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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永裕   

 

 

推理可概分為兩大類: 一為必然推理, 另一為或然推理. 必然推理就是演繹推理, 

它依據邏輯法則,經過一系列的推導而得出結論, 只要前提為真且推導過程無謬誤, 則結

論必然為真; 或然推理包括歸納與類比, 它植基於觀察、實驗, 或想像、類推, 即便前

提為真, 結論的真偽則無定論. 例如, 觀察數列: 

2,   4,   8,   16   □,   ‧‧‧ 

一般人應會從 2 = 21, 4 = 22, 8 = 33, 16 = 24 歸納出數列的一般項為 2n, 而認為¤ 

內應填上 32 才是正解. 但也可能有人腦細胞結構異於常人, 他觀察到的一般項卻是 

(n - 1)(n - 2)(n - 3)(n - 4)(a - 2n) 

24 
+2n 

其中 a 為任一實數, 而說¤ 內可為任一實數 a, 你能說他的推論不對嗎? 事實上, 

從有限數據推出之公式、定律; 或從過去、現在的經驗所做未來之預測; 或由類比兩相

似狀況所做之推測, 無人可以證明其必真或必偽科學是一種以觀察、實驗為手段, 從亂

象取序的行為, 例如古諺: p 月暈而風, 礎潤而雨 y,便是古人長期觀察自然現象而得之知

識. 早期的初民社會, 人類有人因一些變幻莫測的自然現象,如地震、洪水、颱風、雷電

, 心懷恐懼, 以神秘的色彩加以解釋而產生宗教; 也有人因此產生好奇心,想一探究竟, 

而產生科學研究的思考與行為。 

受限於背景知識的不足與觀察儀器的限制, 原始的科學結論, 以現今的眼光來看, 

                                                 
 黃永裕，南台科技大學通識教育中心自然科學組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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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是荒誕不經的, 例如托勒密的天動地不動論, 認為地球為宇宙的中心, 是一個不能

移動的大球體, 其他星球以不同的速率繞著地球運轉, 這種理論宰制人類約一千四百年, 

大家都以為是真理. 後來哥白尼經過長期觀測比對, 發現各行星的位置與托勒密的理論

不合, 發表 p 天體運行論 y, 認為地球是行星之一, 各行星皆以太陽為中心, 繞日公轉, 

且本身有自轉, 其後克卜勒進一步強化改進哥白尼的理論, 認為行星運動依循三大定律: 

1. 行星是在以太陽為一焦點的橢圓軌道上運轉. 

2. 太陽與行星所連結之線段在相同時間掃過固定的面積. 

3. 行星公轉週期的平方與恆星到太陽平均距離的三次方成正比. 

天體運行的演化歷程充分顯示科學研究之結論並不是絕對的真理或事實. 在西元

150 年左右, 由於沒有精密的觀測儀器, 人類根據雙眼可以見到的現象, 自然合理的接

受托勒密的地不動學說, 直至哥白尼在更精密的觀察與推理下, 而由地動論學說來取代. 

甚且, 在克卜勒更嚴謹的計算下, 發現哥白尼的行星循正圓軌跡運行是錯誤的, 而是橢

圓軌跡. 這是科學研究的最可貴之處: 窮理致知, 不斷的演化、更新、修正. 

早期的科學偏重於自然科學, 但如今的科學一詞則泛指有系統、有組織的學問, 概

括了生物、物質、社會、人文各方面, 它具有經驗、規則、解釋、推測等特性. 科學知

識起於經驗, 從周遭的現象, 藉著理性思考與各種實驗技巧, 找出規則性, 並加以解釋

為什麼? 形成理論或假說, 而後用來推測, 並與實際現象比對, 檢驗推測是否合乎事實. 

如果推測合乎事實, 那麼假說就得到證實; 如果推測不合乎事實, 則表示假說有缺陷或

錯誤, 須加以修正或放棄. 如此反復進行, 以臻於至善哲學是科學的思想基礎, 而歸納

類比則是科學的方法. 在觀察、實驗的階段, 主要以歸納類比的技巧, 從亂中取序. 在

形成假說與推測階段, 則以演繹法做理性的分析與判斷.歸納就是藉由實驗, 搜集有限資

料, 並加以分析, 發現這些資料所透露或潛藏其中之信息, 然後以簡潔的公式或定律表

示. 由歸納而得的結論, 其可信度的高低取決於數據的數量及分布狀況,要提高結論的可

信度必須遵循下列三原則: 

1. 觀察的對象數量要足夠多. 

2. 觀察的對象分布要足夠廣. 

3. 觀察的對象間之差異性要足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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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眾象釐清理路而歸一求同(規律), 並無一定的規則步驟可循, 有時候是神來一筆, 

頓悟而成特別要注意的是所求之同不是表面的同, 而是要本質上的同, 否則會有荒謬的

結論出現. 舉個例來說明, 某人在某天晚上演算兩小時的數學, 喝了幾杯咖啡, 並洗了

熱水澡, 結果整夜失眠; 第二天晚上, 他看了兩小時的小說, 喝了幾杯濃茶, 並洗了熱水

澡, 結果也是輾轉難眠; 第三天晚上,他聽了兩小時的輕音樂, 抽了幾包香菸, 並洗了熱

水澡, 結果還是失眠. 由於三天失眠都出現洗熱水澡之因子, 所以如果從表面上看來, 

此人失眠的原因應是洗熱水澡. 根據一般的常識, 這是荒謬的結論, 真正失眠的原因是

咖啡、茶及香煙中的咖啡因所致. 

至於類比推理, 簡單的說, 就是觸類旁通. 兩類屬性相近的對象, 若其中一對象有

某種性質，則另一對象也應有近似的性質. 例如, 戰國時代的魯班在山上砍樹時, 被一

種野草的葉子劃破皮膚,摘下葉子觀察, 發現葉片邊緣呈鋸齒狀, 於是靈機一現, 得到啟

發, 發明了鋸子。與歸納推理一樣,進行類比推理時, 必須從兩對象間的本質來思考、想

像、類推. 如果僅從外表的相似性著手, 有時會不免失之不倫不類, 如同東施效顰成為

千古笑談: 西施是春秋越國美人, 但身體不好, 胸口常常疼痛, 而捧心蹙額, 楚楚可憐. 

同村有個東施的醜女, 以為西施之所以贏得眾人讚美憐愛是因捂胸蹙額, 於是就跟著模

倣, 結果醜上加醜更難看了. 

以歸納或類比推得的結論, 無人可百分之百的證實或證偽, 我們只能以機率統計的

語言來描述 

結論可信度的高低. 今日的科學定律可能是明日的謬論, 也因如此, 你我都不要妄

自菲薄, 多多發揮想像力, 讓你的思想飛馳, 說不定諾貝爾獎就等著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