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三
章緊緻空間及完備空間

在此章節中，我們會專注在兩個重要的概念：緊緻空間以及完備空間。

第一節 緊緻集合
此章節中，我們會介紹緊緻賦距空間的概念。首先，我們透過開覆蓋來定義這樣的概念，稱作

Borel–Lebesgue 性質（定義 3.1.3 ），稍後，我們會看到，這個與序列描述法等價，稱作 Bolzano–
Weierstraß性質（定義 3.1.19）。在第 3.1.2小節中，我們也會看到緊緻集合在連續函數之下的性質。
特別要注意的是，這推廣了 R中線段的概念，並且在命題 3.1.12中會給我們中間值定理的推廣版本。

第一小節 Borel–Lebesgue性質
Borel–Lebesgue性質是透過開集覆蓋所定義的。

定義 3.1.1：給定子集合 A ⊆ M 以及由子集合構成的集合族 C = (Ci)i∈I。如果

A ⊆
⋃
i∈I

Ci,

則我們說 C 是個 A的覆蓋 (covering)，或是說 C 可以覆蓋住 A。此外，如果所有的 Ci 皆是開
集，且滿足上面的條件，則我們說 C 是個 A的開覆蓋 (open covering)。

範例 3.1.2：在賦距空間 (M,d) = (R, | · |)中，集合族

I1 = {(a, b) : 0 < a < b < 1},

I2 = {( 1
n ,

2
n) : n ⩾ 2}

皆是 (0, 1)的覆蓋，其中 I1是不可數的，但 I2是可數的。

接著，我們定義緊緻賦距空間以及賦距空間中的緊緻集合。

定義 3.1.3【Borel–Lebesgue性質】：令 (M,d)為賦距空間。

(1) 如果從任意M 的開覆蓋中，我們能夠萃取出有限的子覆蓋，則我們說賦距空間 (M,d)
滿足Borel–Lebesgue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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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果 (M,d)滿足 Borel–Lebesgue性質，則我們說他是緊緻 (compact)的。換句話說，如果
對於任意M 中開集構成的集合族 (Ui)i∈I，且滿足M ⊆

⋃
i∈I Ui（⇔ M =

⋃
i∈I Ui），我

們都能找到有限子集合族 J ⊆ I 使得M ⊆
⋃
i∈J Ui，則我們說M 是緊緻的。

(3) 給定子集合 K ⊆ M。如果引導賦距空間 (K, d) 是緊緻的，則我們說 K 是個緊緻集
合 (compact set)。換句話說，如果對於任意 M 中開集構成的集合族 (Ui)i∈I，且滿足
K ⊆

⋃
i∈I Ui，我們都能找到有限子集合族 J ⊆ I 使得 K ⊆

⋃
i∈J Ui，則我們說 K 是緊緻

的。

範例 3.1.4：

(1) 任何有限的賦距空間都是緊緻的。

(2) (R, | · |)不是緊緻的，因為 R = ∪n⩾1(−n, n)是個開覆蓋，但我們無法從他萃取出有限的
子覆蓋。

(3) 在 (R, | · |)中，子集合 (0, 1)不是緊緻的，因為 ∪n⩾1( 1
n , 1 − 1

n)是個開覆蓋，但我們無法
從他取出有限的子覆蓋。

註解 3.1.5：藉由取補集，我們可以得到 Borel–Lebesgue性質的對偶版本。若且唯若賦距空間 (M,d)
是緊緻的，那麼對於任意閉集合構成的集合族 (Fi)i∈I，當 ∩Fi = ∅滿足時，會存在有限的子集合族
J ⊆ I 使得 ∩j∈JFj = ∅。在賦距空間中 (M,d)，我們可以考慮下面兩個性質。

(i) (M,d)是緊緻的。
(ii) 對於任意非空閉集構成的非遞增序列 (Fn)n⩾1，交集 ∩n⩾1Fn是非空的。
我們能注意到 (ii)與 Cantor交集定理（定理 2.2.7）的相似性，在 Cantor交集定理中，我們考慮的是
Rn中有界非空閉集構成的非遞增序列。
我們顯然有 (i) ⇒ (ii)。如果我們還知道，賦距空間有下面這個的性質：從任意的開覆蓋中，我們都
能萃取出可數的子覆蓋（稱作 Lindelöf覆蓋性質，見定理 3.1.28），那麼 (ii) ⇒ (i)。在M 是歐氏空間
Rn子空間這個特殊情況時，我們有 (ii) ⇒ (i)。

命題 3.1.6：令K ⊆ M 為緊緻集合，則K 是有界閉集。

證明：首先，我們證明K是有界的。取 x ∈ K，則 (B(x, n))n⩾1是K的開覆蓋。根據緊緻性，
我們可以從中找到有限子覆蓋，所以K 是有界的。
接著，我們證明 K 是閉集。使用反證法，假設 K 不是閉集。那麼我們能找到 K 的匯聚點

y，使得 y /∈ K。對於任意 x ∈ K，我們定義 rx = 1
2d(x, y)。這樣一來，開球構成的集合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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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x, rx))x∈K 是 K 的開覆蓋，且 K 的緊緻性則保證我們能找到有限的子覆蓋，也就是說，我
們能找到 x1, . . . , xn ∈ K 使得

K ⊆
n⋃
k=1

B(xk, rxk
).

取 r = min(rx1 , . . . , rxn)以及 x ∈ B(y, r)，那麼對於 1 ⩽ k ⩽ n，我們會有

d(x, xk) ⩾ d(y, xk) − d(x, y) > 2rxk
− r ⩾ rxk

.

這代表說 x不在任何開球 B(xk, rxk
)中。因此，我們得到K ∩B(y, r) = ∅。這個與 y是個K 的

匯聚點矛盾，因此K 是個閉集。 □

註解 3.1.7：稍後在註解 3.1.34中，我們會看到，一般來講，有界閉集不一定都是緊緻集合。

命題 3.1.8：令 (M,d)為緊緻賦距空間，且K ⊆ M 是個閉集。那麼K 會是個緊緻子集合。

證明：如果 K 為空集合，則顯然 K 會是緊緻的。假設 K 非空，我們給定 K 的開覆蓋 C =
{Ci : i ∈ I}。由於 K 是閉集，M\K 會是個開集。因此，C ∪ {M\K}會是個M 的開覆蓋。由
於M 是緊緻的，我們能找到有限子集合 I ′ ⊆ I 使得

M ⊆
( ⋃
i∈I′

Ci
)

∪ (M\K).

所以我們也會有
K ⊆

⋃
i∈I′

Ci,

而這是個 C 的有限子覆蓋。所以我們得證K 是緊緻的。 □

命題 3.1.9：賦距空間 (M,d)中的緊緻子集合滿足下列性質。

(1) 任何有限多個緊緻子集合的聯集是緊緻的。

(2) 任意多個緊緻子集合的交集是緊緻的。

證明：我們可以直接使用 Borel–Lebesgue性質來證明。

(1) 令 n ⩾ 1以及K1, . . . ,Kn為 (M,d)中的緊緻子集合，記K := K1 ∪ · · · ∪Kn。令 C = {Ci :
i ∈ I}為 K 的開覆蓋。對於 1 ⩽ m ⩽ n，C 也是 Km 的開覆蓋，因此我們可以找到有限
子覆蓋，記作 {Ci : i ∈ Im}，其中 Im 是 I 的有限子集合。這樣一來，集合 I ′ := ∪nm=1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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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有限的，而且 {Ci : i ∈ I ′}是 K 的有限子覆蓋。這告訴我們 K 是 (M,d)的緊緻子集
合。

(2) 令 (Ki)i∈I 為緊緻集合族且記 K := ∩i∈IKi。由於 K 是閉集的交集，所以 K 也還是個閉
集。我們可以將 K 看作是任意緊緻集 Ki 的子集合，接著根據命題 3.1.8，我們得知 K 也
是緊緻的。 □

第二小節 在連續函數上的應用

命題 3.1.10：令 (M,d)及 (M ′, d′)為兩個賦距空間，且 f : M → M ′ 為函數。如果 f 是連續
的，且M 是緊緻的，則像 f(M)是M ′中的緊緻子集合；這同時也告訴我們 f(M)是個有界閉
集。

註解 3.1.11：
(1) 在第 2.5.3小節中我們提到，連續函數可以透過開集或閉集，在此函數之下的像原所描述。在此
命題的假設之下，在M 中任意閉子集合（所以根據命題 3.1.8，是個緊緻集合），他的像會是
M ′中的閉集。此性質一般來講是不成立的，見註解 2.5.15。

(2) 我們也注意到，如果 f : M → M ′ 是連續的，且M ′ 是緊緻的，那麼像原 f−1(M ′)不一定是緊
緻的。常數函數 f : R → R會給我們反例。

