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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宗教與數學的對話 
    上帝存在嗎？對於有宗教信仰的人來說，這是不容質疑的事實，但有人以科

學角度來質疑信仰的真實性。作者以數學的邏輯思辨，來挑戰傳統宗教的權威。

此書寫道：「西元一九一九年，印度數學家——維傑，為了數學研究而造訪美國

紐西澤。美國，這個看似自由的國家，卻還保留著捍衛傳統的《瀆神法》。而維

傑認為，從數學邏輯的角度來看，上帝是不存在的，因此與美國民眾擦出思辨火

花。憤怒的群眾無法接受他的思想，維傑也因此遭到禁錮。在獄中，他遇見一位

改變他一生的人——泰勒法官。他善於傾聽且被寄予做出公正判決的厚望。在談

話過程中，維傑向他闡述了不相信上帝的理由。 
    維傑認為事情必須經過證明才有辦法確定真假與否，而既然上帝的存在無法

證明，那麼就不足以被相信，他認為用數學的方法，人們可以更明晰地看清這世

界，而兒時的「蛇女事件」——宗教詐騙事件，也是他一直利用數學或數學方法

來理解周遭事物的原因。他發現，人們信仰宗教的動機是被理性以外的力量所驅

使，且上帝並沒有真正帶給人們什麼有意義的思惟，因此他批判上帝的存在。 
  乘著邏輯之舟，兩人進入一個又一個的辯論，維傑試圖讓法官理解自己的思

考模式，他們依循著歐幾里德的「公設」進入許多「命題」中，他們發現，數學

的美好在於擁有嚴密的推理架構，每一個論證都源自於「不證自明」的公設，但

人們可曾經想過：公設根據的竟是人類的直覺，那麼到底什麼是真實的？平行線

的第五公設，挑戰人類的直覺，也發展出非歐幾何學。從歐幾里德認為三角形的

內角和一定是 180 度，到接受不同的公設所產生三角形的內角和可能大於 180
度也可能小於 180 度。這一場跨越數百年的數學問題，為上帝存在與否，畫下一

個完美而理性的註解。 
    數十年後，維傑的孫子——拉維，也提出了相同的疑問，什麼才是理智之上

的真實？透由尼可教授的指引，拉維重新燃起了兒時曾經的數學熱情——爺爺所

贈與的計算機所啟發對真理的追求，他著手研究「無限集合」。何謂「無限集合」

呢？人類可以跨越無限嗎？在這個「無限集合」的系統中，應用「一一對應原理」，

可以得到有些「無限集合」會有一種神奇的關係，也就是說子集合有可能等於整

個母集合的。這就會得到「部分竟然會與全體相同」與有限世界中所產生直觀上

的予盾，但是這其實只是「無限」世界中的一個特性，也只是在概念擴張時，「飛

躍前的停滯」罷了。那我們就可以利用「一一對應原理」，得到無限集合，是有

等級之分，那麼這些等級會有連續性嗎？經過書中嚴密的推導論後，卻得到一個

令人匪夷所思的結果——這個連續性既可存在又不存在，也就是說，不管當初假



 

設連續存不存在，都不會得到矛盾，而且是得到一個和基本集合論一樣相容的一

種新的集合論。對於這個問題，數十年來思想家花了無數心思。或許他們對彼此

是陌生的，但他們因為相同的熱情，熟悉那知難而進的精神，在斷崖前，發揮展

翅高飛的勇氣。 
    爺爺和拉維相逢在真理的穹頂下，這是一場跨時空的相遇，真理是他們的承

諾，以經驗來追求事實是他們的方法。一旦發現結果和自己長期所抱持的立場不

同，他們有放棄原先立場的勇氣，一顆具備包容性的偉大心智，融進了不同的想

法時，顯得更多彩多姿。雖然宗教被認為似乎是與數學永不相交的兩條平行線，

如今卻在不完備的概念下，產生了相交的可能。本書展現了科學和宗教之間精彩

對談，抽離情緒，踏實地推理，一步步釐清思考的腳步，抱持著理性的態度，見

證這歷史性的一刻。數學的歷史長頁總伴隨著美麗與哀愁，本書以有趣的故事，

清晰巧妙的串聯起數學的發展史，讓我們看到人類心智飛越一座又一座的高峰，

用理性和邏輯提供人類探索世界的方法，儘管數學能探討的範圍有所限制，但人

們追求真理的腳步仍在繼續，就像天邊的一顆星，閃爍晶瑩之光，妝點著人世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