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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或÷要
比＋或－先計算呢？

【計算的順序】

小學時令人疑惑的「先乘除後加減」的理由

首先就從妳在小學數學課時最先產生疑惑的「乘法和除法要比
加法和減法先計算」開始。

剛才也稍微討論過這個話題了。我記得您說這是一個「數學規

則」對不對？

是的，「先計算乘法和除法」是一個「數學規則」。下面會舉出
幾個我認為為什麼要採用這個規則的原因，但我自己也想不到

「任誰都會100％信服的理由」。

「由左算到右」會有什麼不同？

舉例來說，讓我們來看看「1＋2×3」這個算式。
按照一般的規則要「先計算乘法」，因此計算的順序如下。

1 ＋ 2 × 3 = 1 ＋ 6 = 7

的確應該是這樣呢。

但我在小學的時候，因為不明白為什麼一定要先算乘法，所以常

常寫成下面這樣，於是就被老師打叉⋯⋯。

1 ＋ 2 × 3
 = 3 × 3
 = 9

因為規則就是「先計算乘法」，所以妳這樣寫的確是錯的。

可是，到底為什麼不可以這樣計算呢！？從左邊依序算到右邊，

這樣絕對比較好記不是嗎⋯⋯。

我也不是不能理解妳的感覺。

之所以要這麼規定的其中一個原因，是「先計算乘法和除法，

就不用每次都要加上括號，比較方便」。

咦─！？只是因為「比較方便」⋯⋯。那麼用「從左算到右」

這個規則不是也可以嗎！？

如果是在大家都有共識的情況下，就算採用這個計算規則，的確

也是「可行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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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來說，假如瑪莉和妳的朋友都已經約定好使用「從左算到

右」這個規則，那麼在數學上是沒什麼問題的。

咦─！！原來是這樣啊⋯⋯。可是，雖然您說「數學上沒問

題」，但實際上用「從左算到右」這個規則，同一個算式算出

來的答案會不一樣吧？

 
沒錯，的確會不一樣。我想用具體的例子來說明會更容易理解，

所以讓我們用下面這個問題來思考吧。

問題

請 問 購 買「7罐100元 的 果 汁」 和「5個500元 的 便

當」一共需要多少錢？ 

呃─，果汁是「100元×7罐」，便當是「500元×5個」，所
以答案是⋯⋯？

依照「先計算乘法和除法」的規則，可以透過以下算式得出答

案。

100 × 7 ＋ 500 × 5
 = 3200 元

那麼，如果採用「從左算到右」這個規則的話，答案又是如何

呢？

瑪莉，請妳用「從左算到右」的規則計算看看同一個式子。

好，我知道了！

100 × 7 ＋ 500 × 5
 = 700 ＋ 500 × 5
 = 1200 × 5
 = 6000 元

果然，答案不一樣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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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呀。

使用「從左算到右」的規則的話，就必須像下面這樣把算式拆

成兩段才能算出正確答案。

100 × 7 = 700 元
500 × 5 = 2500 元
700 ＋ 2500 = 3200 元

原來如此！

這樣子算出來的答案就會是正確的了！

除此之外還有另一個解決方法，那就是加入「優先計算括號內
的算式」這個新規則，然後把算式整理成下面這樣。

(100 × 7) ＋ (500 × 5) = 3200 元

比起分成3個算式，這樣寫簡單多了呢！

但是，如果用「先計算乘法和除法」的規則的話，就根本不需

要加括號，反觀用「從左算到右」規則卻不能沒有括號。

原來如此，這樣我就明白「先計算乘法和除法」就不需要加上

括號的意思了。

⋯⋯可是，只是加個括號而已，應該沒什麼大不了的吧⋯⋯。

當然，我想應該也有人跟妳一樣認為「加括號這點小事又沒什

麼大不了」。

但是，如果算式變得更加複雜的話，又會如何呢？

譬如剛剛的問題只有「果汁」和「便當」2種物品，如果問題
變成有10種物品的話呢？

只有果汁和便當的情況需要2個括號，如果增加到10種的話，
代表括號也要跟著增加到10個嗎！？

就是這麼回事。

的確，在這種情況下採用「先計算乘法和除法」的規則就可以

省略括號，確實輕鬆不少。但其他計算也是這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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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如，

・3 枚 50 元硬幣跟 2 張 100 元鈔票一共是多少錢？

　→ 50 × 3 ＋ 100 × 2
・請問 567 按位數拆解是？

　→ 5 × 100 ＋ 6 × 10 ＋ 7 × 1

諸如此類日常生活中常常會用到的計算，如果使用「先計算乘

法和除法」的規則，就可以省掉寫括號的工夫。

原來如此。

這樣我就明白「先計算乘法和除法，就不用每次都要加上括

號，比較方便」的意思了。

因為「先計算乘法和除法」是一個數學規則，所以無法找到

「所有人都能100％接受的理由」，但這樣有讓妳更能接受一點
了嗎？

大概70％接受了！

「先計算乘法和除法」只是「數學規則」中的一個例子。

在數學的世界，還存在很多雖然不能斷言「非得這樣算不可」，

但這樣算會更方便的規則。

沒想到在小學時期讓我困擾了這麼久的「先乘除後加減」，居然

只是因為「方便」才定下的規則⋯⋯。

就是這樣。

「先乘除後加減」只是一個規則，是沒有辦法去證明的。

如果把這個規則當成「事實」的話，在數學的世界可以說是錯

的。

規則的意思是，未來有一天仍可能迎來「從左算到右的時代」

對吧？

的確沒辦法斷言「絕對不可能」。

不過，正如剛剛說過的，「先乘除後加減」是一個非常方便的規

則。

所以單就這個規則來說，「幾乎」可以說是絕對不會改變的吧。

瑪莉的memo

‧ 「先乘除後加減」終究只是規則。之所以這麼規

定，單純是因為這樣算比較方便。

‧ 在數學中，存在很多出於「方便」和「省事」而制

定的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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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1」
不是質數？