證明：令 C = {Ci : i ∈ I}為 f(M)的開覆蓋。從命題 2.5.11，我們得知對於 i ∈ I，f−1(Ci)是
M 中的開集。因此，{f−1(Ci) : i ∈ I}是M 的開覆蓋，根據M 的緊緻性，我們能夠找到有限
的子覆蓋，記作 {f−1(Ci) : i ∈ J}，其中 J ⊆ I 是個有限子集合。因此，我們有

f(M) ⊆ f
( ⋃
i∈J

f−1(Ci)
)

=
⋃
i∈J

f(f−1(Ci)) ⊆
⋃
i∈J

Ci

這也會是從 C 萃取出來，f(M)的有限子覆蓋。 □

命題 3.1.12：令 (M,d)為緊緻賦距空間，且 f : M → R是個連續函數。則 f 是有界的，而且
會碰到他的最大值及最小值；換句話說，存在 a, b ∈ M 使得

f(a) = inf
x∈M

f(x) 且 f(b) = sup
x∈M

f(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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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明：根據命題 3.1.10 ，我們得知 f(M) 是緊緻的，也就是說他是個 R 中的有界閉集。令
m = infx∈M f(x)，會是個 f(M)的附著點。由於 f(M)是閉集，我們也會有 m ∈ f(M)，也就
是說存在 a ∈ M 使得m = f(a)。對於最小上界或是最大值來說，證明也是相似的。 □

註解 3.1.13：我們注意到，假設M 是緊緻的是個重要的假設。要找反例，我們可以考慮 (M,d) =
(R, | · |)及 f : R → R其中 f(x) = arctan(x)。這樣一來，我們有 f(R) = (−π

2 ,
π
2 )，我們可以顯然看

出，最大下界以及最小上界並沒有被 f 碰到。

如果我們把命題 3.1.12應用在 R的緊緻集合上，可以得到加強版本的中間值定理（定理 2.7.18），
敘述如下。

系理 3.1.14：令 I ⊆ R是個線段，且 f : I → R是個連續函數，則 f(I)也是個線段。

證明：我們注意到，R 中的線段是緊緻的，這是因為他滿足 Cantor 交集定理，並透過註
解 3.1.5而得到的直接結果。因此，f(I)在 R中是緊緻的，再根據命題 3.1.6我們得知 f(I)是閉
集且有界。此外，從定理 2.7.18我們知道 f(I)是個區間。最後，因為 R中有界的閉區間是線
段，我們因此能夠總結。 □

系理 3.1.15：令 (M,d) → (M ′, d′)為連續雙射函數。如果 (M,d)是緊緻的，那麼 f−1 會是連
續的，且 f 是個同胚函數。

證明：假設 M 是緊緻的。我們可以使用命題 2.5.11 中，檢查閉集像原的方式，來證明 g :=
f−1 : M ′ → M 是連續的。令 A為M 的閉子集合。從命題 3.1.8，我們得知 A是緊緻的。接
著，從命題 3.1.10，我們得知 g−1(A) = f(A)也是緊緻的，所以是個M ′中的閉集。 □

註解 3.1.16：假設 (M,d)是緊緻的是很重要的。下面我們可以構造一個反例（習題 2.47）：考慮
f : [0, 1) → U定義做

f(x) = e2π ix, x ∈ [0, 1).

函數 f 顯然是個連續的雙射函數。然而，f−1 在 f(0) = 1 不是連續的，因為我們可以考慮序列
xn = 1 − 1

n 及 yn = f(xn)。這樣一來，yn −−−→
n→∞

1 = f(0)，但 f−1(yn) = xn不會在 [0, 1)中收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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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理 3.1.17【Heine–Cantor定理】：令 f : (M,d) → (M ′, d′)為連續函數。假設M 是緊緻的，
那麼 f 是均勻連續的。

證明：令 ε > 0。對於任意 x ∈ M，根據 f 在 x的連續性，我們能找到 δx > 0使得

y ∈ B(x, δx) ⇒ f(y) ∈ B(f(x), ε2). (3.1)

顯然，開球構成的集合 {B(x, δx
2 ) : x ∈ M} 會是 M 的開覆蓋。（注意到，我們將半徑除以

2）。透過M 的緊緻性，我們能夠從中萃取有限子覆蓋，也就是

M ⊆
n⋃
i=1

B(xi,
δxi
2 )

其中 n ⩾ 1且 x1, . . . , xn ∈ M。令 δ = 1
2 min1⩽i⩽n δxi。對於 y, y′ ∈ M 且滿足 d(y, y′) < δ，我們

能找到 1 ⩽ i ⩽ n使得 y ∈ B(xi,
δxi
2 )。那麼，我們會有

d(y′, xi) ⩽ d(y′, y) + d(y, xi) < δ + δxi
2 ⩽ δxi .

也就是說，y, y′ ∈ B(xi, δxi)。因此，根據(3.1)，我們得到

d(f(y), f(y′)) ⩽ d(f(y), f(xi)) + d(f(xi), f(y′)) < ε
2 + ε

2 = ε. □

註解 3.1.18：在大一微積分當中，你可能有看過 R中的 Heine–Cantor定理，敘述如下：定義在線段
I ⊆ R上的連續函數 f : I → R會是均勻連續的。

第三小節 序列描述法

定義 3.1.19【Bolzano–Weierstraß property】：給定賦距空間 (M,d)。如果對於任意M 中的點
構成的序列 (xn)n⩾1，我們可以萃取出極限在M 中的收斂子序列 (xφ(n))n⩾1，則我們說賦距空
間 (M,d)會滿足 Bolzano–Weierstraß性質 (Bolzano–Weierstraß property)。

定理 3.1.20：在賦距空間 (M,d)中，Borel–Lebesgue性質以及 Bolzano–Weierstraß性質是等價
的。換句話說，若且唯若所有在 (M,d)中的序列皆有收斂子序列，則 (M,d)是緊緻的。

證明：Borel–Lebesgue ⇒ Bolzano–Weierstraß. 我們假設 K 是緊緻的，並且給定序列取值在 K

中的 (xn)n⩾1。令 A = {xn : n ⩾ 1} 為此序列的值域。如果 A 是有限的，我們不難找到一
個 (xn)n⩾1 收斂的子序列。現在假設 A 是無窮的，而且 (an)n⩾1 沒有任何收斂的子序列。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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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著，對於所有 x ∈ K 都會存在 εx > 0 滿足 A ∩ B(x, εx) = ∅ 或 {x}。此外，這些開球
{B(x, εx) : x ∈ K}會構成 K 的開覆蓋。由於 K 是緊緻的，我們能找到有限的子覆蓋，也就是
x1, . . . , xn使得

K ⊆
n⋃
i=1

B(xi, εxi).

因此，我們得到
A = A ∩K ⊆

n⋃
i=1

(A ∩B(xi, εxi)).

在上式中，左方的集合 A是無窮的，但右方的式子中，聯集中只有有限項，且每項皆是空集合
或是單元素集合，因此右側是個有限集合。這給我們矛盾。
要證明逆命題，我們先證明下面兩個引理。 □

定義 3.1.21：給定賦距空間 (M,d)。如果對於所有 ε > 0，存在由M 中半徑為 ε的開球所組成
的有限覆蓋，我們說 (M,d)是預緊緻 (precompact)的，或是相對緊緻 (relatively compact)的。

引理 3.1.22：如果 (M,d)是個滿足 Bolzano–Weierstraß性質的賦距空間，那麼他也會是預緊緻
的。

證明：我們使用反證法，假設存在 ε > 0使得我們無法找到有限多個半徑 ε開球的覆蓋。接
著，我們使用遞迴來構造M 中的序列 (xn)n⩾1使得

• 對於所有 n 6= m ⩾ 1，我們有 d(xn, xm) ⩾ ε；

• 對於所有 n ⩾ 1，我們有M 6= ∪ni=1B(xi, ε)。

令 x1 ∈ M，根據假設，我們有 M 6= B(x1, ε)。令 k ⩾ 1並假設我們已經構造了 x1, . . . , xk

使得對於 1 ⩽ n 6= m ⩽ k，我們有 d(xn, xm) ⩾ ε，且M 6= ∪ki=1B(xi, ε)。這代表我們能找到
xk+1 ∈ M\(∪ki=1B(xi, ε))。這樣一來，對於所有 1 ⩽ i ⩽ k，我們便得到 d(xk+1, xi) ⩾ ε，然後
再次使用假設，我們得知M 6= ∪k+1

i=1B(xi, ε)。
我們構造出來的序列 (xn)n⩾1 不是柯西序列，且任何他的子序列也不會是柯西序列。因此，

根據命題 2.4.6，他的任何子序列皆不收斂。這會與 Bolzano–Weierstraß性質矛盾。 □

引理 3.1.23 ：令 (M,d) 為滿足 Bolzano–Weierstraß 性質的賦距空間。考慮 M 的開覆蓋
(Ci)i∈I。則會存在 ε > 0使得

∀x ∈ M, ∃i ∈ I, B(x, ε) ⊆ 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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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明：使用反證法，假設對於所有 ε > 0，我們能找到 x ∈ M 使得

B(x, ε) ⊈ Ci, ∀i ∈ I.

