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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雨綿綿是老天賜給南港的厚禮，讓它比別的地方多一層灰濛濛的色彩。第一次與南港

邂逅是大三的暑假，沒想到這是一段接下來十年斷斷續續與南港有約的開始，也是我人

生一次重要的轉折。研究院路上的火車平交道，一個既複雜又古老的平交道，是我對南

港的第一印象，也許也是提醒我中央研究院快到了的地標。 

那個暑假，我考上了數學所的研習生，大概也是師大數學系的第一人吧！雖然高興，但

是第一天卻是鬱悶的，記得回來的路上，跟一位讀台大的研習生坐在一塊，他說要跟我

下象棋，我愣了一下，車上既沒棋盤，也無棋子，如何下起呢？他說下那種記憶棋！我

靦靦的回答說「我記不起來整盤棋」。說實在的，我連記幾步都有問題，於是我懷疑著

「這個研習生，我是不是僥倖考上的。」 

不過也有愉快的事，數學所的圖書館堪稱亞洲數學藏書數一數二的地方，就連一百多年

前的書或期刊都找得到。當研習生沒幾天，就發現圖書館裡有很多“數學謎題＂之類的

書籍。我對這類書籍很有興趣，這方面的知識，大概都是在那時候知曉的，直到今天，

南部的書房裏，仍然珍藏著那時影印下來的各種數學謎題書籍，每逢過年，總會如數家

珍般的翻閱一遍，順便回憶當時，一位像柯南一樣有著好奇心的大學生，窩在圖書館裡，

享受著探索數學謎題書籍的樂趣。 

五､六年後，中央研究院數學所的討論室刻正上演著米勒的名著《代數K 理論》，這本

書就是在那時候讀完的。這本書給我的最大啟示就是“最有趣，也最困難的數學常常只

是 1 或 1 的判定而已＂， 因為這本書有很大的部份就是在處理 1 與 1 的問題。讀完

這本書後，常想一個問題，小學的考試是先有是非題，中年級之後才考單選題與填充題，

一直到高中才會有複選題。記得國三的時候，哥哥剛好參加大學聯考，那時的數學都是

複選題，而且題題困難。我以為自己的數學不錯，就把當年的大學聯考數學試題拿來做。

第一次做可以複選的選擇題真的很不適應，印象中好像沒有一題做對的。其實複選題麻

煩的地方就是每個選項都是一道是非題，有四個選項就是四道是非題，五個選項就是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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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設  代表所有非 0 的有理數（分數）所構成的集合。若函數 :f       滿足 

(1) 對所有 , ,a b c  恆有 

( , ) ( , ) ( , ).f ab c f a c f b c  

(2) 對所有 , ,a b c  恆有 

( , ) ( , ) ( , ).f a bc f a b f a c  

(3) 對所有 , 1a a  恆有 

( ,1 ) 1.f a a   

則稱 f 為斯坦伯格函數。 

若 f 是一個斯坦伯格函數，則證明 

(1) 對所有a  恆有 

( , ) 1.f a a   

(2) 對所有 ,a b  恆有 

( , ) ( , ) 1.f a b f b a   

 

這是一道結合整數分解，符號運算及對稱使用的數學試題，基本上，必須用得巧且妙才

能做出來。 

 

IMO 選訓營學生的妙解 

為方便起見，用符號{ , }a b 代表函數值 ( , )f a b 。 

(1) 首先證明：對所有a  恆有 

{ , } 1.a a   

若 1a  ，則由{1, 1} {1 1, 1} {1, 1}{1, 1}       得到{1, 1} 1  。若 1a  ，則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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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證。 

(2) 其次證明：對所有 ,a b  恆有 

{ , }{ , } 1.a b b a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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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