2
【質數】

「質數」的規則

為了幫妳更深入理解什麼是數學規則，我想再介紹一個例子。

瑪莉，妳還記得質數嗎？

呃─，我記得在學校學過⋯⋯。

印象中好像是只能被1整除的數⋯⋯。

八九不離十了。

質數的完整規則如下。

《質數的規則》

所謂的質數，就是大於1，而且正因數只有1和自己的整

數。

為防妳忘記什麼是因數，我再稍微補充一下。舉例來說，6是
「2×3」，所以「2和3是6的因數」。
例如，小於10的質數有「2、3、5、7」這4個數。

我想起來了！

質數也有嚴謹的規則呢。

可是，為什麼還要加上「大於1」這個規定呢？
把1也當成質數不就好了嗎？

這畢竟只是規則，所以的確也有人認為「1應該當成質數」。
不過，大多數的人之所以能接受「質數不包含1」是有「合理理
由」的。

這個理由可以用「質因數分解的唯一性」這個數學事實（定
理）來簡單解釋。

⋯⋯唯一性？

聽起來好像很難懂⋯⋯。

只是字面上難懂，其實內容很簡單喔。

《質因數分解唯一性的數學事實》

2以上的整數，如果不考慮相乘的順序，全都只有1種質

因數分解的方法。

譬如「12」這個數可以被分解成「2×2×3」這串「只由質數組
成的乘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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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的話，因為4不是質數，所以不行對吧。

因為4可以繼續分解成「2×2」。按照這個思路，「12」的質因
數分解就只有「2×2×3」一種。
這個命題無視「順序差異」，所以「2×3×2」跟「2×2×3」
視為同一個算式。

那把1算進來的話，又有什麼問題呢？

如果把1也算成質數，那麼在做質因數分解的時候就會變成

12 = 2 × 2 × 3
12 = 1 × 2 × 2 × 3
12 = 1 × 1 × 2 × 2 × 3

可以像這樣拆成好幾種表示法。

換言之，質因數分解的唯一性（只有1種質因數分解方法）就
不成立了。

原來如此！

的確，因為1不管相乘幾次也不會變⋯⋯。

如果要在把1當成質數的前提下來解釋「質因數分解唯一性」，
就必須把描述改成「2以上的整數，如果不考慮相乘的順序，且
扣除1的個數，全都只有1種質因數分解方法」。

好長好難讀⋯⋯。還必須額外再補充「扣除1的個數」這句話
呢。

一開始就加上「質數不包含 1」的規則，解釋起來會方便得多。

「影響大的規則」與「影響小的規則」

所以質數不包含1，也是出於「這樣比較省事」的原因囉⋯⋯。

但就算把規則改成「質數包含1」，也只是數學事實（定理）的
表達方式變得稍微複雜一些，在數學上不會造成什麼大問題。

意思是這個規則並沒有那麼重要，是嗎？

就好像我們的社會中，也存在「為維護社會秩序的重要規則」，

以及本身「對社會並不會帶來極大影響的小規則」不是嗎？

在數學的世界也一樣，存在著重要的規則和比較不那麼重要的規
則。

原來如此⋯⋯。

對了，那麼這個規則跟「先乘除後加減」比起來，哪個比較重

要呢？

我個人是認為「先乘除後加減」比「質數不包含1」來得更重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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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為什麼呢？

因為改變「先乘除後加減」這個規則，會影響比較多數學事實

（定理）和算式的表達方式。

不過，當然說不定也會有人認為「質數不包含1」才更加重要。

為什麼可以用「位數相加」
判斷是否為3的倍數？

3
【倍數的判斷法】

在數學中，存在著絕對成立的「事實」

瑪莉，現在妳知道什麼是數學「規則」了嗎？

是，大致有個概念了。

那麼下面就來具體解釋「事實」的部分。

在數學的世界中，除了規則（定義）之外，還有「事實（定

理）」的存在。跟規則不一樣，事實是經過學術證明的，所以不

可被推翻。

那麼馬上來考考妳，請問「123」是3的倍數嗎？

這個問題的意思是「有沒有一個整數乘以3後等於123」對吧。
我想想，3乘以40是120，乘以41是⋯⋯。

其實對於3的倍數，已經有人證明了以下的「事實」。

《3的倍數的數學事實》実 

對於所有整數，若各數位的數字和是3的倍數，則該數亦

為3的倍數。

瑪莉的memo

‧ 「質數不包含1」是一個數學規則。

‧ 就算把1算入質數，也不會在數學上造成巨大矛

盾。但是，這麼一來要解釋質因數分解唯一性就變

得很麻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