這代表著，對於所有 n ⩾ 1，我們能選 xn ∈ M 使得

Bn := B(xn, 1
n) ⊈ Ci, ∀i ∈ I. (3.2)

使用 Bolzano–Weierstraß性質，我們能找到子序列 (xφ(n))n⩾1 使得他會收斂到 ℓ ∈ M。根據假
設，我們能找到 i ∈ I 使得 ℓ ∈ Ci 以及 r > 0使得 B(ℓ, 2r) ⊆ Ci。根據子序列 (xφ(n))n⩾1 的收
斂，存在 N ⩾ 1使得

d(xφ(n), ℓ) < r, ∀n ⩾ N.

因此，當 n ⩾ N 且 φ(n) > 1/r，我們會有

∀y ∈ Bφ(n), d(ℓ, y) ⩽ d(ℓ, xφ(n)) + d(xφ(n), y) < r + 1/φ(n) < 2r.

根據上式，我們會有 Bφ(n) ⊆ B(ℓ, 2r) ⊆ Ci，但這與式 (3.2)矛盾。 □

現在我們可以完成定理 3.1.20的證明。

定理 3.1.20的證明：假設賦距空間 (M,d)滿足 Bolzano–Weierstraß性質。令 (Ci)i∈I 為M 的開
覆蓋。根據引理 3.1.23，我們能固定 ε > 0使得

∀x ∈ M, ∃i ∈ I, B(x, ε) ⊆ Ci. (3.3)

根據引理 3.1.22，我們可以找到M 由有限多個半徑為 ε > 0的開球所組成的覆蓋。令 n ⩾ 1以
及 x1, . . . , xn ∈ M 滿足

M =
n⋃
i=1

B(xi, ε).

根據式 (3.3)，對於所有 1 ⩽ i ⩽ n，我們能找到 ji ∈ I 使得 B(xi, ε) ⊆ Cji。這讓我們可以得到下
面的結論：

M =
n⋃
i=1

Cji . □

在結束此小節之前，我們重新敘述我們上面所證明的性質，把他們整理在下面的系理中，這告訴
我們要怎麼去檢查一個給定的賦距空間是否有緊緻性。此外，我們也會看到幾個應用。

系理 3.1.24：給定賦距空間 (M,d)。若且唯若下面性質之一是滿足的，則 (M,d)是緊緻的：

(1) 所有M 的序列都有在M 中收斂的子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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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任何M 的無窮子集合在M 中都會有匯聚點。

命題 3.1.25：令 (M,d)為緊緻賦距空間。給定M 中的序列 (xn)n⩾1 並假設他只有一個子序列
極限 x，那麼 (xn)n⩾1會收斂到 x。

證明：我們使用反證法，假設此序列不會收斂到 x。我們能找到 ε > 0使得對於所有 N ⩾ 1，
存在 n ⩾ N 滿足 d(xn, x) ⩾ ε。這給我們子序列 (xφ(n))n⩾1 使得對於所有 n ⩾ 1，我們有
d(xφ(n), x) ⩾ ε。由於M 是緊緻的，我們能夠從 (xφ(n))n⩾1中萃取收斂的子序列，也就是說

lim
n→∞

xφ◦ψ(n) = y ∈ M.

由於 d(x, y) ⩾ ε，所以 x 6= y，而且 y也是個 (xn)n⩾1的子序列極限，這與假設矛盾。 □

接著，我們要考慮下標集合為 I 的積賦距空間。我們會區分兩種不同的設定：(i) I 是有限的，或是
I = [N ] = {1, . . . , N}對於某個整數 N ⩾ 1；(ii) I 是可數無窮的，或是 I = N。我們回顧我們在第 2.6
節還有習題 2.46中所看到的記號和定義。

(i) 令 N ⩾ 1 以及 (M1, d1), . . . , (MN , dN ) 為賦距空間。我們考慮積空間 M =
∏
i∈IMi = M1 ×

· · · ×MN 還有定義 2.6.1中的積距離，定義做：

d(x, y) = max
1⩽i⩽N

di(xi, yi), x = (x1, . . . , xN ), y = (y1, . . . , yN ) ∈ M.

(ii) 令 ((Mn, dn))n⩾1 為均勻有界的賦距空間序列。我們考慮積空間M =
∏
i∈IMi =

∏
n⩾1Mn 還有

習題 2.46中的積距離，定義做：

d(x, y) =
∑
n⩾1

2−ndn(xn, yn), x = (xn)n⩾1, y = (yn)n⩾1 ∈ M.

我們注意到，在兩種設定中，積空間的收斂與每個座標在各自的賦距空間中收斂等價。換句話說，
對於任意M 中的序列 (x(k))k⩾1，我們會有

lim
k→∞

x(k) = x ⇔ lim
k→∞

x
(k)
i = xi,∀i ∈ I.

命題 3.1.26：如同在 (i)或 (ii)中，我們給定賦距空間並且定義相對應的積賦距空間。那麼若且
唯若對於所有 n ∈ I，賦距空間 (Mn, dn)是緊緻的，則 (M,d)也是緊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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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明：假設 (M,d)是緊緻的。對於所有 1 ⩽ i ⩽ n，我們可以藉由投影函數的連續性，來證明
Mi 是緊緻的。更確切地說，我們固定 1 ⩽ i ⩽ n，則Mi 可以被看作是M 在投影函數 Proji 之
下的像，且根據命題 2.6.5，此投影函數是連續的。接著，我們由命題 3.1.10來得到Mi 也是緊
緻的。
逆命題的部份，我們會使用系理 3.1.24 中的描述方式。給定 (M,d) 中的點所構成的序列

(x(k))k⩾1，我們要去找出一個收斂子序列。我們上面提到，在 (i)還有 (ii)的情況，M 中序列的
收斂與所有座標的收斂等價，這可以化簡我們接下來要進行的構造。我們以遞迴方式構造萃取
函數 (φn)n∈I，其中 I = [N ]對於 N ⩾ 1或是 I = N。
首先，由於M1 是緊緻的，我們能找到子序列 (x(φ1(k)))k⩾1 使得 (x(φ1(k))

1 )在M1 中收斂。接
著，我們把M2 的緊緻性用在序列 (x(φ1(k)))k⩾1 上，所以我們能夠找到子序列 (x(φ1◦φ2(k)))k⩾1

使得 (x(φ1◦φ2(k))
2 )k⩾1會在M2中收斂。一直重複下去，我們可以找到萃取函數 (φn)n⩾1使得

lim
k→∞

x(φ1◦···◦φn(k))
n = ℓn ∈ Mn, ∀n ∈ I. (3.4)

(i) 在 N ⩾ 1且 I = [N ]的情況下，我們定義萃取函數 ψ := φ1 ◦ . . . φN。對於每個 1 ⩽ n ⩽
N，由於序列 (xψ(k)

n )k⩾1是收斂序列 (x(φ1◦···◦φn(k))
n )k⩾1的子序列，根據式 (3.4)，我們得知

他也會收斂到相同的極限 ℓn。

(ii) 在 I = N的情況下，我們無法直接使用上面的方式，因為我們無法定義無窮多個函數的合
成函數。要解決這個問題，我們使用對角論證法來構造萃取函數：

(x(ψ(n)))n⩾1, ψ(n) := φ1 ◦ · · · ◦ φn(n).

對於每個 n ∈ N，我們可以看出來 (x(ψ(k))
n )k⩾n 是收斂序列 (x(φ1◦···◦φn(k))

n )k⩾n 的子序列，
所以 (x(ψ(k))

n )k⩾1也會收斂到相同的極限 ℓn。

綜合上面的論述，我們得到

lim
n→∞

x(ψ(n)) = ℓ := (ℓn)n∈I ∈ M. □

第四小節 在有限維度歐式空間中的 Heine–Borel性質
從命題 3.1.6中，我們知道緊緻集合也是有界閉集。在此小節中，我們會看到，在歐式空間 Rn 當
中，有界閉集也是緊緻集合，這個我們稱作 Heine–Borel定理。這讓我們有比較簡單的方式來檢查
Rn 的子集合是否是緊緻的，而不用去檢查在定義 3.1.3中，定義緊緻性最初所使用的性質，也就是
Borel–Lebesgue性質。然而，要記得的是，這樣的等價關係在更一般的賦距空間中是不成立的，我們
會在註解 3.1.34中看到反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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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考慮下列 Rn中可數多個開球所構成的集合：

G = {B(x, r) : x = (x1, . . . , xn) ∈ Qn, r ∈ Q}.

