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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Morris Kline 曾經寫下 :「數學是一個

整體的知識, 但是並不包含真理。」[13, p9]這

種否認數學有客觀科學內容的觀點, 廣被數

學家們所接受, 而且在課堂上和一些通俗書

上 (像是 Kline 的) 廣為流傳。 我相信這種觀

點是錯的; 我也相信它們的流傳已經傷害到

我們自己還有其他人對這門學科的尊敬。 底

下我將說明四種觀點, 這四種觀點雖然不能

窮盡目前在數學哲學上所流行的意見, 然而

就引起數學客觀性的主要爭論而言, 我認為

他們是夠具代表性了。 我將論證,這四種觀點

之所以產生, 皆起源於他們過度簡化了我們

在做數學時所發生的事情。

2. 表面主義 (surfacism)

為了引出這四種觀點的一些共同特徵,

我想先討論一種想像出來的, 有關於物質的

哲學觀點, 我們賦給物質對象的許多性質—

諸如確定的形狀、 硬度、 顏色—都可以被想

成是物質對象的表面性質。 假設有一個哲學

家, 他被這個簡單的觀察所誤導致使他相信

物質對象的所有性質就是它們的表面之性質。

再假設該哲學家堅持, 物質對象並不具有堅

實性 (就像我們通常假設的那樣), 無限細的

表面就是它的全部了。 以他的觀點而言,談及

物質對象的內部將是無意義的。 這位哲學家

當然不會稱呼他的觀點為“浮面主義 (super-

ficialism)”, 就讓我們稱這種觀點為“表面主

義”吧。 如果要求我們的表面主義者解釋, 為

什麼當我們切開一個物體時並不會發現裡面

是空的, 他會說這是因為刀鋒能牽引它所作

用的表面, 拓展該處的表面而製造出兩個新

的表面。 但有一些性質, 像是重量, 很難將它

也當作是表面的性質做一致的處理; 如果再

要求他對此提供一個說明, 他會斷言這些性

質是虛幻的。 他將宣稱, 實際的情形是我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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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表面的特定性質或者我們和其他表面交

互作用的特定性質正不斷地被投射進外在世

界。 例如, 如果我們更小心地考慮重量, 將會

發現一個物體的重量正是我在舉起它時所感

到的困難度。 嚴格來講, 那個困難度必須發生

於物體和我的身體進行交互作用的那些點上。

因此, 重量必須存在於物體和我的身體接觸

的共同表面上。 把重量當做是物質對象本身

所擁有的一個性質, 那將是一個得不償失的

過度簡化。

我們不必假設表面主義哲學家總得去捍

衛他的觀點。 例如, 他可以主張傳統觀點首

先就違背了經濟原則 (principle of parsi-

mony), 因為傳統觀點創造出一個完全不必

要的實體 —物體的內部— 然後再賦給該實

體荒謬的性質。 傳統觀點假設物體的內部是

物質性的但又是不可見的。 為什麼內部這麼

不同於外部? 何以會有這種不對稱? 如果

真的有空間在物質對象的內部, 那麼就像物

質對象外部的空間一樣, 假設內部空間也充

滿了空氣不是更合理嗎? 我們還可以假設我

們的表面主義者會抱怨他的論敵所持的觀點

既迷信又不科學。 他會說, 認為物質對象有堅

實內部的這種信念, 是“相信有不死靈魂”之

下的殘渣, 因為不死靈魂正是所謂人類的“堅

實”內部。 他會繼續辯說, 事實上對物體內部

的通常解釋反而是不可理解的。 有誰能不藉

由看著一個物質對象的表面來看見該物質對

象? 而除了它的表面之外, 又有誰能在看著

一個物質對象的時候看見其他任何東西呢?

那四種有關於數學本質的觀點, 我覺得

多少都帶有一個表面主義的形式, 因此, 考慮

怎麼樣才可以在前文敘述的純形式上駁斥表

面主義, 那將是有用的。

對物質對象的本質採取一種觀點, 目的

是要以一個方法將我們對那些物體的經驗納

入一個次序之中; 而在我們處理那些經驗時,

該方法必須是有用的。 這樣的觀點必需是一

個能提供種種社會功能的社會性人工製品。

物質對象本身在特徵上是共有的, 因此我和

我的物質環境之間的互動, 其中大部份, 直接

或間接地也是我和我的社會環境之間的互動。

如此一來, 這樣的觀點必須要有的功能中, 最

重要的就是使底下兩件事情容易處理: 一是

我們和物質對象之間的那些具共有性意義的

互動, 另一則是我們彼此之間的互動,該互動

以物質對象為媒介或和物質對象有關。 因此

一個關於物質對象本質的觀點, 如果我們希

望它不要老是具有爭議性, 那麼它應滿足下

列客觀性原則: 凡是實際上實在的都應該被

當成是客觀上實在的。

讓我再說清楚一點。 當我說一個像重量

那樣的屬性是實際上實在的, 我的意思是說

那個屬性扮演一個角色; 而且在我們和具該

屬性的物體之間的互動中, 我們一致同意該

屬性的確扮演一個角色且應該扮演一個角色。

如此一來, 當該屬性在某個特定物體出現時,

我們至少能在程度上或種類上達成模模糊糊

的一致。 再重複我上文已說過的,這是因為我

們和物體之間的互動一般而言也是我們彼此

之間的互動。另一方面, 當我說一個屬性是客

觀上實在的, 我的意思是該屬性存在於被觀

察的物體, 而不是存在於觀察者的主觀經驗,

也不是存在於觀察者和被觀察物體之間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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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關係。 在我們對物體的通常處理中, 如果有

