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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學」是一門看似高冷的科學，而詩歌為一宗唯美的藝術，作為一個高中社

會組、大學念文組科系的學生，過於艱深的數學公式對我而言，在理解上有一定

的難度，但若將探討的範圍結合詩詞的領域，使變幻莫測的數學與觸人心弦的詩

歌相遇，我想其中所能迸裂出的火花也是精采可期。我曾在網路上讀過一篇文章，

提及有一位 93 歲的退休數學教授重返校園發表演講，演說的內容竟皆是探討唐

詩宋詞的博大精深，何以這位教授並非為學生講授他畢生最為精通的領域，而是

另外一門形而上的純文學呢？這兩門如同「歡喜冤家」一般針鋒相對的學科會激

盪出怎麼樣的新巧思？如此成為我寫作這篇報告的動機與靈感，因此以下將集中

探討的曾以詩詞入題的數學論文，簡單介紹那些成功將詩歌意境結合數學定律的

例子。 

 

  詩是精煉的文字，點破一個剎那的智慧。而數學和詩詞的內在聯繫，便在於意

境的演繹。以下舉例的論文大多來自較注重教學實踐的中學數學類期刊，理論性

並不強，取而代之的是更多思想深刻且見解既新穎又實用的觀點，因此為其定下

一個漂亮又引人目光的標題是很重要的。一個好的文章標題正如同書籍的封面一

般，書店裡的作品百花爭鳴令人眼花撩亂，能夠成功激起讀者翻閱的動機便是成

功的封面設計。而引用詩詞作為論文標題也是一樣的道理，除了能夠點亮文章主

旨，起到提綱挈領的作用，最重要的是能吸引目標讀者的注意力與繼續閱讀的興

趣。數學名家徐利治先生講述「極限」這個概念的時候，曾引用李白《送孟浩然

之廣陵》此詩中「孤帆遠影碧空盡」這一句去詮釋「變量趨向於零」的動態意境，

甚是傳神！能夠精準地運用詩的語言去言簡意賅的點題，何嘗不是具備高深的文

學素養與造詣。以下簡介常見的以詩詞入題的方法： 

 

一、標題中詩詞的含義：取其喻意，指代有關數學教育的道理 

1. 直接引用：馮汝靜發表於《中學生數學》2007 年第 6 期的文章《一枝紅杏

出牆來》，典出南宋葉紹翁的《遊園不值》，在此文章中介紹角平分線定理的

應用，將「角平分線定理」比喻為「出牆來的紅杏」，以此突出這個定理的

重要性。 

2. 改意借用：王勇發表於《中學數學》2007 年第 5 期的《“心”有靈犀一點

通》，典出唐代李商隱《無題》中的詩句，「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

通」，該文作者將古詩的本意異化，在使用時改變其原意，此句本意為比喻

戀愛中男女心心相印、繾綣纏綿的狀態，但在這個標題中，此心非彼心，「心」

是指三角形的重心、外心、內心、垂心、旁心等五「心」，闡述與三角形的

「心」有關的向量問題。 



 

二、詩詞入題的形式：以古代詩詞入題時，還有一種例子是將古代詩詞做為文章

篇名或段落小標題，以精練的語言總括全文或段落 

1. 與解釋性或相關性詞句合用，作為文章的篇名。 

周祥昌發表於《中學數學月刊》2002 年第 5 期的《輕沙走馬路無塵——讓

學生學會解題》，「輕沙走馬路無塵」出自北宋蘇軾的《浣溪沙》，本為傳達

詞人在清新宜人的環境之中所感受到的舒適快意，而在此則以此句形容學會

解題的正確思想方法後所達到的那種境界。  

2. 使用多句詩詞，作為文章的小標題。 

國學大師王國維先生在人間詞話有云：「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

過三種之境界」，用「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衣帶漸寬

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 「眾裡尋她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

闌珊處」三句詞表現「懸思—苦索—頓悟」的治學三重境界，在中文系必修

課「詞選」中是人人必背的經典詩詞借用的範例。而蔡小雄刊登於《數學通

報》2009 年第 1 期的從一個案例談數學探究的三重境界》，也借用詩詞表現

數學探究的曲折過程，列舉「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山重水

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用這三

句詩作為文章三大部分的小標題，以此來比喻「困惑—頓悟—發現」的數學

探究三重境界，何嘗不是與大師借用的三句詞相映生輝呢？ 

 

三、概括常見的詩詞標題：在此羅列一些最常被數學教師們引用的一些句子，並

簡述其所希冀連結的意涵 

1. 「吹盡黃沙始見金」，比喻剝離問題表像後凸顯出數學本質 

2. 「一石激起千層浪」，比喻一個有價值的數學問題激發師生們的眾多思考 

3. 「問渠哪得清如許」，比喻豐富多彩的數學探究結論源於經典的數學問題或

方法 

4. 「橫看成嶺側成峰」，比喻從不同角度分析數學問題可以獲得不同的結論 

5. 「無心插柳柳成蔭」，比喻教學預設和教學生成之間的衝突，常與「有心栽

花花不發」聯用 

6. 「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比喻某個數學問題或方法對學生潛移默化的

影響 

以上舉例的大多在數學教育論文中使用頻率較高，但大部分句子的喻意單一，運

用借喻所要表達的意思比較明確，另外一種是在使用時改變其文句原本的意思，

如此意蘊將更豐富，相對而言也比較靈活。借用古代詩詞作為論文標題，除了可

以活躍數學教育文章的語言，透過善用讀者們耳熟能詳的詩詞和俗語去增加其可

讀性和文字感染力，也可以大加拓展古典詩詞的意境，使其在現代社會也能擁有

全新的活力與嶄新的應用方向。去年關於文言文的存廢議題，在教育界鬧得沸沸

揚揚、滿城風雨，我同意古文與詩詞本是中華文化的寶貴資產，此篇報告除了想



證明古詩詞有其存續的必要性，也想透過此方式去展現古詩詞在現代社會可以發

展的方向，莫使如此美麗的語言失傳，失去直接理解並體會古文意境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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