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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為誠品、博客來、讀墨等知名平台之年度暢銷書，對於探討

這大社會的思想、信仰、現象以及發展做了深入且多元的探討，作者

以 21 堂課分門別類且循序漸進的撰寫方式來探討過去、現在及未來

單一與相互間的影響及發展關係，並將這 21 堂課綜括成五大主題，

依序為科技挑戰、政治挑戰、絕望和希望、真相以及生命意義，進行

條理分明之闡述，幫助讀者更有脈絡的閱讀並理解書中內容，接下來

便分別以五大主題來進行閱後心得分享。 

一、科技與挑戰(第 1~4堂課):理想幻滅、工作、自由、平等。 

    作者藉由歷史及多個國家的發展來對比其中自由主義思想與其

他主義觀點之優缺點，並指出通過歷史重重考驗而發展至今的自由主

義，多數人開始懷疑無法走到他們認為注定的道路，加上近代崛起的

虛無主義以及 AI 科技的發展等趨勢，所面臨真正的考驗在於生態崩

潰與科技顛覆，同時又無其他觀點來詮釋而迷失方向，而開始擔心人

類文明走向終結的未來，並開始思考如何延後歷史終結的來臨。 

而接踵而來的社會演變的來襲，在這樣社會發展的現實下，等現

在的小孩長大，可能都沒有工作，因應 AI 時代的來臨，透過可連結

及可更新的優勢取代勞工及產業，恐爆發系統性大規模失業危機，而

勞工也從受剝削演變到無足經重的地位，更甚於到最後所有決策皆仰

賴 AI的演算，人類將面臨退化及馴化的窘境，被搶走人生的控制權。 

    此外，另一危機說明 AI 本身並無善惡，而是取決於背後掌控者

所帶來的影響，操弄人心及真相，並反思感性與理性的拔河，許多人

並不真正的了解自己，而透過 AI數據的演算，AI有可能更了解人類

本身，隨著全面資訊化的發展，數位獨裁政權逐漸崛起，演算法將成

為獨裁者，人類將喪失個人自由與隱私。 

    最後談到由於科技的進步造就更大貧富差異，人類將分裂出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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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物種姓，掌握越多資訊的人便可掌握更多資產，成為所謂的精

英，富人佔有絕對優勢，而平民將淪為少數精英眼中的野蠻人，所以

誰掌握資料數據很重要，應思考如何規範資料的所有權，而成也科技

敗也科技，對於應對生物科技及資訊科技革命的重大挑戰，應思考讓

所有人共同擁有所有資料數據，一同監督未來的生活發展，不失為解

決方針之一。 

    讀者意會到現今社會多數人缺乏危機意識，無知無感就如溫水煮

青蛙，等到大難臨頭已難以挽回，科技發展的同時讓人們享受便利，

但同時亦是把雙面刃，因此閱讀此章節，可提早建立危機意識，持續

增進自我，掌握更多資訊，為未來可能面臨的挑戰預做準備。 

二、政治挑戰(第 5~9堂課):社群、文明、國族主義、宗教、移民。 

    作者於將視界從個人放大到社群，放大到國際間變遷，從線下發

展到線上社群，雖然擴大了交流及視野，但也正因為過多的資訊加上

許多無法求證的訊息，也使得人們容易誤判資訊，也容易輕易被他人

所操控，如現今的假新聞、網軍的崛起，充滿著內外部的分期與衝突。 

    而從文明來看，過去世界各地發展不同的文化，而當文化間的接

觸常會產生許多衝突與矛盾，或者逐漸融合成文化大熔爐，排斥與接

納不斷產生，而天下趨勢常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作者舉例醫學發

展從過去各族間的醫學文化，巫術、信仰治療、中醫、西醫及其他民

俗偏法，在各自文化的持續傳承下，至今發展到最後，最後殊途同歸

皆回歸實際面，找醫生治病、吃藥，這便是文明發展的必經過程與歸

屬的代表之一。 

    再回歸到各國家間國族主義，常被視為統治者的利器，藉此控制

人民對國家忠誠，對統治者忠誠，許多國家為此犧牲而在所不惜，但

實際上，對於個人而言，其實是個不痛不癢的意識形態，唯有看清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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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方可擺脫國族主義的控制，而至今已發展到全球意識，世界人們