某個屬性扮演一個大家共同接受的角色, 那

麼, 一個關於物質對象本質的理論若要被認

為是重要的, 就必須接受那個屬性做為理論

本身的資料。 該理論必須再以一個融貫的說

明將那些資料統一起來, 能以其中一些毫無

疑問地解釋另外一些, 不允許用搪塞的方式

說明其中任何一個。 特別地, 如果有個理論把

日常活動中很重要的屬性只當做是主觀的幻

覺, 那麼該理論不但不是在支持我們的日常

活動, 反而是在侵蝕它們。 當然, 我們也能發

現這樣的例子: 本來我們認為在實際活動中

的確扮演一個角色的實體, 後來才發現根本

是不存在的。 然而, 假設我們正在爭論某件事

物的客觀實在性, 再假設該事物在實際上很

明顯地是實在的, 那麼舉證責任應該是落在

持反對意見者的那一邊。 畢竟, 一個東西為何

在實際上有那麼明顯的重要性, 最簡單的解

釋就是在我們的實際活動中, 那個東西事實

上就是存在的,而且也的確扮演一個角色。 如

果反對者不能提出一個強而有力的論證, 那

麼我們就必須假設, 凡實際上實在的就是客

觀上實在的。

為了避免可能的誤解, 讓我們考慮一個

滿足客觀性原則的情形。 我們有時候會聽到

一個持反對立場的論證, 該論證只從字面上

理解物理學繼而認為, 在物理學家的世界裡

並沒有像黃色這樣的東西。 如果情況真是如

此, 那麼這會是一個很有力的論證。 幸運的是

情況並非如此。

首先, 我們必須在黃色本身和我們的黃

色經驗之間做出區別。 我們如何共同處理一

個物質對象? 與其有關的並不是該物質對象

在那些條件下如何呈現給哪些人。 真正有關

的是物體的實際顏色, 大略地講, 就是該顏色

如何在標準的條件下呈現給一個正常人。 因

此, 為我們的黃色經驗提供一個說明,這應該

是心理學家的事而不是物理學的課題。

無論如何, 問題仍未解決, 物理學在描述

世界時並不會把顏色當做一個要素。 然而, 若

以光的波長做為解釋, 這就能為談及黃色時

提供一個客觀內容, 顏色並不會被瞧不起也

不會被矇混過去。 我們也不認為顏色存在於

我的眼睛或我們的心靈。 波長理論使我們處

理顏色的能力變強了, 它不但解釋了顏色可

被觀察的性質,而且也提供新的可能應用。 物

理學家甚至已經發現我們看不到的顏色 (例

如紅外線)。

因此, 就這個情形而言, 客觀性原則完

全被滿足了。 將我們的顏色經驗當做只是私

人擁有的,這種觀點因其主觀性而被摒棄。另

一方面, 我們也提供了客觀內容給實際上存

在著的顏色本色。

那麼, 現在可以使用客觀性原則去駁斥

表面主義了。一個均勻物質對象的重量, 和其

成比例的並非該物體的表面積而是它的體積。

因而下此結論是合理的: 一個物體的重量會

透入該物體而分佈。 而表面主義者卻堅持重

量並非客觀上實在的,它只是我們的幻覺。 因

為在我們處理物質對象時重量實在太重要了,

而且我們也有一個人人都認為是有效的方法

去量度重量; 所以, 那些視重量為幻覺的表面

主義者只不過是用他們的特有觀點把他們的

理論搞得很無聊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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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將這些想法應用到數學哲學上, 首

先我們必須注意到數學也是一種公共活動。

數學是在某個社會情境下產生, 因而也會有

社會性的結果。 提出問題、 陳述定義、 證明定

理, 這些都不是私人的活動。 他們屬於一個較

大的社會性過程的一部份, 我們稱那個社會

性過程為科學。 一個盡責的數學家會知道其

他數學家的工作, 他也會發表自己的工作成

果而且期待其他數學家能注意到這個成果的

重要性。 因此, 一種數學哲學非常類似於一種

關於物質對象本質的觀點。 它的主要功能應

該是, 使得我們做數學時正在進行的那個社

會性過程變的容易處理。 如此一來,一種認真

的數學哲學就必須滿足客觀性原則, 也就是

對數學活動的任一個現象而言, 如果該現象

是實際上實在的, 那麼它就不可以否認該現

象的客觀實在性。

3. 形式主義

我們若觀察數學家的工作, 沒有人能不

注意到數學家們根據規則巧妙地操作符號。

因此, 我們在數學哲學上的第一個嘗試也許

是主張, 數學就是由規則支配的, 或形式

上的, 符號之巧妙運作; 其他就沒有什麼

了。(“其他就沒有什麼”這句話正是表面主義

者的標誌) 通常稱這個觀點為形式主義。 我

們可以在底下幾本書內發現, 多多少少是像

形式主義那樣的觀點, Haskell Curry [5],

Abraham Robinson [17], 和 Panl Co-

hen [4]。(David Hilbert 的觀點雖然也常

被稱為“形式主義”, 但是和我們在這裡所討

論的有很大的不同, 因為 Hilbert 至少認為

數學中的有限的和組合的部分是有意義的也

是真的。 例如, 可以去看 Hilbert [12] 或

Kreisel [15]) 對人工智慧有興趣的電腦科學

家們也提供了一個不同類的例子。 他們認為,

人類的智慧現象和計算器所做的事情在原則

上並沒有什麼不同。 因此, 人類大腦類似於電

腦、 理論類似於程式, 思想類似於圖林機的運

作。 形式主義者可以說, 數學還能是其他的什

麼呢? 你能夠想像數學家以任何方式工作而

不用去操作符號嗎?

