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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爺爺的證明題》導讀文 

 

「你相信什麼，你執著什麼，你就是什麼。」──五月天《將軍令》 

 

人，秉持一份信念而活。無論是對信仰的虔誠，或是對法規的奉行，都是人

們設定了一項準則而依循著它來生活。我們仰賴準則的正確性以使生命能穩定的

在常軌中行駛。然而，假使有一天我們突然發現，我們的準則竟是建構在不真實

的假設之上，我們的信仰、法規僅僅是一棟沒有地基的建築，此時，曾經深深相

信的人們，該何去何從? 而有沒有哪一棟房子是建立在絕對穩固的地基上，是貫

徹全宇宙而恆為真實的真理? 

     

    在《爺爺的證明題:上帝存在嗎?》一書中，主角的爺爺維傑‧薩尼曾因公開

批判聖經中種種違背現代科學理論的記載而被以《瀆神法》移送法辦。法官泰勒

質問維傑：為何維傑不願相信上帝乃創造之源，就是具備確定性的真理?維傑提

出他的看法:他認為居民們對上帝虔誠的信仰只是出於經驗的結論，而數學卻是

邏輯思辨下的美麗結晶，是恆常不變的真理!起初，泰勒法官並不理解維傑的論

點，甚至認為此說法只是出於維傑對於自己的傲慢、剛愎自用，維傑卻用人人熟

知的畢氏定理來闡述自己的想法。欲證明畢氏定理，只需畫出圖形再經過簡單的

移動，並且確認三角形內角合為 180 度的事實。此作法無懈可擊，明晰有力的讓

人無法反駁，他想藉此證明：確定性不是依靠信仰或經驗歸納而得，而是依靠思

考邏輯證明而得，如數學的推導證明。 

     

    然而，就在法官與維傑兩人深深陶醉於歐幾里德所建構出的理性與邏輯、充

滿確定性的世界時，有個問題卻像完美世界中的小瑕疵，困擾著他們。如同畢氏

定理是由三角形內角合為 180 度所證，而三角形內角合是由更簡單的定理所證，

每一樣定理都是由比它更基礎的定理或現象所證明的。那麼，源頭處總會有個沒

辦法被證明的開端吧!那就是「設準」。歐幾里德在《幾何原本》的最開始處設立

了五個設準，也就是「不證自明」的最基礎的事實，前四個設準都非常簡單明瞭，

如：由任意一點到任意一點可作直線。第五個設準:「若兩條直線都與第三條直

線相交，並且在同一邊的內角之和小於兩個直角，則這兩條直線在這一邊必定相

交。」的複雜性卻困擾了千百年來的數學家，他們確信這是對的，卻費盡心思也

找不到證明它的辦法，隨後，否定第五設準的主張出現了，由它發展的一系列幾



 

何學，統稱為「非歐幾何學」。非歐幾何學在邏輯上和歐氏幾何一樣，都是能夠

成立而沒有矛盾的。然而，此時維傑仍堅信：儘管非歐幾何學在邏輯上正確，卻

不是真實。能表達宇宙事實的只有一種幾何，就是歐氏幾何，因為真理只可能有

一個，這也是他致力追求的確定性。 

 

    不久後，小鎮的報紙刊出了一則大消息：愛因斯坦發表廣義相對論，而他承

認在廣義相對論中，他所用到的宇宙幾何學大部分是非歐幾何學。這則消息對一

直在追求確定性，並且相信邏輯思考推演出來的數學是貫徹宇宙唯一真實的維傑，

是一個非常巨大的打擊。就連數學-幾何學如此建構嚴密的事情都無法證明其為

真的時候，還有什麼是值得人們去相信的呢?可是最後，維傑釋懷而接受了這個

認知:每個人作為生活原則的出發點都不同，進而選擇他們的所信所依，然而出

發點卻是無法被證實的。我們的信仰或許並非宇宙間永恆不變的真理，而是如同

數學建立在設準上一般，僅僅是種條件性的真實而已。但是在這世上，無法由人

類的大腦洞悉瞭解的事物太多了，或許那不是貫徹宇宙的真理，至少在我們心裡，

只要我們相信，它就是。相信，造就了存在！最後，維傑領悟到：「重要的不是

出發點是否為真，而是我們拿它來做什麼。」 

     

《爺爺的證明題》一書，以淺顯易懂的文字，和扣人心弦的故事劇情，帶領

我們一睹無限和幾何學的芳澤，更引發我們思考關於數學確定性的問題。若想對

「真實」和「人類思考的極限」有所瞭解，這是一本必讀的數學科普小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