引理 3.1.27：令 x ∈ Rn以及 A ⊆ Rn為包含 x的開集。那麼存在 G ∈ G 使得 x ∈ G ⊆ A。

證明：要找到開球 G ∈ G 滿足 x ∈ G ⊆ A，我們需要找到距離 x夠近的有理座標點 y，然後取
夠小的有理數 ε > 0，並考慮 G = B(y, ε)。
由於 A 是開集，我們能找到 ε > 0 使得 x ∈ B(x, ε) ⊆ A。接著，我們取 y ∈ Qn 使得

d(x, y) < ε
4。這是可行的，因為 Qn 在 Rn 中是稠密的。令 r ∈ Q ∩ [ ε4 ,

ε
2 ]，讓我們可以有

x ∈ B(y, r)。再來我們想要檢查 B(y, r) ⊆ A。給定 z ∈ B(y, r)，根據三角不等式，我們會有

d(x, z) ⩽ d(x, y) + d(y, z) < ε
4 + ε

2 = 3
4ε.

因此 B(y, r) ⊆ B(x, ε) ⊆ A。 □

定理 3.1.28【Lindelöf覆蓋定理】：令 A ⊆ Rn 以及 A的開覆蓋 C。那麼會存在 C 的可數子集
合族，也能夠覆蓋住 A。

註解 3.1.29：此定理只有在開覆蓋 C 是不可數的時候才是有趣的，不然此命題會是顯然的。此外，
這裡我們對子集合 A沒有任何額外的假設。

證明：我們把開覆蓋 C中的元素記作 C := {Ci : i ∈ I}，其中 I 是個指標集合。集合 G中包含可
數多個開球，我們可以把當中的元素記作 G = {G1, G2, . . . }。
對於每個 x ∈ A，我們能夠固定 i = i(x) ∈ I 使得 x ∈ Ci，再根據引理 3.1.27，我們知道存在
至少一個 G ∈ G 使得 x ∈ G ⊆ Ci，因此下列函數 f : A → N，寫作

∀x ∈ A, f(x) := min{j ⩾ 1 : x ∈ Gj ⊆ Ci}

是定義良好的。接著，令
J := {f(x) : x ∈ A},

這會是個可數集合，所以從上面的構造，我們得到

A =
⋃
j∈J

Gj .

最後，對於每個 j ∈ J，我們可以選擇任意 xj ∈ f−1({j})，那麼他相對應到的元素 Ci(xj) 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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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覆蓋 C 當中。因此，我們得到了可數 C 的子集合族，使得他會覆蓋 A，也就是說

A ⊆
⋃
j∈J

Ci(xj).
□

定理 3.1.30【Heine–Borel定理】：令K ⊆ Rn。如果K 是有界閉集，那麼K 是緊緻的。

註解 3.1.31 ：我們可以注意到，從 Lindelöf 覆蓋定理（定理 3.1.28 ），從任意 K 的開覆蓋中，我
們都可以萃取可數的子覆蓋出來。這個定理給我們充分條件，使得我們能夠找到有限的（開）子覆
蓋。此外，此條件也是必要條件，如同我們在命題 3.1.6中所看到的。

證明：給定K 的開覆蓋 C。Lindelöf覆蓋定理給我們 C 的可數子覆蓋，記作

{Ci : i ⩾ 1} ⊆ C

也能夠覆蓋住K。對於 n ⩾ 1，令
Sn :=

n⋃
i=1

Ci

這會是個開集。我們想要證明存在 n ⩾ 1使得K ⊆ Sn。
我們考慮另一個子集合序列，定義做

An := K\Sn = K ∩ Scn, ∀n ⩾ 1.

我們不難看出，對於所有 n ⩾ 1，集合 An 是閉集，包含關係 An+1 ⊆ An 成立，且 A1 ⊆ K 是
有界的。使用反證法，假設不存在 n ⩾ 1使得 K ⊆ Sn，那麼所有集合 An 皆是非空的。我們可
以使用 Cantor交集定理（定理 2.2.7），告訴我們交集 A = ∩n⩾1An是非空的。取 x ∈ A，也就
是 x ∈ K 但對於所有 n ⩾ 1，我們會有 x /∈ Sn，這是不可能的，因為K ⊆ ∪n⩾1Cn。 □

註解 3.1.32：在此小節開頭的地方，我們假設 Rn上的範數是歐氏範數 ‖·‖2。然而，對於任意其他等
價的範數 ‖·‖，賦範空間 (Rn, ‖·‖2)與 (Rn, ‖·‖)是拓撲等價的（註解 2.5.26）。這代表著開集、閉集
與有界集合的概念是相同的，緊緻空間的定義也不變，因為他只取決於開集的概念（定義 3.1.3）。
因此，當我們在 Rn 上賦予其他等價範數，像是 ‖·‖1 或是 ‖·‖∞ 時（範例 2.5.25），Heine–Borel定理
仍然有效。

註解 3.1.33：更一般來說，Lindelöf覆蓋定理、Cantor交集定理，還有 Heine–Borel定理的證明，不
需要經過太多修改，都能夠輕易推廣到任何有限維度賦範向量空間中。實際上，我們稍後在定理
3.2.22當中會看到，所有有限維度賦範向量空間中的範數皆是等價的。這樣一來，任何有限維度向量
空間會和 Rn 同構，只要在上面選擇適合的範數即可。從這裡我們能夠總結，在任何有限維度賦範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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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空間中，有界閉集皆是緊緻的。

註解 3.1.34 ：在一般的賦距空間中，Heine–Borel 定理不會成立。我們可以考慮賦範空間 ℓ∞(R)
以及單位閉球 B = B(0, 1)，這顯然是個有界閉集。然而，他不會是個緊緻集合，因為他不滿足
Bolzano–Weierstraß性質。要看出這件事，我們可以考慮 B 中的點構成的序列 (a(i))i⩾1，定義做

a(i) = (a(i)
n )n⩾1, a(i)

n = δn,i = 1n=i, ∀n ⩾ 1.

此序列沒有收斂子序列，因為 ∥∥∥a(i) − a(j)
∥∥∥ = 1, ∀i 6= j ⩾ 1.

這個小節最重要的就是，在有限維度的賦範向量空間中，例如 Rn，Heine–Borel定理給我們比較容
易使用的準則，來檢查子集合是否是緊緻的。

系理 3.1.35：令K ⊆ Rn，那麼若且唯若K 是有界閉集，則K 是緊緻的。

第二節 完備空間
在第 2.4.2小節中，我們看到任何收斂序列皆是柯西序列，但柯西序列未必會收斂。直覺上來說，
柯西序列中的項在當下標夠大時，項與項之間是均勻靠近的，所以如果這樣的序列無法收斂，代表
在空間中有「洞」。此章節的目的是理解完備賦距空間的一般性質（第 3.2.1小節），討論一個重要
的應用（第 3.2.2小節），然後最後由完備賦範空間，也稱作 Banach空間（第 3.2.3小節）中的結果
來收尾。

第一小節 定義及性質
我們回顧在定義 2.4.10中所定義的完備空間還有 Banach空間。在賦距空間中，如果所有柯西序列
皆收斂，那麼他是完備的；Banach空間則是完備的賦範向量空間。

命題 3.2.1：令 (M,d)為賦距空間，且 S ⊆ M 為子集合。

(1) 如果 (S, d)是完備的，那麼 S 是閉集。

(2) 如果 (M,d)是完備的且 S 是閉集，那麼 S 也是完備的。

證明：證明背後使用到的想法是完備空間的定義，以及系理 2.4.15中透過序列來描述閉集的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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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假設 (S, d)是完備的。如果要證明 S 是閉集，使用系理 2.4.15中藉由序列描述的方式，
我們需要檢查對於任何取值在 S 中的收斂序列，他的極限也必須要在 S 裡面。如果序列
(xn)n⩾1 在M 中收斂，那麼他會是M 中的柯西序列，所以也是 S 中的柯西序列。由於 S

是完備的，我們得到此極限也會在 S 當中。

(2) 假設 (M,d) 是完備的，且 S 是個閉集。給定 S 中的柯西序列 (xn)n⩾1。由於他也是完
備空間 M 中的柯西序列，他會收斂到極限 ℓ ∈ M。再來，根據系理 2.4.14 ，我們會有
ℓ ∈ S = S，所以此序列也會在 S 中收斂。 □

命題 3.2.2：令 (K, d)為緊緻賦距空間，那麼K 也是完備的。

證明：令 (xn)n⩾1 為 K 中的柯西序列。系理 3.1.24中，使用序列來描述緊緻集合的方式，告訴
我們能夠找到萃取函數 φ，使得 xφ(n) −−−→

n→∞
ℓ，其中 ℓ ∈ K。我們想要證明的是原本的序列

(xn)n⩾1也會收斂到 ℓ。
令 ε > 0。由於 (xn)n⩾1是柯西序列，我們能找到 N1 ⩾ 1使得

d(xn, xm) < ε
2 , ∀n,m ⩾ N1.