為了再具體一點, 假想我們去問一個形

式主義者, 他會把什麼當成是算術基本定理

的內容。 如果他真的是一個嚴格的形式主義

者, 他就必須回答, 該定理一點點內容也沒

有。這個定理終究只是一串符號罷了。 我們之

所以覺得它有內容就是因為在我們從事的特

定活動中,該定理扮演一個確定的角色。這很

像我們在下棋時常常碰到的情形。那麼, 我們

的符號活動又是什麼? 一個較精確的描述是:

以一個特定的形式系統去整理編排數學的某

個部分。 如果我們以此說明符號活動,那麼我

們也就為算術基本定理的角色提供一個精確

的說明。 我們可以在形式系統中給出一個, 甚

至多個該定理的證明, 我們也可以給出一些

使用該定理去證明其他定理的例子。 對形式

主義者而言, 該定理除了在我們的符號活動

中所扮演的角色之外, 不再有任何意義。一個

嚴格的形式主義會認為, 該定理並沒有對自

然數下任何斷言, 因為對他而言根本就沒有

像自然數這種東西。

現在, 我同意數學幾乎總是伴隨著符號

的形式運作; 我也同意數學家通常能被看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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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正在一個形式系統內工作。 對我而言, 這似

乎是一個重要的洞識。 有一個數理邏輯的分

支, 它討論的主題正是這個觀點。 我說的就是

遞迴函數理論。 數學在本質上有什麼限制? 就

我們對它的理解而言, 遞迴理論對此所作的

貢獻多過其他任何一支數理邏輯。 讓我以更

強的說法說明這個觀點: 我不相信數學家們

將來有辦法去計算一個非遞迴函數、 解開一

個遞迴不可解的問題; 我也不相信他們能在

一個不可遞迴公理化的理論內工作。 但這並

不蘊含著我願意承認底下這種觀點: 人類心

靈是一種“算法式的設計”(就遞迴函數理論

的意義而言)。 這頂多只是一個沒什麼大不了

的讓步, 就像我願意和表面主義者一樣, 承認

我們不能不經由表面去看見一個物質對象。

很容易了解, 為何一個從來沒有實際數

學經驗的哲學家會採取形式主義的觀點。 因

為, 除了看到數學家們在玩符號之外, 他還

能看到什麼呢? 但是偶爾也會有一些具創造

力的數學家是形式主義者, 這我就很難了解

了。 拿我自己做數學的經驗而言, 當我和一個

毫無頭緒的問題纏鬥時, 我很難去處理符號,

這時候我面對的是想法和建構 (construc-

tion)。 數學家們遭遇到的最困難的工作之一

就是, 他已經有想法了但暫時還沒辦法將那

個想法形式化地表達出來。 這樣子的想法通

常先以一種可見的或動態的 (kinesthetic)

心像顯現出來。 當數學家把該想法弄得較清

楚了, 該想法也變得比較形式化了, 他還是

可能發現: 這個已有豐富內部結構的想法還

是不能被“符號式編碼” (symbolically en-

coded)。 如果避談一種和認識論無直接關聯

的純心理學, 那麼實在很難討論上述這種情

形。 當數學家們談論概念、 建構、 證明時, 他

們的談論方式通常是想把“心裡的東西”弄清

楚, 而不是想將“使用的符號”弄清楚。 因此,

數學家們也許討論兩篇不同的論文是否具體

化了同一個想法、 兩個不同的符號串是否表

達了相同的建構、 兩個不同的說法是否闡釋

了相同的證明。 每一個數學家都知道, 相同的

建構可用在數學裡的許多不同的部門; 因此,

如果你發現一個舊定理的新證明, 你最好檢

查一下, 它可能僅僅是一個換上新形式的舊

證明而已。

在數學家寫下的符號裡, 隱藏著一些

能賦予這些符號生命和內容的東西 (enti-

ties); 自從布勞爾 (Brouwer) 以來, 習

慣上用“建構”這個詞去泛指那些東西。 我認

為, “建構”毫無疑問地是實際上實在的 (就

我上文提的意義而言)。 數學家們時常討論它

們, 一致同意它們的一些普遍性質, 也同意

在數學的創造活動中, 它們占有重要的地位。

因此, 一種適當的數學哲學不能將它們看成

僅僅是主觀的幻覺。 而形式主義哲學家要嘛

就根本不提它們,要嘛就是在“heuristics”的

名目下摒棄它們, 完全不做任何說明—說明

那些性質 (數學家同意的那些“建構”的性質)

是什麼。 的確, 形式主義者是不能做出一個有

關於“建構”的理論, 因為他們根本就否定它

們的存在。 例如, 即使有這樣一個程式: 它能

遞迴地確認出是否兩個符號串具體化了相同

的想法, 形式主義者還是不能承認那就是該

程式所做的事。 “一台計算機器已經有了一個

證明的想法, 但卻苦於無法將它形式化地表

達出來” 這樣子的說法有什麼意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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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能更小心地敘述這個論證, 我想引

進一個詞 — “直覺的”。 這裡我將它當做是

“形式的”這個詞的相反詞來使用。 因此, 如果

一個論證的推論是如此的自然以致於很容易

一步一步跟隨它的推論步驟, 那麼我們可以

稱呼該論證是“直覺的”。 在直覺主義裡, “直

覺的”這個詞的意思, 粗略地講, 也正是這樣。

因此, 一個“直覺的證明” 就是一個未形式化

的、 和符號無關的證明,它甚至可能沒有辦法

在數學家之間被交流。 無論如何, 肯定有這樣

子的建構: 它是“直覺的”、 有內部結構、 可使

我們看見新事實, 而且也可被形式化使得能

給出一個正確的證明。

現在, 我的論證可摘要如下: “直覺的建

構”是實際上實在的, 它們也正是數學的生命

力, 而否認它們的存在卻是形式主義的基本

觀點。 因此, 由客觀性原則, 形式主義不能是

一種適當的數學哲學。

4. 直覺主義 (Intuition-

ism)

