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代 碼 S066 

隊 名 我的老天鵝阿 

導 讀 書 《爺爺的證明題：上帝存在嗎？》 

撰 文 國立新豐高級中學 李昱暶、楊苙彤、余珊妮 

指導老師 國立新豐高級中學 蔡承君 

《爺爺的證明題：上帝存在嗎？》導讀文──從數學出發 
日常生活中的數字運算看似簡單卻有許多的謎。人說「數學為科學之母」─

─數學作為建構科學城堡的地基──這個觀念總讓我們疑惑，直到閱讀了《爺爺

的證明題》這本書，我們和作者一起思索數學的存在意義，並發現數學是存在而

無法被忽略的，可以證明世界上許多事情，同樣的，有了證明才有了數學。 
一開始，在作者小時候，爺爺帶領他來到數學的世界，希望他可以好好享受

數學所帶來的樂趣，於是給了作者一台計算機，並告訴他輸入任意 3 個數字後面

同樣再輸入相同的數字就會被 11×13×7 整除。可惜的是，爺爺在一場與數學的搏

鬥過程中歡樂了的逝去了。 

大學之後，作者為完成爺爺對他的期望，修了一堂數學課，與眾不同的是，

他在證明如何證明數學的存在，例如無限代表著一直連續下去，同時也證明了

「0=1」這不可思議的狀況──0=1-1+1-1+1-1+1……無限重複著以我們國小就學

會的刮號把他們加以整理變成得到 0=1 這個答案。再回視生活中許多看似平常的

數學，原來都藏著許多迷人的奧妙。 

作者也意外的發現爺爺年輕的時候坐過牢，理由是褻瀆上帝，便開始了爺

爺與法官之間的辯護賽。爺爺訴說著他小時候的經歷，從那時起，作者就想證

明上帝的存在：人們賦予定義給所知道的定理，而定理可不可以證明上帝的存

在？作者帶領著法官一步步完成畢氏定理的證明，或者印證了一個圓以直徑為

三角形的斜邊，半圓弧的任何一點都會使三角形成為直角三角形，同時參考歐

基里德的公理，說明上帝無法被證明，可法官卻利用爺爺自己的公式去裁決

─—所有事物一定都是由某個東西創造出來的，不可能無中生有。 

  作者卻發現他們所引用的並非歐基里得的公理。歐基里德為空間建立了一個

幾何學，而目前的數學家證明了歐基里得並不是唯一可能的幾何學，而且他們的

幾何學與他的一樣相容，那層意義相對來說比較像第五設準，相對來說第五設準

相對獨立於前四個。 

  以紅髮聯盟為例，類比福爾摩斯與歐基里德的邏輯理論。 
a.福爾摩斯的理論提到：注意事實並從這些事實做的邏輯性判斷。 
b.歐基里得：將公式形式化成可以運作的方式，這個形式化的意思應該是按照著

推斷的過程。 
   再進一步類比歐式幾何 VS 策梅洛重合論： 
a.歐式幾何中提到：唯一幾何學懷疑其中有矛盾存在，就如同懷疑我們人類經驗

中有矛盾一樣。 
b.策梅洛集合論中則引導了數學家建構連續統假設：在自然是基數與實數基數之



 

間，沒有基數的存在。 
這兩種思考引導出另一種集合論，再集合論的某種品味中，可能假設連續統

假設，而在另一種品味中，可能假設他的否定，兩種集合論終究是一致的。    
作者虛構了高斯、黎曼、愛因斯坦的個人筆記，討論要點高斯曲率、黎曼幾

何、愛因斯坦的相對論、由於 1919 年 5 月相對論被受了頓(打錯?)領導的遠征隊

所證實了，最後，作者的爺爺被法官無罪釋放了！ 

由法官約翰．泰勒的日記接開序幕，交代了自己如何反思宗教信仰本質的問

題，他們稱這東西為信仰，因為要求你要去相信，而不是懷疑。此外，還描述千

里迢迢到孟買訪問作者爺爺的心理歷程：數學並不是由人類隨意定奪的公理而導

出任意定理的西洋棋，數學的真實存在於這個宇宙的事物之外，並且也獨立於所

有知覺外。這個真實是永恆的，絕對的。 

數學是什麼？有別於從教科書上對數學的認識，以往對數學的恐懼或者害怕，

在這本書裡幾乎找不到。數學可以在生活中展開證明，在運算的背後需要縝密的

邏輯推論，不禁讓人進一步思考：數學其實更像哲學，回歸到邏輯演繹的本質，

我們從中學習的不是公式定理，而是思辨的過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