需同舟共濟來保護生長的這顆星球，就連政治也必須全球化，國族主

義意識已然逐漸狹隘。 

    討論到宗教，已根深蒂固再世界各個角落，從一開始單純的心靈

寄託，發展到觸手深入人們的生活，包含士農工商，販夫走卒，就連

政治及國家也不能放棄宗教，亦也有統治者，利用宗教所衍生的國族

主義，控制人民，宗教身分認同，也跨越了國家間的角色，足見宗教

深遠的影響，而文中另點出馬克思思想，宗教其實只是種虛飾，只是

人們捍衛自己立場及滿足需求的一種口號而已。 

    最後由於全球化，也出現移民的趨勢，可看出文化，其實是有高

下之分，例如過去華人嚮往到美國工作，國外的月亮就是圓等意識出

現，而移民者常態便是入境隨俗，成長文化以然不重要，入境隨俗歸

化到新的國族，並須履行移民所需負擔的代價及義務，可看出從過去

的種族主義轉到文化主義的演變，但過程中也產生文化間的差異與認

知，故常有許多移民爭議，而這些爭議，與善惡兩端的對決無關。 

    讀者了解人類從來不是一個個體，而是與所處的世界緊密相連，

人們自主掌握有限，意識形態操控已是常態，跳脫國族間的思想，遠

眺全球化的視野，為有不斷適應這世界的變遷及持續的改變成長，才

能在這千絲萬縷的社會，擴展自己的一席之地。 

三、絕望與希望(第 10~14 堂課):恐怖主義、戰爭、謙遜、神、世俗

主義。 

    新聞上常被報導的各國的大小恐怖主義，是種以小博大的行為，

因為沒有足夠武力及影響力來動搖這世界，因此訴諸恐懼，來影響國

家、社會，並藉由不安的紛亂，來達到摧毀的目的，就像蒼蠅激怒公

牛，讓公牛摧毀瓷器店一樣，所以恐怖份子既是驚悚片製作人，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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賭徒，可發現多數恐怖效應不會維持多久，就像在大空瓶裡扔進一枚

小硬幣，短暫的回聲很快消失，而其實世界上我們未察覺許多恐怖活

動，都被國家默默的排除，而當一小件缺失被顯現，往往被人放大，

卻從未想到，國家付出多少，所顯現缺失也只是汪洋中的小沙，但當

局者迷，所幸多數人仍有後見之明。 

    而恐怖主義相比戰爭，可以發現死亡人數遠不及戰爭，過去各國

以戰爭來擴增領土，被該國視為成功的戰爭，侵略者常被自己國家歌

頌為英雄，但現今全球化的崛起，戰爭中取勝已成為失傳的藝術，牽

一髮動全身，只要稍有侵略行為便容易引來全球國家的撻伐，而網路

戰也是高損害且低利潤，因此甚少有國家願意主動挑起紛爭。 

   再來講到謙遜，現今每個群體常有一個中心，各自表述的現象，

歷史、宗教間常強調皆是正宗，但又有誰有明確證據，來證明中心思

想的正確性，而且都是個人及群體的主觀意識而已，故作者強調個人

應謙和的同時，也要當新集體的傲慢。  

   上述提到宗教，作者將神的議題帶入，神是宗教的核心，有好的

支持，有壞的濫用，一切在於每個人的看法，而作者指出一切只是與

語義學的問題，最主要仍是信眾的行為決定了神的價值，而對於無神

論者的價值觀，從古至今，都一再說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黃金守

則，不需要久遠的長篇大論，也能有很自然的理由，唯心而做。  

   最後談到世俗主義，強調責任、追求真相、重視同情，主張平等、

自由及勇敢，為現今多數國家追求的完美人道意識形態，但最終讀者

點出，其實就是認真面對自己的陰影，做好自我反省，還比世俗主義

的實行來得更為實際。 

   讀者認為不管是恐怖主義帶來的恐懼、戰爭帶來的意義、個人中

心的謙遜、宗教的神信仰以及世俗主義的追求，無非是唯心而論，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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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於自我想法及內心的價值，不要因主觀意識及被迫加諸的情緒所