由於子序列 (xφ(n))n⩾1收斂，我們能找到 N2 ⩾ 1使得

d(xφ(n), ℓ) < ε
2 , ∀n ⩾ N2.

這樣一來，對於 n ⩾ max(N1, N2)，我們有

d(xn, ℓ) ⩽ d(xn, xφ(n)) + d(xφ(n), ℓ) < ε
2 + ε

2 = ε.

這讓我們得到 xn −−−→
n→∞

ℓ。 □

命題 3.2.3：給定賦距空間序列 (M1, d1), . . . , (Mn, dn)並考慮積賦距空間 (M,d)其中積空間寫
作M = M1 × · · · × Mn 以及取定義 2.6.1中的積距離。那麼若且唯若，對於所有 1 ⩽ i ⩽ n，
(Mi, di)皆是完備的，那麼 (M,d)也是完備的。

證明：見習題 3.22。 □

命題 3.2.4：令 (M,d)為完備空間。考慮閉集序列 (An)n⩾1，且滿足：

• 對於所有 n ⩾ 1，我們有 An+1 ⊆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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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徑趨近於零：δ(An) −−−→
n→∞

0。

則存在 x ∈ M 使得 A := ∩n⩾1An = {x}。

證明：對於每個 n ⩾ 1，我們選 an ∈ An。由於 δ(An) −−−→
n→∞

0，序列 (an)n⩾1 是柯西的。對
於任意 p ⩾ 1，子集合 Ap 是個閉集，根據命題 3.2.1 ，我們知道 Ap 是完備的。因此，序列
(an)n⩾p 會在 Ap 中收斂至 ℓp。對於所有 p ⩾ 1，此極限 ℓp 是相同的，因為極限有唯一性，所
以我們可以把這個共同極限記作 ℓ。由於對於所有 p ⩾ 1，我們有 ℓ ∈ Ap，所以我們也會有
ℓ ∈ A := ∩n⩾1An。
最後，由於 δ(An) −−−→

n→∞
0，我們知道 A中最多只能有一個元素。 □

註解 3.2.5：這裡假設 δ(An) −−−→
n→∞

0是很重要的。假如我們考慮閉集序列 (An = [n,∞))n⩾1，他會
滿足其他所有假設，但我們有 ∩n⩾1An = ∅。

第二小節 不動點定理

定義 3.2.6：令 (M,d)為完備賦距空間。給定函數 f : M → M。如果存在 k ∈ [0, 1)使得

d(f(x), f(y)) ⩽ k d(x, y), ∀x, y ∈ M, (3.5)

則我們說 f 是個壓縮映射 (contraction map)。

定理 3.2.7【不動點定理】：令 (M,d)為完備賦距空間，且 f : M → M 為壓縮映射。那麼，f
會有唯一的不動點，也就是存在唯一的 x ∈ M 使得 f(x) = x。

證明：令 k ∈ [0, 1) 為給定的常數，使得式 (3.5) 成立。固定 x0 ∈ M 並對於所有 n ⩾ 1，
定義 xn+1 = f(xn)。透過數學歸納法，我們得知對於所有 n ⩾ 1，我們有 d(xn+1, xn) ⩽
knd(x1, x0)。因此，對於所有m > n ⩾ 1，我們可以得到

d(xm, xn) ⩽ d(xm + xm−1) + · · · + d(xn+1, xn) ⩽ (km−1 + · · · + kn)d(x1, x0) ⩽ kn

1 − k
d(x1, x0).

這告訴我們序列 (xn)n⩾0 是柯西的。由於 (M,d)是完備的，我們知道 (xn)n⩾0 會收斂，我們將
他的極限記作 x。
由於 f 是 Lipschitz連續的，他也會是連續的（系理 2.5.31），再透過序列來描述連續性，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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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得到
f(x) = f

(
lim
n→∞

xn
)

= lim
n→∞

f(xn) = lim
n→∞

xn+1 = x.

因此，x會是 f 的固定點。
接著，讓我們證明固定點的唯一性。假設 x, y ∈ M 滿足 f(x) = x以及 f(y) = y。那麼，我
們有

0 ⩽ d(x, y) = d(f(x), f(y)) ⩽ k d(x, y).

由於 k < 1，只有在 d(x, y) = 0時此不等式才有可能成立，換句話說 x = y。 □

註解 3.2.8 ：證明給我們的另一個間接結果是，任何迭代的序列，由固定的 x0 ∈ M 及遞迴式
xn+1 = f(xn)對於 n ⩾ 1所定義，都會收斂到 f 唯一的不動點。

註解 3.2.9：注意到如果我們把式 (3.5)中的假設換成

d(f(x), f(y)) < d(x, y), ∀x 6= y ∈ M,

那麼結論不會是對的。例如，在賦距空間 (M,d) = ([0,∞), | · |)中，函數 f(x) = x+ e−x沒有任何不
動點。然而，若假設 (M,d)是緊緻的，那麼式 (3.5)中的假設便足以讓我們得到不動點定理，見習題
3.16。

第三小節 賦範向量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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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 3.2.10：

• 我們把從 V 到W 所有線性映射構成的集合記作 L(V,W )。

• 我們把從 V 到W 所有連續線性映射構成的集合記作 Lc(V,W )。我們可以賦予 Lc(V,W )
下面這個範數，稱作算子範數 (operator norm)：

∀f ∈ Lc(V,W ), |||f ||| = sup
‖x‖V ⩽1

‖f(x)‖W ∈ [0,∞]. (3.6)

在沒有特別說明的情況下，式 (3.6)是我們在 L(V,W )上所考慮的預設範數。我們注意
到，如果 dimV ⩾ 1，或是說 V 6= {0}，我們也會有

∀f ∈ Lc(V,W ), |||f ||| = sup
x 6=0

‖f(x)‖W
‖x‖V

= sup
‖x‖V =1

‖f(x)‖W . (3.7)

• 在集合 V ∗ := L(V,K)中的元素稱作線性泛函 (linear forms)，在集合 Lc(V,K)中的元素則
稱作連續線性泛函 (continuous linear forms)。

範例 3.2.11：

(1) 對於任意的賦範向量空間 V 來說，我們有 |||IdV ||| = 1。

(2) 我們可以賦予Mn(R)由下列式子所給定的範數 ‖·‖∞：

∀A = (ai,j)1⩽i,j⩽n, ‖A‖∞ = sup
1⩽i,j⩽n

|ai,j |.

我們考慮線性泛函 tr : Mn(R) → R。
• 對於 A ∈ Mn(R)，我們有 | tr(A)| ⩽ ∑n

k=1 |ak,k| ⩽ n ‖A‖∞。這證明 tr的連續性以
及 |||tr||| ⩽ n。

• 我們有 | tr(In)| = n和 ‖In‖∞ = 1，這證明了 |||tr||| = n。

定理 3.2.12：令 f ∈ L(V,W )為從 V 到W 的線性映射。下面的性質是等價的。

(a) f 在 V 上連續。

(b) f 在 0連續。

(c) f 在 V 的單位閉球 B(0, 1)上有界。

(d) f 在 V 的單位球殼 S(0, 1)上有界。

(e) 存在M > 0使得對於所有 x ∈ V，我們有 ‖f(x)‖W ⩽M ‖x‖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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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f 在 V 是 Lipschitz連續的。

(g) f 在 V 是均勻連續的。

註解 3.2.13：在實際的問題中，如果我們想要證明線性映射 f ∈ L(V,W )是連續的，我們可以證明
(e)，也就是我們去找常數M > 0使得

∀x ∈ V, ‖f(x)‖W ⩽M ‖x‖V .

如果我們回頭看式 (3.7) 中所定義的算子範數，我們知道可以選擇的最好（最小）的常數 M 會是
M = |||f |||。如果要證明線性映射 f ∈ L(V,W )不是連續的，我們可以證明 f 在 0不連續。我們可以
構造序列 xn −−−→

n→∞
0使得 f(xn)不會收斂到 0。範例請見習題 3.29。

證明：

• (a) ⇔ (b)。對於 x ∈ V 以及 y ∈ B(0, ε)，我們有

f(x+ y) − f(x) = f(y) − f(0).