如果形式主義被摒棄是因為它忽略了數

學裡的直覺內容, 那麼選擇底下敘述的第二

種數學哲學是很自然的。 就讓我們堅持數學

是由直覺的建構組成的, 符號操作只不過是

它們的外在表達方式, 就這樣了, 其他沒

什麼了。 我認為, 這似乎就是直覺主義的基

本觀點。 此觀點是由 L.E.J Brouwer 和

Arend Heyting 提出。 對於這個觀點, Heyt-

ing[11]是一本很好的介紹書。 Dummet[6]則

是另一本較現代的介紹書。 而 Brouwer 本

人最清楚的一般性說明可能是他的 [3]。 至於

Errett Bishop[2], 又是另一種有關的、 但

肯定是不一樣的觀點。 所以我應該做下列說

明: 我對直覺主義所做的評論並不能直接用

到 Bishop 的數學哲學, 因為他只有很少的,

像 Brouwer 那樣的直觀性傾向。

底下是直覺主義的特徵: 它否認有所謂

的在數學家之外的“數學實在” (mathemat-

ical reality); 它也否認有那種超越數學家

們已經證明的 (或者能夠實際證明的) 數學

真理。 對我而言, 數學對象之所以存在只因

為它們是我建構的結果; 而數學事實之所以

是真的, 也只能就它們做為論證 (我能做的

論證) 的結論這個層面來談。 因此, 既然一

個自然數序列是無限的, 它就不能是“可看盡

的”(surveyable); 它只能是一種潛藏的實在

(potentially real)。 而那種到現在還沒被證

明也沒被反證的陳述,像 Fermat 猜測, 並沒

有一個確定的真假值。至於邏輯排中律 (每個

陳述非真即假), 則不能被應用到那些談到無

窮集的陳述, 而且對這種陳述使用歸謬證明

也是無效的。

例如, 還是再考慮算術基本定理這個例

子。 直覺主義者和形式主義者不同, 他不會只

把該定理當做是符號串。 這個定理是有意義

的。 但是, 他也不會視該定理為一種談論自然

數 (存在於我們之外) 的真理。 他的看法是:

該定理表達的是一種我們所具有的特殊能力,

也就是; 當一個任意的自然數被分解成質數

的連乘積時, 如果有兩個這種分解式, 我們有

能力看出這兩個分解式中有相同的質數, 而

且帶著相同的冪次方。 和形式主義者一樣, 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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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主義者認為這個定理的意義有賴於我們對

數學的實際操作, 而不是在任何的“外在的實

在”(exernal reality) 上。

現在, 我想較仔細地檢查為何 Brouwer

拒絕使用排中律。 Brouwer 並沒有提出任何

可接受的真理概念可去辯護、 或者去解釋對

邏輯連詞的真值功用的解釋。 對他而言, 判斷

一個陳述是否為一個直覺證明的結論, 這才

是有意思的。 但是, 如果去證明“A 是真的或

B 是真的”這種陳述, 證明過程應該指出正在

證哪一部分, 是在證 “A是真的”? 或“B 是

真的”? 否則, 我們將能夠斷定一個數 n 的

存在使得如果 n = 0, 那麼 A, 如果 n = 1,

那麼 B, 但我們卻不知道 n 到底是多少。 而

我們當然能知道一個已經建構出來的數的值。

因此, 我們正在宣稱一個數的存在, 然而我們

卻不用去建構它。 所以,一個關於 Fermat 猜

測真假的證明必須包含一個證明 (證其為真)

或是一個反證 (證其為假)。 既然我兩者都做

不到, 那麼根據 Brouwer 的觀點, 我並沒有

資格說“Fermat 猜測是真的或是假的”這樣

子的話。 因此, 排中律之所以被拒絕並非因為

發現了第三個可能的值, 而是因為我們對它

做了額外的要求。 一個斷言只有在下列情況

下才能得到辯護: 該斷言能獲得一個直覺建

構的辯護。

有一個非常有意思的類比, 數學的直覺

主義就像存在主義。 存在主義強調個人在群

體之間的 “孤離”(isolation), 而正因為這種

孤離使得我們在認識上, 必須迴歸到我們自

己的個體本源 (we are epistemically re-

duced to our own individual resources)。

這兩個觀點都有一個特徵: 它們都堅持只有

我們的內在經驗才是可接受的知識本源, 而

且他們也都否認我們的內在經驗居然可以導

出一個所謂的“外在的實在”(external real-

ity)。 因此, 這兩個觀點很容易墜入非理性主

義和獨我論。 當 Brouwer 強調能創造的主

體在數學上的絕對自由時, 他正採取一種和

存在主義緊密關連的立場, 因為存在主義也

正是強調這個相同的能創造的主體在審美上、

在倫理學上或在政治上的絕對自由。

可以看出來, 直覺主義也是一種非常典

型的表面主義。 他們獨特的辯論姿態就是問:

除了自己的建構之外, 數學家還能有什麼呢?

除了你自己的思想, 你難道還能想什麼? 除

了自己的心像, 你又能看見什麼?

就像形式主義的情況, 我們也不要忽略

了直覺主義者在了解“數學的實際操作”這方

面所做的貢獻。關於數學創造的心理歷程, 直

覺主義者的作品提供了非常豐富的想法。 也

有一門數理邏輯的分支專門去粹取、 發展這

些想法的深刻內容。 這些實現 (realization)

想法、 功能闡釋 (functional interpreta-

tions)、 Kripke 結構等, 對我來說好像是在

應許一種數學理論的存在, 該數學理論直接

研究操作數學的經驗, 雖然這種理論尚未出

現。

直覺主義對我倒是很有吸引力。 但經過

一段很長的時間之後, 我漸漸覺得, 直覺

主義者的強烈信念對“做數學”反而是一種傷

害。 因為一個數學家若是太堅信直覺主義,那

麼他等於放棄了做數學的最強動機 —去搜尋

大家都認可的真理。 數學畢竟是科學的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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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其主要目的還是去發現新的真理。 如果放

