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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謬誤也是答案的一部分，當謬誤越來越多，他要尋找的正確答案輪廓便也

越來越清楚。只要不在同一個錯誤裡一直打轉，一個思考必定能成為下一個思考

的路標。｣《天地明察》中一語道盡數學的的價值。 
對於現代學子的我們而言，一開始接觸數學，就礙於學校進度、每天囫圇吞

棗，帶入公式就能得出正確答案。「數學」只不過是一門學科，一個幫助自己能

有好學歷的道具。對於書中主人翁，幕府御用棋士的澀川春海來說，「數學」卻

是他用來逃避上覽棋中無味對決的避風港；看到難解的題目而覺得刺激興奮，為

了解決難題進行各種推導，堅決的意志和難題搏鬥的結果，勝利終究屬於堅持到

最後的人。原來「數學」竟然是一連串面對問題、發現謬誤，修正錯誤、找到真

相的過程。 

不知你是否有聽過｢病題｣？病題本是指因為出題目時出現了謬誤而導致無

法解答的題目，但也有人因此以病題為題，來測試解題人對於數理的熟稔度，書

中，春海曾精心出題給數學奇才關孝和，卻是一題病題，但關在看到題目時卻露

出了笑容，因為他看到的並不是春海在出題上的謬誤，而是春海的題目中所運用

的數理。 
整本書最大的轉捩點就在春海進行北極出地的期間，那是一趟在春海灰心喪

志時開始的旅程。「北極出地」是當時的一種測地術，透過觀測當地北極星的高

度，以求得當地緯度的計測方法 。當時，藉由這種方法，便可繪製有詳細經緯

度的地圖。他遇到了伊藤和建部兩位高齡五十及七十的長者，兩位以一顆赤子之

心對待任何事物，並熱情工作，以一種最傳統的方法測量緯度：步測，透過計算

自己的步數及每一步的距離來推算所在的緯度。這種勞心勞力又枯燥無味的工作，

連身強體壯的年輕人都感到吃力，兩位長者卻因為對天文算術所抱持的熱忱，將

自己摯愛視為獻給天地的禮物，其堅毅不拔的精神、溫暖冲謙的態度，使春海受

到了感動。得力於兩位老師的啟發，春海才體會到解決難題必須有單純、追求天

地明察的心，並立志將這個「決心」薪火相傳。 
世界古文明皆起源於大河，而日本，身為遠離大河的國家，直到後來才漸漸

興起，有很多事物是由中國傳承而來，文化也好，曆法也好，算術也好，都是藉

由來自大陸的船隻所傳遞，但是只靠別人所給的東西是無法壯大自己的，在《天

地明察》中，我們將見證到一個由日本自己所開創的嶄新時代，在繼承了大中國

的術法後，融合了神道以及算術，在木板上留下遺題，掛在神社外的算額繪馬，

用以奉獻給神、在同行中互相切磋；試比較書中當時江戶時代的算術，還可發現



 

與今日略同的算術方法，諸如等同於現今我們所稱畢氏定理的勾股弦定理、求未

知數運用的天元術，相當於高次內插法的招差術。而在這之後，是由春海開創的，

專屬日本獨一無二的分野（將天上星辰對應到日本國土以利占卜），以及由長期

觀測所造的渾天儀。 
日本藉由傳自中國的一切，成長茁壯，而我們藉由古人傳下來的典籍，發展

學術，一代接一代，正如同春海繼承了建部跟伊藤兩老的熱愛，繼承了當代算術

家，天文家的技術，然後創造出了大和曆。《天地明察》傳達幾項訊息，一是知

識雖是架構在前人的智慧結晶上，但是學習者必須小心使用，也許錯誤的命題就

出現在代代相傳堅信不移的知識中。另外，鼓勵後生晚輩從犯錯中找尋真相，因

為「謬誤也是答案的一部分，當謬誤越來越多，他要尋找的正確答案輪廓便也越

來越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