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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脈絡中的數學 2023 年 5 月 2 日課堂筆記分享 

中文 3 連同學分享了一則專業知識： 

 

 

理院 4 林同學幫我提供一則同意的說法： 

 

光電 2 賴同學的提問，顯示我沒有做清楚的結論： 

 

所謂「選舉理論」就在探討這個問題，最關鍵的困難在於「如何定義測量不

同選舉程序之優劣的尺？」。獲得諾貝爾經濟獎的 Arrow 理論，建議世人先同意：

一個選舉程序，必須先符合他的五條「公道」公設，才有資格接受優劣程度的測

量。但是，結果卻是沒有一個選舉程序通過「公道」檢驗，所以不必測量它們的

優劣。至於 Saari 修訂了公設之後，只有一個程序通過檢驗，所以它目前就是唯

一「公道」的程序，沒有第二個，也還不必測量優劣程度（假如我們接受 Saari

的新「公道」公設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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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氣 1 李同學認為陳之藩〈哲學家皇帝〉的想法「反」了： 

 

許多同學對於「免於恐懼地保持緘默」很有感覺，例如： 

 

（後面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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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許多同學對於「不應自認為正義的一方」很有感覺，支持性與反對性的例子

各一則，分享於此。 

 

（後面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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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面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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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 2 李同學在筆記最後寫了綜合性心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