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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爺爺的證明題：上帝存在嗎？》—— 

數學、宗教，Which is right？ 

  《爺爺的證明題：上帝存在嗎？》的英文書名著實饒富意趣：A Certain Ambiguity，

「一個確定的模稜兩可」，頗有中國易經的況味。小說一開頭，拉維十二歲，爺爺利用

計算機設計了一個簡單有趣的數學遊戲，帶領他進入數學的世界。然而，令我們意外的

是，拉維才剛愛上數學，爺爺突然就過世了！爺爺的猝逝深深打擊幼小的拉維，他埋葬

了對數學的熱情，一如英文書名的弔詭，拉維開始「認真」過著「應付」他人的生活；

在優異的成績背後，是一顆空轉的心靈。 

  哀傷的故事開始出現轉機，拉維就讀大學時，赫然發現爺爺竟然曾經待過監獄！宛

如溺水之人抓住浮木，拉維鍥而不捨地尋找審判過程的相關文獻，希望能跨越生死與時

空的阻礙，更加貼近爺爺的生命。 

  原來，爺爺曾經發表冒犯基督宗教的言論，並因此遭到逮捕。瀆神法與言論自由的

互相衝突，是從來沒有發生過的案例；擁有虔誠信仰的法官，必須公正而謹慎地決定是

否該起訴他。爺爺則自信滿滿地企圖讓法官瞭解，以邏輯推演事理的絕對正確，同時，

沒有任何證據可以證明上帝的存在。 

爺爺以《幾何原本》來解釋歐幾里得如何以簡單明瞭且不證自明的基礎公理，推演

並建構出他的幾何學。例如：有一條已知的直線及線外一點，可從該點畫出一條和已知

線段等長的直線。這不僅不需要用直尺度量距離，而且只要藉著基礎公理的導引就可解

出答案。宗教信仰則顯得盲目許多，直接要求你相信上帝的存在、上帝創造一切事物，

且不容許你懷疑這是否合理。 

最終法官了解「確定性」的重要，但他也認為「所有事物都是由某個東西創造的」

同為不證自明的公理，爺爺否定數學以外的可能性，是法官無法接受的態度。在討論到

歐氏幾何第五公設時，法官下足苦功，去圖書館尋找非歐幾何的相關討論，這是一種否

定歐氏幾何第五公設，並且沒有任何矛盾的理論（參見圖表一），他們的思考因此陷入

膠著；一篇天文學家愛丁頓核證愛因斯坦廣義相對論的報導，更是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

稻草，爺爺陷入深長的沉默：如果這些公設有可能只是「有條件地真實」，那麼，一直

以來，我對「數學」懷抱如此強烈而武斷的意志，豈不是和信仰上帝的人是一樣的嗎？ 

在現代的故事軸線中，拉維的大學課程提到了集合論，他亦發現，原來集合論也和

幾何學遇到同樣的問題。是否加入第五公設的否定將得到不同的幾何學，正如同連續統

假設
1
對於集合論的情形，當年爺爺所困惑不已的幾何學，與現代的拉維所接觸到的集

合論，有了個美妙的呼應（參見圖表二）。 

故事繼續推展著，書中三名主角均面臨人生的重大困境：爺爺是否會推翻自己堅定

不疑的數學信仰？法官是否要符應民情、考量被提名大法官的可能性等等，將爺爺予以

定罪？成績如此優秀的拉維，畢業後究竟該去人人稱羨的公司就職，還是該就讀研究

                                                
1 連續統假設：不存在一個大小介於自然數和實數之間的集合。 



 

所，過著樸實無華的生活，探索自己所熱愛的數學？這些抉擇都非常困難，且不存在絕

對的對與錯；真正重要的是，我們選擇以如何的信念作為出發點，而這個信念將會為我

們的抉擇以及接下來的人生賦予意義。 

「人類的經驗讓我們渴望找出永恆和真實的事物，一個深觸心房、有意義的事物，

而意義，不管是什麼種類，要求的就是信仰。」《爺爺的證明題：上帝存在嗎？》是一

本探討數學與哲學的小說，知識體系極為嚴謹，卻全然不枯燥呆板，其底蘊優美如詩歌，

溫柔而堅定，耐人細細咀嚼、反覆品味。作者在其中呈現精妙的邏輯演繹，亦藉由這樣

思維解構與建構的歷程，帶領主角拉維及身為讀者的我們重新檢視自己的心，療癒其中

的迷惘與傷痛。闔上書本，我們眼前將豁然開展出一整片星空，其浩瀚偉大，幾乎令人

泫然欲泣：每一顆星子都各自獨立於千萬光年之外，卻又能在同一個天幕之上相互輝

映；知識如此，信仰如此，每一個人的人生也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