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芝諾詭論的三個觀點 

「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莊子．天下篇。 

§ 楔子 

十多年前，小女推甄上文華高中。新生訓練完，帶回一份數學作業。 

其中有一題是這樣的: 

假設有一隻烏龜在阿基里斯前面 100 公尺處，速度是阿基里斯的
1

10
倍,兩者賽跑。 

當阿基里斯跑完這 100 公尺，烏龜在前面 10 公尺處， 

當阿基里斯跑完這 10 公尺，烏龜在前面 1 公尺處， 

當阿基里斯跑完這 1 公尺，烏龜在前面
1

10
公尺處，... 

所以阿基里斯永遠追不上烏龜。試說明之。 

§ 選或不選 

電子報第 59 期中轉載了李國偉先生的文章「球詭論」。 

球詭論用到「選擇公設」，誠如李先生的話: 如果數學家放棄了「選擇公設」，

那麼很多美麗的古典數學證明就要瓦解；如果數學家保留了「選擇公設」，就得

跟一球分兩球這些奇怪的後果和平共存。 

目前數學家已經知道無法從其他常用的集合論公設推導出「選擇公設」，但是也

無法用它們來推翻「選擇公設」。 

因此「選或不選」，也就在一念之間了。 

§ 背景 

西元前第五世紀希臘哲學家對於不變與常變的世界觀有兩派是對立的。 

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 of Ephesus 540~480BC)認為，宇宙不斷變動，萬物都在無始

無終地變動。他有一句名言:人不能兩次走過同一條河流。 



這句名言的意思是說，河裡的水是不斷流動的，你這次踏進河，水流走了，你下次

踏進河時，又流來的是新水。河水川流不息，所以你不能踏進同一條河流。 

巴門尼德(Parmenides 510~430BC)則主張，存在或有(Being)是個太一(One)，連續永

在，與變動是不相的。 

巴門尼德認為，若萬物不斷變動，則有可能出現以前未曾有的東西，既然未曾存

在的東西還沒有存在，就表示不可能有變動。 

伊利亞學派(Eleatic School)和西元前第六世紀的佛陀同時期。 

伊利亞的芝諾(Zeno 0f Elea 約 490~425BC)是巴門尼德的學生和朋友，他的著作

「論自然」已失傳。而他的詭論是通過批評他的亞里斯多德及其譯著者辛普里西

奧斯而流傳下來。  

柏拉圖在他的「巴門尼德」篇中，記述了芝諾與巴門尼德在西元前五世紀中期去

雅典的一次訪問。並在書中記述了芝諾的觀點。據說芝諾在為巴門尼德的「存在

論」辯護。 

芝諾巧妙地構想出一些關於運動的論點，就是所謂的「芝諾詭論」。其中之一就

如楔子中所述。 

§ 數學觀點 

假設楔子中，阿基里斯的速度是 10 公尺/秒。則他追上烏龜的時間是 

10+1+
1

10
+

1

100
+⋯(秒)，只要我們有極限的觀念就能解決。 

也就是說
100

9
秒時阿基里斯追上烏龜。 

§ 物理觀點 

方勵之先生(註 1)是中國有名的天文物理學家,更是民主鬥士。 

以下是方先生的見解：  

任何一種具有重複性的過程,都可以做為"鐘"。 

在芝諾詭論中有兩個不同的時間度量。 



假設阿基里斯與烏龜在開始時的距離為 L，速度分別為 u、v；如果用普通的鐘，

則阿基里斯將在 t=
L

u−v
時，趕上烏龜,當 t>

L

u−v
時，阿基里斯就超過烏龜了。  

但是在詭論中，芝諾用了另一個鐘，該鐘使用的重複性過程是：阿基里斯逐次地

到達烏龜在前一次的出發點，我們稱之為芝諾鐘。 

它測得的時間為 t'。 對任何 t'，阿基里斯永遠在烏龜後面，這是芝諾的結論。 

其錯誤來自於 t'的局限性，它沒法度量 t>
L

u−v
之後的時間。 

§ 佛學(或者說哲學)觀點 

在佛教，現象(色)是空的，沒有真正的、獨立的存在，存在是一個永恆的變化。 

(所以說，佛學是支持赫拉克利特、反對巴門尼德的。)佛法用類似芝諾詭論的邏

輯來表現從相對真理的觀點，看起來像是因果互動的事情其實沒有真正的存在。 

現象(色)從空性中顯現，相互依存。 

這就是「空即是色，色即是空」的道理。 

巴門尼德的哲學採取一個與佛學完全相反的立場。對巴門尼德而言，存在是現成

而不動的，變化是不可能的，動是不可能的。 

芝諾所提的「詭論」，目的就是要否定動力的存在。 

沒有「連續性」的概念，就沒有動作。 

射出來的箭永遠沒有動作，因為如果你取出它飛行中的每一剎那，那每一剎那都

是靜態的。 

以相同的邏輯，阿基里斯永遠追不上烏龜。 

§ 後記 

芝諾詭論是老梗了，作為「極限」觀念的引入而言，每一本微積分課本都會提到。

康明昌先生在「微積分入門」一書中，對芝諾詭論與極限(無窮級數)有極精闢的

說法。 



我大學修過「集合論與數學基礎」，本文是對電子報第 59 期李國偉先生，集合

論中的「球詭論」，「選或不選」的回響。 

「存在或不存在」是芝諾詭論背後的哲學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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