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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文－博士熱愛的算式 
應該沒有任何一個數學家敢大膽斷言自己「發明」了某條數學定理，因為早在物

種起源之前數學就以某種規則支撐著這龐大的系統，它也是一種語言，解釋著這

個世界所有的真理。 

若要說發明，大概也只能說是人類「發明」了數字，好讓我們能夠利用符號、公

式去「發現」、歸納出早已存在自然界的定理，並將他們從「上帝的筆記本」抄

下來。生活中許多看似毫無規則、沒有依憑的事物，其實背後都隱藏著數學概念。 

  

書中的博士因為車禍的關係，僅僅擁有八十分鐘的記憶，但博士靠著他最熱愛也

最熟悉的數學話題讓再次被時間分隔的三人重新認識。因為數學能夠超越時間的

限制與恆齊名，這即是所謂的愛的永恆。短暫的一小時二十分鐘對比數字的恆久，

更顯得彌足珍貴`，分秒都不容輕視，因此三人相處的時間對他們而言都是無價

的 

  

除了每天例行的吃飯與休息，博士投注最多心力和時間的便是研究數學，是打從

他發生意外前就最熱愛的事。他並沒有刻意的教管家和管家的孩子數學，而是在

不經意的時候突然提出某些問題或數字間的特殊關係，讓他們自己去觀察、思考

和體會，進而從中激發出興趣且從過程中獲得成就感，使得他們更加願意自己去

尋找其他類似的問題並解答。由此我們可以知道數學其實無所不在，在生活中皆

可發現他的蹤跡。 

 

數學家公認最美的數學定理－歐拉恆等式（Euler’s identity）在書中扮演著能將

一切混亂變回正常的調和劑，在寡婦和女管家起爭執的時候，博士只用了這個公

式便化解了紛爭，並用它證明了愛是永恆的。 

  

 
公式中的 e 代表著一個常數，它是一個不循環的無限小數，就如同這個世界上各

式各樣的萬物有著不規律性，而 π 跟 i 則是另一個不循環的無限小數跟無理數。

這三個看似不尋常的符號結合在一起雖然令人費解，但當他們加上 1 之後卻能夠

變成 0。這個 1 就像包容一切的 「愛」，而 0，這個人類最偉大的發現，在這裡

則象徵著自然。加了 1 就像是有了愛，可以使一切複雜紛亂的事物回歸自然。這

個公式有著讓本來複雜的東西簡單化的魔力，就像生活中所有的紛爭都能用愛來



 

化解一樣。因此，讓人深陷其中的不只是因為它有如此美的形式，還包括了其背

後動人的含意。 

  

其實數學並非專屬於學者才能碰觸的深奧領域，而是一般人也能理解並學習的內

容。就像書中的管家，即使沒有受過完整的基礎教育，但在博士淺移默化的影響

下，從生活中的各個角落發現數學，用自己所學不多的算式去演算，願意花時間

去了解其內涵並且向博士學習更多更廣的內容。從中慢慢地發現了數學的有趣之

處，甚至能自己發掘其中不同的規律和博士討論，進一步搭起和博士溝通的橋

梁。 

  

跳脫學術的框架，數字有了溫度，不再只是紙上生冷的符號，而是能夠傳遞情感

及訊息的文字。作者小川洋子也表示：寫作《博士熱愛的算式》這本書讓她理解

「即使數字存在於距離文字最遙遠的地方，但數字裡仍然有故事」。光是 220、

284 這兩個數字，就藏著特殊的奧妙，表面上只是兩個偶數，卻怎麼也沒想到他

們彼此竟然是友誼數（指二個正整數 m 和 n 滿足 σ(m)/m = σ(n)/n 的關係，其中

σ(n)是因數函數，則稱它們是朋友，此二個整數互為友誼數），這是我們平日走

馬看花不會注意到的事。 

  

透過博士、女管家以及女管家的兒子之間日常的互動，我們了解到數學如何成為

人們接觸的媒介，突破一小時二十分鐘的記憶、跨越五十三歲的年紀差將原本生

活毫無關係的兩個家庭交織成了美麗的蕾絲網。表現出數學可愛、溫柔的一面。 

 

如何用數學作為溝通的文字、看透數字的本質，建立起彼此感情上的交流，便是

這本書所探討的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