棄了這個主旨, 就像直覺主義者那樣, 那麼

數學將變成一種祕傳的藝術形式, 頂多只不

過是一種遊戲罷了。 直覺主義忽略了一件事,

這一件事在我反省自己做數學的心態時是非

常明顯的: 當我建構數學時, 我並非對“建

構”本身有興趣, 而是因為該建構能使我發現

新的真理。 “建構”必須由它扮演的認識上的

角色獲得意義。 誰會對一個什麼都沒說的證

明有興趣? 就像“建構”隱藏在符號裡面而且

賦予符意義一樣, 一定也有某些東西隱藏在

建構裡面—那就是數學真理。

就“數學真理”這個角度而言, 數學創造

絕不是完全自由的。 一個數學論證常常給人

一種“不得不如此”(inevitability) 的感覺。

當數學家們談論和思考他們的工作時, “嚴

密”這個要求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而“嚴

密”正是對他自由的一個限制。 數學家接受它

為的是使他的定理可以成真, 以及使他的論

證能真正建立結論的真實性。

數學真理和數學建構不一樣, 不是光靠

完全的內省就能得到的。 數學真理不在我們

的心中。 一個數學理論, 就像任何其他的科

學理論一樣, 是一個社會性的製品。 它必須

經由眾多心靈的交互辯證才能得到創造和發

展, 並不是一個心靈可獨自完成的。 當我們去

看數學的歷史時, 我們會發現它不僅僅是新

定義、 新技巧、 新定理的累積而已; 它還包

括: 對舊概念和舊陳述不停地細緻化和精確

化, “嚴密”的標準漸漸提升,還有在廣度和深

度上的持續增加。 每一代的數學家都會重新

考察前一代的數學, 摒除那些標新立異的、 膚

淺的、 甚至是假的東西;重新鑄造那些含有豐

富創意的想法。 指導這整個過程的就是一個

對真理的共同看法和共同信念, 這個信念使

我們能去澄清和更正我們的老師們所做的工

作; 同樣的, 我們的學生也能澄清和更正我們

的工作。

為了能更小心地敘述我的論證, 對於“嚴

密”這個概念我想多說一些話。 數學家們普遍

認為, 這個概念是會改變的。 同樣一個論證,

Euler 來看可能覺得夠嚴密了, 換作 Cauchy

可能就不這樣覺得。 而一個 Cauchy 覺得夠

嚴密的論證, 我們來看可能會看出明顯的漏

洞。 但不能因為這樣就說“嚴密”這個概念在

改變, 事實上改變的是“嚴密”的標準。 也就是

說, 所謂一個嚴密的論證, 就是一個能充份建

立其結論的真實性的論證。 當我們的洞察力

(insight) 漸漸增強, 我們就能看出有更多的

東西是為建立真實性所必需, 因此一個曾經

是嚴密的論證對我們而言可能就充滿漏洞了。

但是, 至少從 Euclid 開始, “嚴密”這個概念

本身並沒改變過。

還有許多 事 情 顯 示 出“嚴 密”必須預

設“真理”。 實際上, 當我們在評估一個數學

論證時, 我們並不會去檢查該論證是否符合

某組推論規則, 例如, 邏輯教科書上的推論規

則; 我們真正考慮的是: 這個論證是否能達到

目的? 也就是, 它能不能說服我們而且應該

說服我們其結論的確是真的。 因此, “數學真

理”這個概念直接被引用進“數學嚴密性”的

實際操作中。 在“嚴密性”的判斷標準裡, “數

學真理”是一個不可或缺的考慮要素。

現在我可以敘述反對直覺主義的論證

了。 數學真理實際上是實在的。 真的, 如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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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上沒有數學真理這種東西, 也就不可能有

所謂的“數學嚴密性”這種東西。 但是否認數

學真理的客觀實在性卻是直覺主義的基本觀

點, 所以, 直覺主義不能是一個適當的數學哲

學。

5. 邏輯主義

如果直覺主義被摒棄是因為它忽略了數

學真理, 那麼我們可能選擇第三種數學哲學。

這種哲學認為數學是由下列東西所組成: 特

定的真理、 建立這些真理的論證、 這些論證

底下的建構、 還有表達這些論證和真理的符

號操作。 完了, 其他沒什麼了。 這似乎就是

習慣上被稱為邏輯主義的中心信念。 這種觀

點的擁護者中, 最著名的兩位就是 Gottlob

Frege 和羅素。 說明這個觀點的書,較早的有

Frege [7] 和羅素 [8]; 較近代的則是 Hempel

[9]。

和形式主義者及直覺主義者不同, 邏

輯主義者會將算術基本定理視為是一種真理,

一種其內容獨立於我們活動的真理。 對邏輯

主義者而言, 並沒有這樣子的自然數: 它是

一種獨立存在的實體而且具有定理所表達的

性質。 我們應該在一系列定義的基礎上來了

解這個定理。 當這個定理用到的所有表達式

被展開成符合這些定義的形式時, 邏輯主義

者會說這個定理只是一個非常複雜的邏輯真

理罷了。 對他們而言,這個定理和下列陳述處

於相同的地位: “如果所有的 A都是 B 和 C,

那麼所有的 A 是 C”。

邏輯主義者否認數學真理裡有任何的主

觀成份。 數學詞項也不會有一個唯一的指涉。

數學真理之所以是真的並非因為它們成功地

描了實際上發生的事態, 它們不包含任何事

實內容 (factual content)。 因此, 數學真理

之所以為真, 必須就它們自己的內部結構還

有它們彼此之間的關係這兩個層面來談, 而

那正是邏輯真理之所以為真的方式。 所以邏

輯主義者認為, 整個數學就是邏輯。 當然,

實際上邏輯主義者在使用“邏輯”這個詞時是

有點鬆的, 有時候他們也會把集合論包含進

來。 但是其基本觀點還是否認“數學斷言”有

任何事實內容, 也就是否認數學真理必須依

靠數學內部結構以外的任何東西。 本文開頭

引的 Kline 的那句話很可能就是這個意思。

([13, pp.424-431] 裡有關於 Kline 的觀點

的一個精確說明; 若要再更仔細的, 可以看

Kline[14, pp.1028-1039]。)