因此，在 x的連續性與在 0的連續性等價。

• (c) ⇒ (d) ⇒ (e) ⇒ (c)。蘊含關係 (c) ⇒ (d)以及 (e) ⇒ (c)是顯然的。我們來證明 (d) ⇒ (e)。
令M = supx∈S(0,1) ‖f(x)‖V < ∞。固定 x ∈ V，根據線性以及範數的性質，我們得到

‖f(x)‖W = ‖x‖V

∥∥∥∥∥f( x

‖x‖V

)∥∥∥∥∥
W

⩽M ‖x‖W

因為 x
‖x‖V

∈ S(0, 1)。

• (f) ⇔ (g)。我們已經在系理 2.5.31中證明過 (f) ⇒ (g)。假設 (g)成立。令 ε > 0並選擇 δ > 0
使得

∀x, y ∈ V, ‖x− y‖V ⩽ δ ⇒ ‖f(x− y)‖W = ‖f(x) − f(y)‖W ⩽ ε.

那麼，對於任何 x, y ∈ V 滿足 x 6= y，我們會有

‖f(x) − f(y)‖W = ‖x− y‖V
δ

·
∥∥∥∥∥f( δ(x− y)

‖x− y‖V

)∥∥∥∥∥
W

⩽ ε

δ
· ‖x− y‖V .

• (g) ⇒ (a)是顯然的。

• (b) ⇒ (e)。給定 ε > 0，根據 f 在 0的連續性，我們能找到 δ > 0使得

∀y ∈ V, ‖y‖V ⩽ δ ⇒ ‖f(y)‖W ⩽ 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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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對於任意給定的 x ∈ V，我們有

‖f(x)‖W = ‖x‖V
δ

∥∥∥∥∥f( δx

‖x‖V

)∥∥∥∥∥
W

⩽ ε

δ
· ‖x‖V .

• (e) ⇒ (f)。對於任意 x, y ∈ V，我們有

‖f(x) − f(y)‖W = ‖f(x− y)‖W ⩽M ‖x− y‖V . □

命題 3.2.14：令 U, V,W 為三個賦範向量空間。對於 f ∈ Lc(U, V )及 g ∈ Lc(V,W )，我們有
g ◦ f ∈ Lc(U,W )以及 |||g ◦ f ||| ⩽ |||g||| · |||f |||。

證明：對於 x ∈ U，我們有

‖g ◦ f(x)‖W ⩽ |||g||| ‖f(x)‖V ⩽ |||g||| · |||f ||| ‖x‖U .

換句話說，我們有
|||g ◦ f ||| = sup

x 6=0

‖g ◦ f(x)‖W
‖x‖U

⩽ |||g||| · |||f |||. □

註解 3.2.15：在特別情況 U = V = W 之下，此命題可以化簡為在 U 上連續自同態 (endomorphism)
映射空間中的次可乘性不等式，也就是說

|||gf ||| ⩽ |||g||| · |||f |||, ∀f, g ∈ Lc(U) := Lc(U,U),

其中 Lc(U)的代數結構中的乘法，是被合成運算 ◦所給定的。這是賦範代數 (normed algebra)的一個
例子。

註解 3.2.16 ：令 m,n ⩾ 1 為整數。對於矩陣 A ∈ Mm,n(R) 來說，我們可以定義連續線性算子
Rn → Rm, X 7→ AX，其中我們把 Rn 還有 Rm 中的向量視為行向量。這讓我們可以在矩陣空間上定
義範數，也就是說

∀A ∈ Mm,n(R), |||A||| = sup
X 6=0

‖AX‖
‖X‖

= sup
‖X‖=1

‖AX‖ = sup
‖X‖⩽1

‖AX‖ ∈ [0,∞].

這個在矩陣上的範數是個算子範數。此外，當m = n時，此算子範數還會滿足

|||AB||| ⩽ |||A||||||B|||, ∀A,B ∈ Mn(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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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 3.2.17：完備的賦距向量空間稱作 Banach空間 (Banach space)。

定理 3.2.18：如果W 是個 Banach空間，那麼賦範向量空間 (Lc(V,W ), |||·|||)也會是個 Banach
空間。

證明：令 (fn)n⩾1 為 Lc(V,W )中的柯西序列。我們會分三個步驟來構造 f 的可能極限，並且檢
查他的確是我們要的極限。

• 固定 x ∈ V。我們可以觀察到

‖fp(x) − fq(x)‖ ⩽ |||fp − fq||| · ‖x‖V , ∀p, q ⩾ 1,

因此 (fn(x))n⩾1 會是在W 中的柯西序列。W 是個 Banach空間，因此序列 (fn(x))n⩾1 會
收斂，我們把他的極限記作 f(x)。這讓我們可以定義函數 f : V → W。

• 我們要檢查上面定義出來的函數 f 是線性且連續的。對於 x, y ∈ V，我們有

f(x+ y) = lim
n→∞

fn(x+ y) = lim
n→∞

[fn(x) + fn(y)] = f(x) + f(y).

對於 x ∈ V 以及 λ ∈ K，我們有

f(λx) = lim
n→∞

fn(λx) = lim
n→∞

λfn(x) = λf(x).

再來討論連續性，由於 (fn)n⩾1 是柯西序列，所以是有界的（命題 2.4.8），也就是存在
M > 0使得對於所有 n ⩾ 1，我們有 |||fn||| ⩽M。對於任意 x ∈ V，我們有

‖f(x)‖W =
∥∥∥ lim
n→∞

fn(x)
∥∥∥
W

= lim
n→∞

‖fn(x)‖W ⩽M ‖x‖V .

• 要完成此證明，我們還需要檢查 (fn)n⩾1的確會在範數 |||·|||之下收斂到 f。令 ε > 0。存在
N ⩾ 1使得對於所有 p, q ⩾ N，我們有 |||fp − fq||| ⩽ ε。固定 p ⩾ N，我們得到

∀q ⩾ N, ‖fp(x) − fq(x)‖W ⩽ |||fp − fq||| · ‖x‖V ⩽ ε ‖x‖V .

取極限 q → ∞，根據 fq(x)的收歛性，我們會有

‖fp(x) − f(x)‖W ⩽ ε ‖x‖V .

由於上面這個不等式對於所有 x ∈ V 皆成立，我們推得 |||fp − f ||| ⩽ ε對於所有 p ⩾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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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3.2.19：這個證明中，我們看到的是證明賦範空間是個 Banach空間的標準證明步驟。更確切的
說，我們要把他拆成三步。
(1) 構造一個候選元素（此範例中為函數），會是我們想要的極限。
(2) 我們檢查這個候選元素（函數）的性質，證明他會存在正確的空間中。
(3) 檢查這個候選元素的確會是極限。
在習題 3.31中，你們可以使用相同的步驟來證明。

命題 3.2.20：令 U 為完備賦範向量空間（Banach空間）且 u ∈ Lc(U)滿足 |||u||| < 1。那麼
Id − u是可逆的，且他的反元素寫作

∞∑
k=0

uk := lim
n→∞

n∑
k=0

uk ∈ Lc(U). (3.8)

證明：我們要檢查式 (3.8)中的極限是定義良好的，然後再檢查他的反元素是 Id − u。

• 對於每個 n ⩾ 0，令 Sn =
∑n
k=0 u

k。對於任意m ⩾ n ⩾ 0，我們有

Sm − Sn =
m∑

k=n+1
uk,

|||Sm − Sn||| ⩽
m∑

k=n+1

∣∣∣∣∣∣∣∣∣uk∣∣∣∣∣∣∣∣∣ ⩽ m∑
k=n+1

|||u|||k ⩽ |||u|||n+1

1 − |||u|||
.

因此，序列 (Sn)n⩾0 是在 Lc(U)中的柯西序列，根據定理 3.2.18，我們知道此空間是完備
的，所以 S := limn→∞ Sn存在且在 Lc(U)中。

• 我們可以藉由簡單的計算來檢查極限 S 是 Id − u的反元素。我們有：

(Id − u)S = lim
n→∞

(Id − u)Sn = lim
n→∞

(Id − un+1) = Id.

使用相似的方式，我們也能得到 S(Id − u) = Id。 □

註解 3.2.21：使用相似的方法，我們也能夠定義連續自同態 u ∈ Lc(U)的指數，定義如下：

exp(u) =
∑
n⩾0

un

n!
∈ Lc(U).

