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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個關於無限的故事，也就是人類的頭腦能夠達到什麼境界的故事，

也或許是個關於我們無論如何都不能跨越那個界限的故事。 
 
一位 62 歲、真誠親和、態度悠閒的數學教授尼可，向 15 位學生提問：「無

限，你會想到什麼？」，是太空？是沒有界限？是時間？是上帝？是數數？「無

限真的存在嗎？」伴隨這樣一個個問題的出現，我好像也進入了尼可教授開設的

「思考無限」課堂中，與他們一起思考。 
 
無「限」可擊？ 
    等號成立的一連串算式，是否無懈可擊。那麼，底下的算式又是哪裡出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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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發現：錯把有限和無限相提並論時，導致的無「限」可擊是因為有限數

學的方法是無法建立在無線運算上的。 
你相信嗎？兩個不同大小同心圓的圓周上有一樣多的點；一長一短的兩條線

段上有一樣多的點；偶數的數量與整數的數量一樣多……。快來跨越有限，進入

無限的世界吧！快來翻閱這本書，找出那一一對應關係吧！  
 
 
 
 
 
 
圖說：兩個不同大小的同心圓 

 
 
 
 
 
 

圖說：一長一短的兩條線段 
以上圖片來源：《爺爺的證明題：上帝存在嗎？》p29、p32 

 
    這本書帶給我們最大的衝擊是：某些我們視為合理的過程或問題經由證明而

被推翻，直覺不成立的想法也經由證明而被驗證。一個個難解的問題，在書中總

會得出一個令人確定的答案，我們就這樣和主角拉維一起一步一步的深入數學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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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思考。 
 
上帝存在嗎？ 
    全書故事的另一主線從「主人翁拉維在一次偶然中，發現熱愛數學但已過世

的爺爺竟然曾經坐過牢！」開始展開，拉維在調查的過程中閱讀一份又一份的法

律記錄文件，才慢慢得知：因為相信數學是精確的、理性的、每一步都不容你我

存疑的數學信仰讓爺爺入獄。然後，你會看到：因瀆神案入獄的爺爺和深信上帝

存在的法官彼此都極力的要向對方證明“上帝是否存在”，在這樣的過程中，爺

爺透過最基本的「公設」一步步推理與證明，得到每一個令人信服的數學原理，

用這樣的方式向法官說明這正是數學之所以穩固而萬無一失的原因。 
    究竟是邏輯思考構築的不變理論信仰獲勝？還是無限上帝的堅信不移信仰

獲勝？經過兩人每一回一一對應的激烈辯論中，你會好奇究竟最後是誰成功地向

對方證明了自己的信仰？ 
 
A Certain Ambiguity？ 
    因為數學的確定性，由證明、推導、思緒累積的知識，使我們相信。就好像

我們同意「質數有無窮多個」、「畢氏定理」等定理。但是我們也知道許多理論在

被提出時，曾經受盡來自各方質疑的摧殘。現在，我們普遍接受日心說，但是在

當時教會強勢的領導下，即便有了具體的數據，仍然視哥白尼提出的日心說為邪

說。曾經馳騁科學界的布魯諾提出宇宙是無限且永遠延伸的想法？因衝擊到當時

「上帝是無限」的真理。質疑聲浪的席捲，帶領他落入死亡的深淵。 
 
    畢達哥拉斯用有理數解釋天地萬物，並完美證明畢氏定理，他的學生以畢氏

定理去計算兩股均為 1 的直角三角形之斜邊長，發現斜邊無法被有理數表示，那

麼「畢氏定理」錯了嗎？歐基里得的五大「公設」是《幾何原本》書中各命題的

根本，慢慢地一些數學家們提出：能不能依靠前四個公設來證明第五公設？由於

證明第五公設的問題始終得不到解決，難道「平行公設」錯了嗎？誰也想不到─

畢氏定理促使數系被擴充至包含無理數；空間是否滿足平行公設的疑慮催生非歐

幾何學。過去所見，現在可能被推翻；現在的數學知識，也可能在未來不再成立。

只要繼續身處時間長河，在自由的思考無限下，數學知識必定繼續遭受挑戰，但

是我們應該以數學邏輯的確定性迎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