邏輯主義推動大部分早期的數理邏輯研

究工作。 我認為, 就對數學基礎的了解而言,

邏輯主義做的貢獻大過其他任何一派數學哲

學,雖然它對“數學的實際操作”並非如此。那

種想把整個數學還原成“邏輯”(即純粹是概

念上的推衍) 的渴望強烈地刺激了下列兩件

工作: (1) 簡化和統一基本的數學想法; (2)

找出並表明所有數學奠基的基本原則。 即使

現在, 邏輯主義仍不停地做出這樣子的貢獻。

例如, 有一支數理邏輯的分支, 即證明論,

正努力地在數學的各個方向上拓展邏輯概念,

藉此將愈來愈多的數學還原成邏輯真理。 這

裡我想只提證明論的一個成果, 過去25年來

已發展了一套關於無限長的式子和證明的理

論, 可對算術及日益擴展數學分析的部份理

論做一“邏輯”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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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形式主義及直覺主義不同, 對於“數學

的實際操作” 的一個具重要意義的部分, 邏

輯主義的確提供了一個適當的說明。 數學中

的很大一部分確實就是邏輯。 我們從已清楚

列出的前提開始推理, 努力去找一個論證以

解決先前的問題。 但我很懷疑, 數學家們深思

而得的工作結果真的能用邏輯主義者的方式

去說明嗎? 每個數學家都知道他最好的工作

成果絕不是只靠推理就可以完成, 還有一個

很特殊的因素, 他們稱之為“直覺”。這裡所謂

的“直覺”是指一種能力, 數學家們能經由它

知覺到某個結構的性質, 而該性質在那個時

候還未被邏輯地推導出來。 這種知覺能被訓

練出來而且時常是值得信賴的。 有時候, 當

試著去做推論的工作時, 我們會覺得情況很

像是一個人處於一個不熟悉的陰暗房間而試

圖去發現一條通道。 剛開始時, 心裡面會覺

得和這個房間格格不入, 但等到眼睛適應了

黑暗之後, 我們會模模糊糊地知道這個房間

的東西是如何放置的, 我們會知道一張先前

沒被撞到的椅子擺在哪裡, 再來我們就能輕

鬆愉快地在房間內走來走去了。 一個數學家

會“直覺地知道”如此這般的樣子一定是某種

特殊情形, 但就是沒辦法證明它; 這幾乎是每

天都會發生的事情。 當然, 他常常是錯的 , 但

他對的時候會更多。 如果我很敬仰一個數學

家而且他對某個結構已有廣泛的經驗, 我將

很願意相信他對該結構的直覺, 即使他還不

能給出證明。 我當然不是一定會如此, 但在大

部分的情況下我會這樣做。

我必須立刻澄清, 我並不是主張有一種

神祕的能力, 靠著這種能力我們可以直接認

識柏拉圖天堂裡的東西。 我想說的是, 數學

家的直覺是人類一般的能力中非常特殊的一

種, 靠著這種能力數學家可以認出模式 (pat-

tern) , 講具體一點, 就是能在散亂的線索中

綜合出複雜的結構。 我認為數學家在某個結

構上的直覺, 是長期累積的工作經驗的結果。

這和一個木匠對他的木料的“感受”(feel) 並

沒有什麼不同。這是事實, 數學家總能夠不必

靠邏輯推理而得到一些有關於數學物的結論,

這些結論也多少總是值得信賴的。 的確, 數學

的創造力來自於直覺的成份遠比來自於邏輯

的要多的多。(基本上也屬於這種觀點的書, 可

以看 Wilder[19] 或 Resnick[16]。) 因此, 邏

輯主義者對數學的說明並不是適當的。

然而他們到底漏掉了什麼? 邏輯主

義者主張數學是一個整體的真理, 任何外在

的東西都與那些真理無關。 它們之所以真只

因為它們的內部結構, 並非因為任何的外在

事物, 雖然那些真理提到它們。 如果邏輯主

義者是對的, 那麼有關於數學直覺的現象將

是不可理解的。 如果他們是對的, 也就沒

有所謂的結構可供數學家們展現他們的“洞

見”(insight)。

在這些困難中, 一個比較有趣的情況是

邏輯主義者將如何看待公理所扮演的角色?

一個原則, 如果既不是邏輯真理, 也不能

由先前已接受的原則演繹出來, 那麼我們並

沒有辦法光靠推理就接受它。 因此, 邏輯

主義者並不認為這種原則是一定可以被接受

的。 例如, 他們就傾向於把幾何學視為是一

種假設性的學科。 如果物理空間滿足幾何公

理, 它就必須也滿足幾何定理。 (關於這種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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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可以看前文提到的 Kline 的書, 或