我們也可以把相同的想法用來構造其他收斂的級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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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理 3.2.22：在有限維度的賦範空間中，所有範數都是等價的。

證明：令 V 為在域 K = R或 C上的有限維度向量空間。我們把他的維度記作 n，然後考慮 V

的一個基底，記作 (e1, . . . , en)。令 N∞為在 V 上的範數，定義如下：

N∞(x) = sup
1⩽i⩽n

|xi|, x =
n∑
i=1

xiei ∈ V.

令 N 為 V 上的範數。我們想要證明 N∞與 N 是等價的。
對於 x ∈ V，我們可以把他寫作 x =

∑n
i=1 xiei，所以他的範數會滿足：

N(x) ⩽
n∑
i=1

N(xiei) =
n∑
i=1

|xi|N(ei) ⩽ aN∞(x), a =
n∑
i=1

N(ei).

令 S = {x ∈ V : N∞(x) = 1}。在賦範空間 (V,N∞) 中，S 顯然是有界的，而且由於他是閉
集 {1}在連續函數 x 7→ N∞(x)之下的像原，他也會是閉集。從註解 3.1.32我們得知，S 會是
(V,N∞) 中的緊緻子集合。此外，函數 N : (V,N∞) → R 是連續的，因為他是 Lipschitz 連續
（系理 2.5.31）：

|N(x) −N(y)| ⩽ N(x− y) ⩽ aN∞(x− y).

因此，N 在 S 上能碰到他的最大下界（命題 3.1.12 ），所以必然為嚴格大於 0。我們記
b = infx∈S N(x) > 0，然後我們有

∀x ∈ V \{0}, N(x) = N∞(x) ·N
( x

N∞(x)

)
⩾ bN∞(x). □

註解 3.2.23：定理 3.2.22告訴我們，有限維度的向量空間上，我們可以選擇任意我們想要的範數，
因為很多拓撲概念都不取決於我們所選擇的範數。

• 不同範數給出來的賦範空間皆是拓撲等價的（註解 2.5.33）。這代表著，各種概念例如開集、
閉集、開核、閉包、邊界、緊緻集合、連通集合、極限、函數的連續性等等，在不同範數之下
皆是相同的。

• 某些比較強的概念，會需要用到距離（範數），而不只取決於拓撲的，在不同範數之下也會相
同，例如集合的有界性還有函數的均勻連續性。

系理 3.2.24：下面是定理 3.2.22的結果。

(1) 任何從有限維度賦範向量空間到任何賦範向量空間的線性映射都是連續的。換句話說，
如果 dimV < ∞，那我們有 L(V,W ) = Lc(V,W )。

(2) 所有有限維度賦範向量空間都是完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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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賦範向量空間中，任何有限維度子向量空間都是閉集。

(4) 在有限維度的賦範向量空間中，緊緻集合剛好就是有界閉集。

註解 3.2.25：在無窮維度的賦範空間中，這些性質未必成立。
(1) 我們可以在多項式構成的向量空間 R[X]上賦予範數

∀P =
∑
n⩾0

anX
n, ‖P‖ = sup

n⩾0
|an|.

那麼，下列映射
f : R[X] → R[X]

P 7→ P ′

是線性的，但不連續。我們可以這樣看出來：對於所有 n ⩾ 1，我們有 ‖f(Xn)‖ = n，其中
‖Xn‖ = 1。

(2) 在連續函數空間 C([0, 1],R)中，我們可以考慮下列仿射函數構成的序列：

∀n ⩾ 1,∀x ∈ [0, 1], f(x) =


√
n− n3/2x, 若 0 ⩽ x ⩽ 1

n ,

0 若 1
n ⩽ x ⩽ 1.

那麼，我們有
• ‖fn‖∞ =

√
n對於所有 n ⩾ 1，所以 fn不會在範數 ‖·‖∞之下收斂；

• ‖fn‖1 −−−→
n→∞

0，所以 fn會在範數 ‖·‖1之下收斂到常數函數 0；
• ‖fn‖2 = 1√

3 對於所有 n ⩾ 1，所以序列 (fn)n⩾1 在範數 ‖·‖2 之下是有界的。然而，他不會
收斂到常數函數 0，而且根據極限的唯一性，也不會收斂到任何其他的常數（還需要使用
柯西不等式）。

在下學期，我們會討論函數序列不同的收斂概念。
(3) 在註解 3.1.34中，我們看到在 ℓ∞(R)中，單位閉球 B(0, 1)是有界閉集，但不是緊緻集合。

第三節 賦距空間的完備化
第一小節 使用柯西序列
一個賦距空間 (M,d)未必是完備的，但如果我們把那些缺少的（柯西數列的）極限點加進來，我
們是可以把他變成完備的。為了達成此目的，我們先考慮包含所有M 的柯西數列所構成的空間。這
個空間比原本的空間M 來得要大許多（在等距變換作用下的比較），甚至一個元素會被多個柯西
序列所表示，所以我們需要把一些元素看作是相同的，並證明這樣得到的空間會是完備的。這樣的
空間是唯一，且是包含原始空間M 最小的完備空間（在等距變換作用下的比較），我們把他稱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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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d)的完備化。

定理 3.3.1【賦距空間的完備化】：令 (M,d)為賦距空間。存在賦距空間 (M̂, δ̂)以及等距單射
i : M → M̂ 使得下列性質成立。

(1) i(M)在 M̂ 中是稠密的。

(2) 賦距空間 (M̂, δ̂)是完備的。

此外，這樣的賦距空間 (M̂, δ̂)在下面的意義下是唯一的。令 (M1, δ1)及 (M2, δ2)為兩個完備
賦距空間，i1 : M → M1 與 i2 : M → M2 為兩個等距單射使得 i1(M)在M1 中是稠密的，且
i2(M)在M2中是稠密的。那麼會存在等距雙射函數 φ : M1 → M2使得對於所有 x ∈ M，我們
有 φ(i1(x)) = i2(x)。

M1

M

M2

φ

i1

i2

圖 3.1:此圖表示的是 (M,d)完備化空間的唯一性，最多只會差在一個雙射
等距變換 φ。

範例 3.3.2：下面是賦距空間完備化的例子。

(1) 如果我們賦予M = (0, 1]距離 | · |，那麼他的完備化空間會是 M̂ = [0, 1]。

(2) 如果我們賦予M = (0, 1]習題 2.23 中的距離 d，那麼 M̂ = M 因為 (M,d)是完備的。

(3) 如果我們賦予 Q相同的距離 | · |，那麼 Q̂ = R，這會是 Cantor構造實數的方式。在此構
造方式中，每個實數可以被看作是個柯西序列。

(4) 如果我們賦予 Q離散距離 ddiscrete，那麼 Q̂ = Q。

我們把定理 3.3.1的證明拆解為下面幾個引理。首先，讓我們先固定賦距空間 (M,d)。我們把M 中
所有柯西序列 U = (un)n⩾1構成的集合記作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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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理 3.3.3：函數 δ : C × C → R+定義如下：對於 U = (un)n⩾1以及 V = (vn)n⩾1 ∈ C，令

δ(U, V ) = lim
n→∞

d(un, vn).

則 δ定義良好，具有對稱性，且滿足三角不等式。

證明：見習題 2.26 (1)。 □

引理 3.3.4：在 C 上，我們能夠定義下面這個等價關係：

U ∼ V ⇔ δ(U, V ) = 0.

接著，我們定義商空間 M̂ := C/ ∼，且對於每個元素 U ∈ C，我們把他的等價類記作 Û ∈ M̂。
在 M̂ 上，我們可以藉由 δ 引導出距離 δ̂，使得他的定義並不取決於等價類中的代表，也就是
說，對於 U ∼ V 還有 S ∼ W，我們會有 δ(U, S) = δ(V,W )，所以對於 U, S ∈ C，我們可以設
δ̂(Û , Ŝ) = δ(U, S)。這樣一來，(M̂, δ̂)會是個賦距空間。

證明：如果要證明 ∼是個等價關係，我們需要檢查他有自反性、對稱性，還有遞移性。自反性
是顯然的，對稱性可以從引理 3.3.3中的定義得到，而遞移性也在習題 2.26 (2)中檢查過了。
要檢查 (M̂, δ̂) 是個賦距空間，我們需要檢查 δ̂ 的定義不取決於我們在等價類中所選擇的
元素。這個在習題 2.26 (3) 中檢查過了。因此，根據等價關係，距離 δ̂ 是正定的，再根據引
理 3.3.3，我們得知他也是對稱的，且滿足三角不等式。 □

C × C R

C/R× C/R

δ

相容的 δ̂

圖 3.2:此圖詮釋如何把定義在 C × C 上的函數 δ（不是距離）變成在 C/R
上的距離 δ，使得他的定義不取決於每個等價類中的代表元素。

命題 3.3.5：我們把 i : M → M̂ 定義如下。對於任意 x ∈ M，令 i(x)X，其中 X = (x)n⩾1 為
常數序列。那麼 i會是個等距單射，且 i(M)在 M̂ 中是稠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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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明：給定 u, v ∈ M，我們有

δ̂(i(u), i(v)) = δ((u)n⩾1, (v)n⩾1) = d(u, v).

