沒錯，戰時來不及深究技術背後的知

識。但是戰後就可能繼續發展，許多數學、電子、統計知識都是探究二戰時期的

技術而發展起來的。 

 

地科 2彭同學記下第一部電子計算機 ENIAC當中的 I是積分 (integration) 的意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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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 2 陳同學自爆一件「悲劇」。其實我不知道大學裡有考試需要計算機（手持

式電算器），數學系好像都不准用。 

 

我在教室裡隨口問一下同學們有沒有看過《關鍵少數》？地科 1 劉同學說她起碼

看了五遍！哇。希望沒有勾起妳的痛苦回憶。 

 

（後面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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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 2 黃同學記下了我的「題外話」，並且提出感想。面臨機器的挑戰，作為一

個「人」的條件就越來越高了。不知道「總體經濟學」怎樣討論這種議題？ 

 

（後面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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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 4 凌同學在教室裡查詢了計算圓周率的現況，隨後發表了富有感情的詮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