者 Hempel[10]。) 但實際上我們對歐氏空間

(Euclidean space) 有非常清晰的真覺, 而

歐氏幾何的定理對該結構而言明顯地是真的。

一般都認為最早的幾何學知識是由經驗而來。

如果是這樣, 那麼這種知識並沒有假設性的

特質。 至於非歐幾何, 它只是告訴我們, 否定

平行公理後並不會得到一個矛盾, 它並沒有

說平行公理是假的。 廣義相對論表明, 若將

時空視為一個非固定曲率的四維流形, 那麼

某些難解的觀察就可以得到很好的描述, 從

這些例子可顯示出 (雖然我不是很確定) 我

們直覺上的空間並不是很能符合物理上的空

間。 這當然不是說我們沒有一個清晰的空間

直覺。 事實上, 以我們居住的和經驗到的空

間而言, 歐氏幾何仍然是一個非常好的描述。

這也不是意味著幾何圖像的使用必須從公理

出發, 透過純邏輯推理一步步地導出來。 有一

些公理, 像是次序公理, 在直覺上是這麼明顯

以致於要到十九世紀才注意到它們。 如果說

Moritz Posch 之前的所有幾何學家全都得

蒙上“犯下系統性地邏輯錯誤”的罪名, 這似

乎是不合理的。 我們也許該這麼講: 他們正從

事某種活動, 但並非是在公理的基礎上推衍

邏輯結論。 我認為他們正在研究空間。

現在, 我可以描述我的論證如下。 數學

直覺是實際上實在的, 而且只能被理解成是

一種結構內的非演繹式的洞見, 該結構外於

數學本身。 因此這樣一個外在的數學結構也

是實際上實在的。 但否認這種結構的客觀實

在性正是邏輯主義的基本教義; 因此, 由客觀

性原則, 邏輯主義不能是一種適當的數學哲

學。

6. 柏拉圖主義

邏輯主義必須被摒棄, 因為它是不完備

的數學哲學, 它忽略了和數學緊密相關的東

西。 因此, 我們可以選擇第四種數學哲學,

這一種數學哲學認為數學是由下列要素組成:

(1) 談及抽象結構的真理,該結構獨立於我們

而存在; (2) 建立那些真理的邏輯論證, (3)

在那些論證底下的建構, (4) 表達這些論證和

真理的符號操作。 其他就沒什麼了。這應該就

是被稱為柏拉圖主義的數學哲學。 一個最獨

特的當代擁護者是戈德爾 (Kurt Gödel) (例

如, 可看他的 [8])。

柏拉圖主義者會直接解釋算術基本定

理。 對他們而言, 自然數是獨立於我們而存在

著的, 而因為每一個自然數的確能被唯一地

分解成質數連乘積, 所以該定理是真的。

在數理邏輯裡, 柏拉圖主義一個最特別

的表現方式就是模型論。 模型論研究數學理

論的語意內容。 當然, 形式主義、 直覺主義和

邏輯主義全都否認數學理論有語意內容。 模

型論的中心問題是: 結構的什麼性質能在一

個特定的語言內被表達。 而這個問題只有在

下列的情況下才能成立: 結構是存在著的,而

且具有性質, 此性質獨立於對它的描述。

讓我很快的摘述由柏拉圖主義者所描繪

的數學活動的景象。 數學家們面對著種種不

同的抽象結構, 這些結構早在數學家開始做

數學之前就有了。 數學家並沒有創造它們,而

是去發現它們。 在訓練的過程中, 數學家們逐

漸培養他們的能力、 精煉出一種關於這些結

構的直覺。 當然, 一個數學家對某些結構的洞

視會多過其他的結構。 數學世界的真理孕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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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他的直覺, 而那些真理早被他的前輩和同

事們發現了; 然後他的直覺又使他能去發現

新結構以及對舊結構做出一些新猜測。 為了

去檢驗這些猜測、 去回答擺在他面前的問題,

他必須組織“建構”、 做出論證, 定義新的概

念。 這些用文字表達出來的建構必須再由計

算所支撐而且必須被嚴密化和形式化。 最後,

這些建構進入一個數學得以發展的社會性辯

證過程, 接受其他數學家的檢驗。

關於純數學家們的活動, 我覺得這似乎

已是一個相當令人滿意的說明。 的確, 大部分

的當代數學家們, 雖然不必為了要清楚地回

答這些問題而煩心, 但我想他們都會接受這

種觀點或類似的觀點。 正因為柏拉圖主義已

經是這麼地令人滿意, 以致於數學家或者數

學哲學家都覺得不需要再超越它了。 但就在

過去這些年裡, 已經有了對柏拉圖主義不滿

意的跡象。 為了指出這些不滿意的由來, 我想

做一些主要的歷史回顧。

在十八世紀時, 人們認為數學做為一門

科學, 它和其他科學不一樣的地方只在於它

是比較確定的, 而且是比較基本的。 它的轄

區內的成員是一些律則 — 一些處理空間和

量的律則。 到了十九世紀, 這種看法遭到強

烈的質疑。 首先, 非歐幾何的出現否定了直

覺上的空間結構的唯一性。 然後解析幾何再

砍掉對空間的任何直覺, 只保留“數字的連

續”(numerical continunm) 這個直覺。 這

種發展的最後結局是, 當代的數學家會這樣

告訴他們的學生: 「所謂的三維歐氏空間, 我

的意思是指由所有的實數有序三元組所成的

集合。」 這顯然不是歐幾里得的意思。 在十九

世紀末時, 甚至連“量” 或“大小 (magni-

tude)”的概念都改變了 (至少在學院裡面是

如此), 變成了一種純粹概念上的結構。 這必

須歸功於 Weierstrass, Dedekind, 和 Can-

tor。 於是, 當代的數學家們很可能再告訴他

們的學生: 「所謂一個實數, 我的意思是指一

個“Dedekind 斷”(Dedekind cut)。」這顯然

也不是 Euler 的意思。

這些改變導致了一個結果, 也許可以

稱之為“基礎上的真空 (fundational vac-

unm)”。 在那種情況裡, 數學家發現他們沒

辦法為結構的本質做一個系統性的說明, 而

那些結構又是他們天天在研究的。 於是公理

集合論趕進來填補這個真空。 集合論所提出

的關於數學基礎的觀點, 在其最原始的形式

上, 就是一種柏拉圖主義。 在集合論學家的

世界裡, 所有的東西都是抽象的。 即使允許

有特殊元 (individuals)(它們通常被排除在

外), 這些特殊元也必須被視為是一種既沒有

內部結構也沒有內含關係 (intentional rela-

tionships ) 的東西。它們只是一種抽象的點。

因此, 若把所有的數學還原到集合論,這等於

是對數學世界進行裁員, 因為集合論排除了

所有的具體實在。

大約花了兩個世代, 集合論獲得巨大的

成功。 我想大概沒有人會懷疑集合論提供了

一個簡潔優美而且方便的架構使得我們能在

該架構內從事純數學的工作。 在概念上, 集合

論是那麼奇妙的簡潔, (若是以數學的實際操

作方式幾乎不可能得到這種簡潔); 而對一些

問題, 像“到底什麼才是真正的數? ”集合論

也給了一個感覺上很“順” (smoothly) 的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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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答案;至於它本身更是提供了許多豐富、 有