因此，i是個等距變換，所以也是單射的。
接著，我們來證明 i(M)在 M̂ 中是稠密的。令 Û ∈ M̂，其中 Û = (un)n⩾1。我們想要證明

Û 會是 (i(un))n⩾1 的極限來總結。令 ε > 0。由於 U = (un)n⩾1 是個柯西序列，我們能夠找到
N ⩾ 1使得

d(um, un) < ε, ∀m,n ⩾ N.

對固定的m ⩾ N 來說，我們有

δ̂(Û , i(um)) = δ(U, (um)n⩾1) = lim
n→∞

d(un, um) ⩽ ε.

因此，我們得到
lim
m→∞

i(um) = Û .

這代表著，任何 M̂ 中的點都可以寫為像 i(M)當中點的序列極限，所以 i(M)在 M̂ 中是稠密
的。 □

命題 3.3.6：賦距空間 (M̂, δ̂)是完備的。

證明：令 (αn)n⩾1為 M̂ 中的柯西序列。由於 i(M)在 M̂ 中是稠密的，對於所有 n ⩾ 1，我們能
找到 xn ∈ M 使得 δ̂(αn, i(xn)) < 1

n。那麼，對於任意m,n ⩾ 1，我們有

d(xm, xn) = δ̂(i(xm), i(xn)) ⩽ δ̂(i(xm), αm) + δ̂(αm, αn) + δ̂(αn, i(xn)) ⩽ δ̂(αm, αn) + 1
m

+ 1
n
,

也就是說，(xn)n⩾1是個（M 中的）柯西序列。
令 (xn)n⩾1 ∈ C 且 α為在等價關係 ∼之下的等價類。我們想要證明 (αn)n⩾1 會收斂到 α。令

ε > 0。我們能找到 N ⩾ 1使得

d(xn, xm) ⩽ ε, ∀n,m ⩾ N.

那麼，對於所有 n ⩾ N，我們有

δ̂(αn, α) ⩽ δ̂(αn, i(xn)) + δ̂(i(xn), α) ⩽ 1
n

+ ε,

在上式中，我們用到
δ̂(i(xn), α) = lim

m→∞
d(xn, xm) ⩽ 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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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如果我們取 lim sup，會得到

lim sup
n→∞

δ̂(αn, α) ⩽ ε.

由於 ε > 0 可以任意小，我們得到 lim supn→∞ δ̂(αn, α) = 0，換句話說，我們有
limn→∞ δ̂(αn, α) = 0。 □

命題 3.3.7：完備化空間 (M̂, δ̂)在定理 3.3.1的意義下是唯一的。

證明：令 (M̂1, δ̂1)以及 (M̂2, δ̂2)為 (M,d)的兩個完備化，還有 i1 以及 i2 為相對應的等距單射
函數，這些記號的意義與定理 3.3.1中相同。
對於所有 x ∈ M，我們定義 φ(i1(x)) = i2(x)，這讓我們能夠把 φ定義在像 i1(M)之上。我們

不難檢查 φ|i1(M)是個等距變換：

∀x, y ∈ M, δ̂2(φ(i1(x)), φ(i2(y))) = δ̂2(i2(x), i2(y)) = d(x, y) = δ̂1(i1(x), i1(y)).

因此，φ在 i1(M)上是均勻連續的。由於 i1(M) ⊆ M̂1 是稠密的子集合，還有 M̂2 是完備的，
從習題 3.23我們可以得知，存在一個唯一 φ在 M̂1 上的均勻連續延伸，我們這裡濫用記號，並
把他繼續記作 φ。此外，由於 φ是個在 i1(M)上的等距變換，還有 i1(M)在 M̂1 中是稠密的，
φ的連續性能夠告訴我們 φ是個在 M̂1 上的等距變換。等距變換也讓我們推得 φ是個單射函
數。
要證明 φ 是個滿射函數，我們給定 y ∈ M̂2 並需要去找到他在 φ 之下的像原。我們使用

i2(M)在 M̂2 中的稠密性來找出序列 (yn = i2(xn))n⩾1，其中 xn ∈ M 對於 n ⩾ 1，且會滿足
yn −−−→

n→∞
y。對於任意 p, q ⩾ 1，我們有

δ̂1(i1(xp), i1(xq)) = d(xp, xq) = δ̂2(i2(xp), i2(xq)) = δ̂2(yp, yq),

我們可以看出來，序列 (i1(xn))n⩾1 在 M̂1 中是柯西的。由於 M̂1 是完備的，此序列會收斂到一
個極限 α := limn→∞ i1(xn)。接著，使用 φ的連續性，我們得到

φ(α) = lim
n→∞

φ(i1(xn)) = lim
n→∞

i2(xn) = lim
n→∞

yn = y.

這告訴我們 φ是個滿射函數。 □

第二小節 賦範空間的完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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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來，我們討論在賦範空間這個特殊情況之下，如何來構造完備化空間。我們先注意到，有限
維度的賦範向量空間永遠都是完備的，所以只有當我們的賦範向量空間是無窮維度時，這樣的討
論才是有意義的。我們可以考慮的空間有：數列空間 ℓp(K)對於 p = 1, 2,∞，或是函數空間，例如
C([0, 1],K)或 B([0, 1],K)。構造不算複雜，但需要用到泛函分析中的一個定理，我們這裡會忽略他的
證明。

令 (V, ‖·‖)為在K = R或 C上的賦範向量空間。我們把 V 的對偶空間記作 V ∗ = Lc(V,K)，這是由
V 上的連續線性泛函所構成的空間，並賦予算子範數：

∀f ∈ V ∗, |||f |||V ∗ := sup{|f(x)| : x ∈ V, ‖x‖ ⩽ 1}.

我們也考慮雙對偶空間 V ∗∗ := (V ∗)∗ = Lc(V ∗,K)，同樣地賦予他算子範數：

∀Φ ∈ V ∗∗, |||Φ|||V ∗∗ := sup{|Φ(f)| : f ∈ V ∗, |||f |||V ∗ ⩽ 1}.

從定理 3.2.18，我們得知 (V ∗, |||·|||V ∗)以及 (V ∗∗, |||·|||V ∗∗)皆是 Banach空間。

接著，我們考慮定義如下的映射 J : V → V ∗∗：

J(x)(f) := f(x), ∀x ∈ V, ∀f ∈ V ∗.

我們先檢查 J 是定義良好的，也就是說，對於所有 x ∈ V，我們需要檢查 J(x) ∈ V ∗∗。令 f, g ∈ V ∗

以及 λ ∈ K。我們的確會有

J(x)(f + λg) = (f + λg)(x) = f(x) + λg(x) = J(x)(f) + λJ(x)(g).

再來，我們檢查 J 是個線性映射。令 λ ∈ K還有 x, y ∈ V。對於任意 f ∈ V ∗，我們有

J(x+ λy)(f) = f(x+ λy) = f(x) + λf(y) = J(x)(f) + λJ(y)(f),

也就是說
J(x+ λy) = J(x) + λJ(y).

對於所有 x ∈ V，我們有

|||J(x)|||V ∗∗ = sup{|J(x)(f)| : f ∈ V ∗, |||f |||V ∗ ⩽ 1}

= sup{|f(x)| : f ∈ V ∗, |||f |||V ∗ ⩽ 1} ⩽ ‖x‖ . (3.9)

泛函分析中的有個定理，叫做 Hahn-Banach定理，告訴我們對於任意 x ∈ V，我們可以找到線性泛函
fx ∈ V ∗使得 fx(x) = ‖x‖還有 |||fx|||V ∗ ⩽ 1。這告訴我們

|||J(x)|||V ∗∗ = sup{|J(x)(f)| : f ∈ V ∗, |||f |||V ∗ ⩽ 1}

⩾ J(x)(fx) = fx(x) = ‖x‖ . (3.10)

上面的式 (3.9)還有式 (3.10)讓我們得出 |||J(x)|||V ∗∗ = ‖x‖，也就是說，J 是個等距變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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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我們取 V ∗∗ 的線性子空間 V̂ := J(V ) ⊆ V ∗∗ 來總結。顯然地，J(V )在 J(V )中是稠密的。
此外，由於 V ∗∗ 是個完備賦範向量空間，根據命題 3.2.1 ，他的閉子集合 J(V ) 也會是完備的。因
此，我們可以總結 (V̂ , |||·|||V ∗∗)是賦範向量空間 (V, ‖·‖)的完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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