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要跟數學家說“沒有永恆” 

                             查而思 

 

實數有兩種：有理數和無理數。有理數包括所有分數或無限循環小數(無限循環小數通過

無限幾何級數都可以轉換成分數)。至於無理數事情就沒那麽簡單。 

談到無理數，我們馬上想到的是一些符號，比如大多數人比較熟知的無理數有： 

√2＝1.414 … … 

𝑒＝2.71828 … … 

𝜋 = 3.1415926 … … 

有沒有想過爲什麽談到無理數時人們需要借用符號、代碼之類的？ 

看過那個電影嗎？2012年上映李安導演的 “Life of π”－《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有

人簡介“这是一个关于信仰的故事，π就是那个在无意义的世界寻找意义的人。” 影片

主人公的名字就是π，有超强的記憶力，一次凴記憶在 課堂上寫出好幾黑板π的數值。 

可是π是無理數，不論你寫出它多少數位的數值，幾百、幾萬、幾億，你仍不知道下一個

數位上的數字是什麽。借用計算機人們現今可以幾乎逼近π到任何想要的數位，只要有足

夠的計算時間和打印時間。但不論多精準的逼近，花多長時間的計算與打印，那只不過是

逼近而已，絕不是真正的π的本身。要見到π認識真正的π，我們必須進入永恆！ 

π作爲圓周長和直徑的比例是實實在在存在的實數，但沒有人知道也不可能知道π真正完

全的數值，因爲這個原因，我們只能借用像π這樣的符號來表達。像π這樣的無理數有多

少呢？跟有理數比哪個更多些呢？ 

有理數有無穷多，其中所包含的整数就已经无穷多；但所有的有理数雖無窮却还是可数

的，也就是说可以和所有正整数{1,2,3,……} 一一对号入座。无理数有多少呢？我们来

看另一角度的同等问题就会得到答案。 

问题：如果在实数轴上随机抽选一个数，这个被抽到的数是一个有理数的概率是多大？同

等的小点范围的问题是：在0和1之间的实数中随机抽选一个数，这个被抽到的数是一个有

理数的概率有多大？ 

作为一个简单的例子，假如抽到
1

3
这个数字，概率是多少呢？因为

1

3
= 0. 3 =

0.33333 … …， 抽到这个数就相当于小数点后面所有数位上永远是3. 第一个是3的概率，

0到9十个数字选一个的概率，是
1

10
= 0.1，两个都是3的概率是(

1

10
)

2

= 0.01，三个都是三



的概率是(
1

10
)

3

= 0.001，所有数位都是三的概率是(用微积分的运算符号)： 𝑙𝑖𝑚
𝑛→∞

(
1

10
)

𝑛

 = 

0.0…0…= 0. 

更普遍一点我们假设这个被抽到的有理数是 0. 𝑑1 … 𝑑𝑠, 其中𝑑𝑖是0到9之间的任何数，

𝑑1 … 𝑑𝑠是要无限循环的那一段数。这个无限循环小数被抽到的概率是： 𝑙𝑖𝑚
𝑛→∞

(
1

10
)

𝑠𝑛

 = 0, 

依然是0. 也就是说从0到1之间任意抽到有理数的概率是0. 那么我们倒过来说，从0到1之

间抽到一个无理数的概率就是1，意即随机抽任何一个数你总是会抽到一个无理数。换言

之，如果把所有的无理数拿掉，从0到1这段线段的长度为0. 引申之，若把所有的无理数

从整个实数轴上全部拿掉，整个数轴的长度就是0.  

可以想象无理数比有理数多太多了，是另一个等级的无穷多，是不可数的无穷多，是充满

整个数轴的无穷多，……。 

然而如此之多的无理数，像π这样的无理数，从来没有任何人真正见过、认识其中任何一

个，充其量只是用有理数来得到的逼近而已。无论人类技术如何突飞猛进，计算机計算速

度怎样高而又高，甚至有了量子计算机，充其量还只不過是一个有理数逼近而已，无法展

示π的真实面目，无法展示任何一个无理数的真实面目。这是人类何等的悲剧！ 

纵观人類几千年的文明進步、現代科学技术的蓬勃發展，實在令人赞叹不已。若将整个人

类的丰功伟绩数量化，放在数轴上，看上去會是密密麻麻，稠稠密密……；然而无需仔细

观察人们自己心知肚明这些數字都只不过是有理数的些悉而已，虽看上去密密麻麻，稠稠

密密，放在一起充其量长度不过为0而已，可謂是完全的虛空。那真正有分量、有長度的

卻是那看不见的！ 

其實早在2900年前，智者所羅門王，早已看透這點。他是當時世上最具智慧、財富和權柄

的一位。晚年的時候他卻這樣說： “傳道者說：虛空的虛空，虛空的虛空，凡事都是虛

空。 人一切的勞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勞碌，有什麼益處呢？”(傳道書1:2-3) 

如此低沉悲觀與所羅門的地位才智反差極大不言而喻。但智者終究是智者，會比衆人看的

更遠一些。給人有些低沉感覺的所羅門同時也給人指明一條盼望之路，那就是仰望日光之

上已經爲人預備永恆的永生上帝：“上帝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為美好，又將永生（或永

遠、永恆）安置在世人心裡，然而上帝從始至終的作為，人不能參透。”（傳道書

3:11）。他結束傳道書的時候也向後人發出一個偉大的邀請與挑戰：“你趁著年幼，衰敗

的日子尚未來到，就是你所說「我毫無喜樂」的那些年日未曾臨近之先，當記念造你的

主。……這些事都已聽見了，總意就是敬畏上帝，謹守祂的誡命，這是人所當盡的本分。 

因為人所做的事，連一切隱藏的事，無論是善是惡，上帝都必審問。”（傳道書12:1, 

13-14） 

不要跟數學家說沒有永恆，更不要跟所羅門那樣的古人先賢說沒有永恆。我們都當嚴肅地

對自己説：你是否已經預備好進入永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