趣的結構, 這些結構是 Cantor 以前的人連

做夢都夢不到的。

但是, 過去二十五年裡, 集合論還是遭

到了一些粗略的侵蝕, 就像一百年前幾何學

被侵蝕一樣。 有關獨立性的一些結果、 大基

數公理的急速增殖、 還有那些在集合論上愈

來愈古怪的模型建構, 所有這些都一再地使

數學家們領悟到, 他們在集合論上的直覺實

際上是多麼的貧乏。 在新的洞見未出現之前,

集合論學家們的觀點開始分歧了。 一些人追

隨 Cantor, 認為連續統假設是合理的; 其他

人則追隨 Gödel, 愈來愈堅信連續統假設一

定是假的。 情況已經非常明顯, 我們需要一個

比“集合”更基本的新概念。 不幸地是沒有一

個人能想出這個新概念, 甚至連該往哪個方

向找都不知道。

但所有這些情況並非一定會和柏拉圖主

義起衝突。 你會愈來愈頻繁地聽到這種建議:

集合論的世界並不是只有一個而是有很多個。

你也許在連續統假設成立的世界裡工作; 而

我工作的世界裡 Martin 公理成立但連續統

假設則不成立; 他則是在包含可測基數的世

界裡工作; 而她工作的世界裡則由於所有的

集合都是可建構的, 因此可測基數是不可能

的。這些世界只是不同的結構而已,而且每一

個都一樣有趣也一樣值得研究。 這會有什麼

問題嗎? 問題在哪裡?

問題和1890年的發生的問題一樣:這些

不同的結構如何互相作用? 它們是什麼? 如

果在這些集合論的世界中, 不論哪一個都不

再能扮演統理所有結構的角色, 那麼, 將所

有的數學世界視為一個單一整體的律則是什

麼? 所有這些問題都還沒有得到普遍可接受

的答案。 我想, 正因為這種絕望的處境使得一

些數學家又重新回到形式主義、 直覺主義或

邏輯主義—在這三派哲學裡是沒有那些問題

的。

我想再以不同的方式說明這個問題。 對

我而言, 數學似乎只有在下列情況下才得以

興盛: 對於我們所研究的東西有一個共同的

想法,還有在 「我們所研究的種種不同結構只

是同一個實在的不同側面」 這一個看法上達

成一致的同意。 如果對於數學基礎不能有一

致的看法, 那麼數學似乎就有分裂成數個派

別的趨勢。

實際上不只是集合論有分裂的趨勢, 就

是連數學的柏拉圖主義本身都是在一個更大

的、 有關於科學的架構中分裂出來的結果。 對

於科學本質的看法, 傳統上一向認為只有一

個實在 (例如牛頓那個時代), 因而也只有一

個科學。 在這種觀點之下,種種特別的科學—

數學、 物理、 化學、 生物—所研究的其實是

同一個實在,它們只不過是問不同的問題、 使

用不同的研究方法罷了。 然而, 每一個個別的

科學都會展現它自己對這個世界的特有觀點,

所以傳統觀點留下了一個對科學的基本假設:

這些對同一個世界的不同觀點是彼此互補的

而且也能夠互相支援。 事實上數學中的大部

分都相當直接地反應了自然的某個部分。 幾

何關心的是空間、 機率理論教我們隨機過程、

群論闡釋了對稱性、 邏輯描述 了合理的推衍、

分析學的大部分則是為了研究特殊的物理過

程而被創造出來, 而為了研究那些過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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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仍是不可或缺的。 所列的這些還可以不停

地增加。 然而從柏拉圖主義者的觀點而言,只

有純數學才是真正的數學; 因此, 數學所研

究的東西必定要是抽象的。那麼, 如果我們研

究的群一定得建立在集合的集合的集合上面,

有限群理論怎麼能告訴我們有關於晶體的結

構呢?

如果數學的基礎變得完全抽象而且和感

覺世界不再有任何關連, 則數學和其他科學

的聯繫就變得模糊了。 最近, 當經濟學的情勢

已經迫使數學家們四處去尋找支撐的新工具

時, 數學和其他科學分離的這種局面已不再

有什麼好自誇的而且也應該引起更多的關注。

數學和其他科學如何達成諧調? 集合論無論

如何都沒有辦法為這個問題提供任何線索。

因此我認為數學的柏拉圖主義仍然是一

種表面主義。 我們最好的定理給出關於這個

具體世界的許多資訊, 這是實際上實在的情

形。 純粹數學和應用數學之間並沒有清楚的

界線, 這也是實際上實在的。 只有一個科學。

從客觀性原則可以推出, 一個適當的數學哲

學應該指出這些事實的客觀內容是什麼。 這

樣子的數學哲學只是一種科學哲學的一章。

而那種科學哲學必須能澄清下列兩件事: (1)

在什麼意義之下我們能去談“只有一個客觀

世界”? (2) 數學家研究的數學對象 (其中

很大一部分不能被看成是一種物理實在) 又

如何能被看成是那個客觀世界的一部分? 很

遺憾, 這種哲學還沒有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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