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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夫在數外 

蕭文強 

香港大學數學系 

 

 南宋詩人陸游寫了一首詩（「示子遹」）：「我初學詩日，但欲工藻繪；中年始少

悟，漸若窺宏大。怪奇亦間出，如石漱湍瀨。數仞李杜墻，常恨欠領會。元白才倚

門，溫李真自鄶。正令筆扛鼎，亦未造三眛。詩為六藝一，豈足資狡獪。汝果欲學

詩，工夫在詩外。」讀了這首詩，我聯想到自己學習數學的經過，竟起了共鳴，甘

冒東施效顰之險，把結尾一句改成「汝果欲學數，工夫在數外。」 

 

陸游的「工夫在詩外」包含了四點：（１）不要只顧專注文采工夫，單求詩文華

茂；（２）更要注意思想境界，詩文才有內涵；（３）也要豐富生活閱歷，詩文才有

活力；（４）還要注意品德修養，詩文才有風骨。「工夫在數外」亦包含了四點：（１）

不要只顧專注數學形式工夫；（２）更要注意數學思想方法；（３）也要豐富數學生

活閱歷；（４）還要注意數學工夫的品德修養。第一項是「數內」工夫，其餘三項是

「數外」工夫。不是說前者不重要，但在「大眾數學」的前提底下，後者更形重要，

卻一向被忽略了。八成中學畢業生日後不需要使用很多數學，只有二成中學畢業生

可以說是「數學使用者」，但不論對何者而言，通過學習數學得來的「數外」工夫卻

是同樣重要。這種工夫需要時日浸淫，可惜大部分學生被過量的「數內」工夫嚇怕

了，早自高小階段便對數學科既厭且懼，平白失掉這個充實自己、培育成長的大好

機會。 

 

先談第一項，「文采」絕非貶詞，不妥當的只是過分專注文采，或者未達領會文

采階段卻硬取其外表的作法吧。就以六朝駢文為例，為了講究對仗工整、聲律鏗鏘、

辭藻華麗、典故博奧，文章的藝術形式是豐富了，作者的寫作技巧是提高了，只是

有些作者過分追求對仗聲律、堆砌辭藻典故，以致文章晦澀、形式僵化、內容空虛。

數學亦復如是，每位數學教師從教學經驗中一定能舉出不少數學文采的例子，若運

用得宜，收效至大；若不加剪裁，效果相反（略去例子）。至於第二項的數學思想方

法，大家都知道是指什麼，但第三項的數學生活閱歷是指什麼呢？我以為可以分為

三方面：縱是追溯數學概念和理論的來龍去脈，橫是探討數學文化的本質和意義，

廣是認識數學的應用及經常聯繫數學與日常生活碰見的現象。最後一項提到數學工

夫的品德修養，也許應該多說一兩句，以下讓我們談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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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學習中，除了思考外還應注意讀、講、寫。培根（Francis Bacon）說過：

「讀書使人淵博，談論使人機智，寫作使人準確。」一般教育如是，數學教育何獨

於外？數學提供了培養所謂「核心技能」的上佳園地，這包括語文能力。語文能力

薄弱，很大程度上與思想貧乏及思路不清有關，學好了數學，有助學好了語文。其

實，注意讀、講、寫這三項訓練，涉及更深層（但不適宜以說教式口吻明示）的品

德培育。每當我改作業，尤其評閱試卷的時候，我不時感到難過；並非是學生答錯

了或者不懂得作答，而是他們作答的方式和作風叫我難過。不曉得是否受到自中學

以來考試方式的影響，很多學生習慣了想到什麼便寫什麼，下筆前毫不組織答案，

既不管寫下來的跟題目有關與否，亦不管邏輯上前後次序顛倒與否，反正改卷的人

會按照評分標準的要點打分數，只要答案中出現該要點便有機會獲分數了！這樣東

拉一句西扯一句，不要說是否合乎推理邏輯了，有時連文意連貫也談不上！等而下

者開首先抄下題目所給的假設，結尾抄下題目要證明的結論，中間胡亂寫一些有關

無關的東西，然後「神來一筆」，用一句「由此而得…」便把首尾連接起來！這種心

存僥倖意圖混過的不老實作風，比起不懂如何作答更叫我失望。 

 

當代數學名家韋伊（André Weil）說：「嚴謹之於數學家猶如道德之於一般人。」

明代學者徐光啟譯西方古典數學名著《歐幾里得原本》時說：「下學工夫，有理有事。

此書為益，能令學理者祛其浮氣，練其精心；學事者資其定法，發其巧思。故舉世

無一人不當學。」這種學術真誠心正好在學習過程中潛移默化。還有那種解難的韌

力，也可以在學習數學中培育。現今很多學生習慣了應試技巧，一看題目不能馬上

套用現成方法便放棄。在考試時因為時間緊迫這樣做猶情有可原，但後遺症卻是他

們把這種「即食」心態帶到平日的學習去，由此喪失了好奇心，養成思想懶惰。要

是不願思想，自然無從領略學習愉悅了。學習數學能養成思想勤勞、真誠不苟、實

事求是。毋怪乎徐光啟說：「學此者不止增才，亦德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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