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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俊結   

 

 

在我們學習微積分時，當要求函數的微分的時候，我們當然要先從定義出發。也

就是要知道，所謂函數的微分是如何定義的。可是真正在做計算時，如果由函數的定

義出發，我們必須去求一個該函數的平均變化率的極限值。我們都知道，求極限值並

不是一個簡單的工作，除非是一個很簡單的函數，要不然，計算起來會非常的複雜，

有時候甚至複雜到根本就是算不出來。 

因此，我們必須有一套系統性的方法，不需要藉由定義，就可以求出一個函數的

導函數。這個方法，基本上類似我們在國小的時候，在算兩個自然數的乘除所用的方

法，那時候，我們應該先要去背所謂的九九乘法表，把這個九九乘法表背起來之後，

再藉由一些簡單的運算法則，就可以很快的算出兩個自然數的乘積和商。因此，我們

要算一個函數的導函數，也必須去背一些基本函數的導函數公式，這些基本函數的導

函數公式，事實上，就類似九九乘法表。它們的相似性是在哪裡呢？我們可以把每個

自然數就看成是由 1 到 9 這 9 個自然數再加上零所組合起來的，同樣的道理，我們可

以把我們所要微分的函數，看成是由所謂的基本函數所組合起來的。 

在自然科學上，科學家在研究物質的構造時，也是有這個想法，科學家跟我們講

說，所有的物質都是由原子所組成的，我們可以把基本函數看成就類似這裡所謂的原

子。一個函數不管是怎麼複雜，它也是可以看成由基本函數所組合起來的，而組合方

法就是加減乘除四則運算以及合成運算，因此除了基本函數的導函數公式之外，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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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必須背加減乘除的微分法則，對於合成運算來講，就必須使用到鏈鎖律。 

基本函數的導函數公式 當然是用導函數的定義來證明的。常見的基本函數，有所

謂的冪函數、多項式函數、三角函數、指數函數和對數函數等等。對指數函數和對數

函數來說，最重要的是所謂的自然指數函數和自然對數函數，對這兩類函數來說，我

們所要背的微分公式是自然指數函數和自然對數函數，而對於一般的指數函數和對數

函數，當我們要微分他們的時候，應該要想辦法把它們轉成自然指數函數和自然對數

函數，再來求得一般指數函數和對數函數的導函數。 

一般的教科書裡面會寫很多的導函數公式，事實上，很多的所謂的導函數公式並

不是用背的，而是要用算的，基本上有一個理念，雖然數學也是要背，但是我們應該

想辦法去背最少的公式，但卻可以解決最多的問題。 

上面所講的求導函數的方法，基本上都是對考慮的函數是所謂的顯函數，顯函數

是指那些我們可以把該函數的因變數，明顯的，只用自變數來把他表示出來。但是有

些函數我們是沒辦法把它用顯函數的形式表達出來，它會隱藏在一個方程式裡面，這

個方程式只給出該函數的自變數和因變數的關係。當然在一些比較簡單的情況下，我

們可以由該方程式出發，然後就像解方程式那樣，去把因變數解出來，只用自變數來

表示。這種無法把函數的因變數明顯的用自變數來表示的函數，我們就稱為隱函數。 

當我們要求隱函數的導函數時，我們所用的方法，並不是去把該函數的顯函數形

式表示出來再去微分，這種方法很多情況下是做不到的，而是要用所謂的隱函數的微

分方法，直接從該方程式下手，也就是題目一開始所給的，自變數和因變數的關係式

。即使是這種隱函數的微分方法，我們也是要用前面所講的，加減乘除的微分法則及

鏈鎖律，還有基本函數的微分公式。 

當我們學會單變數的微分方法之後，接下來就自然進入多變數的微分方法。就是

所謂多變數函數的微分方法，這時所考慮的函數的自變數不只一個，這時候計算上，

我們最需要的是所謂的偏微分，也就是說，雖然所給的函數有兩個以上的自變數，但

是，所謂的偏微分是只對其中一個自變數作微分，而其他所有的自變數都被看成是常

數。即使到多變數的情形，所用的微分工具大部分還是要用到我們一開始所談到的單

變數的微分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