影響，做好自己，問心無愧，而讀者非常認同作者最後說明的自我反

省，時常省思做了什麼、做錯了什麼、可以進步跟改進的地方，怎麼

做會更好，這是做未來更好自己的有效方法。 

四、真相（第 15~18堂課）:無知、正義、後真相、科幻小說。 

    無知，是你知道得比你以為的少，作者於本章節的起始，思考我

們所認知的假象，皆是賴以前人的專業知識及群體思維為基礎，而習

慣去做卻不會反思其正確性及為何去做，雖然不一定是壞事，可以讓

我們愉快過生活，但隨著世界的變遷，多數人漸漸無法意識到自己多

麼無知，只接受同溫層的人事物，鮮少接受挑戰，進而不容易意識到

自我的侷限，更別說承認自己的無知。 

    正義，分成自我主張的正義以及全球多數人的正義，當兩種正義

互相撞擊，我們的道德感便容易混淆，而現今社會，人們的無知及習

慣冷漠，無形中也是一種罪行，也會被認為是缺乏正義感的表現，而

這也只是一種結構性的偏見，這世界有太多讓人道德混淆的事情，被

迫讓多數人習慣選擇縮小問題的規模，又或者拒絕面對。 

    後真相，始自於政治宣傳，就是一種假新聞，資訊的包裝、合理

化、將曾經的謊言便為永遠的真相，將信者恆信發揮到淋漓盡致，真

相已不重要也不可考，作者舉例如宗教神話，便是最好的詮釋，我們

常聽到的神話故事、意識思想的加工、教育內容的偏差及網絡的資訊

等等，經過長久的洗腦，已根深蒂固在人們的思想中，因此我們要做

的就是走出洗腦機，作者便提供 2 條黃金守則予讀者參考，守則一:

可靠的資訊，必然得付出昂貴的代價，守則二:如有某些問題覺得重

要，請努力查詢相關科學文獻，因科學界中的實證資訊最為可靠且經

求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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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講求價值而不追求真相的世代，科幻價值遠超過科學或自然

論文的期刊，而現實通常跟科幻小說內容所演的不一樣，從古至今，

人們習慣活在盒子裡，心靈不斷受到各種操弄，最經典的代表作是駭

客任務電影，闡述主角從虛擬世界跳脫到真實世界，而真實世界何嘗

又不是另一個盒子，人們所追求的事實就是沒這種事，一切都只是自

我的感受罷了，而我們能做的可能只剩解放自我，仍有值得探討的價

值，擺脫對自我的狹義定義，也可能成為未來必須的生存技能。 

    讀者過去偶爾思考真相的意義，越思考越發現對於這世界的資訊

所了解的是杯水車薪，透過作者的另一種說法，讓自己可以從另一種

思維角度，去看待真相及資訊，去定義另一種擺脫自我的方式，用心

去感受這個世界所帶來的變化，去發掘另一種可能的體驗，真相、事

實不重要，也會根據不同人的看法而不一樣，但讀者認為最重要的仍

是自我追求的真實，重要的是過程，結果不一定必然全盤接受。 

五、生命意義(第 19~21堂課):教育、意義、冥想。 

    作者指出改變是唯一的不變，而改變最快的途徑就是教育，亦即

不斷學習，而現今社會的傳統教育方式，學校填鴨式的教育方法越發

不重要，老師最不需要交給學生的，就是更多資訊，因為科技資訊的

發達，人們手頭上已有太多資訊，而最應該學習的是理解資訊並判斷

哪些資訊重要，而作者提到，許多教育專家認為現今學校應該交的就

是 4C:批判性思考、溝通、合作及創意，強調通用的生活技能及態度，

藉此持續重塑自己，因為人生是一連串的轉型，追求穩定對於日漸發

展的社會，逐漸變成一種奢侈品，人們需透過不斷改變來適應世界的

瞬息萬變。 

    意義為何，是最常聽見及看到且常被提出的人生問題，但因每個

人皆可定義自己的意義並探詢意義，範圍廣泛無法一一論述，故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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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針對信仰、自由主義及故事表現等明確主題來描述因不同意識形態

而被強加的人生意義，而這些意義通常是被盲目追求並無實證的思

想，為信仰犧牲奉獻，為主義奉獻忠誠為圭臬，藉由虛構故事來強化

欲加諸人們身上的意義與信任，而人們有時嘴上說的與心理想的往往

不同，意義往往只是他人用來忽略自己及他人痛苦的藉口，故作者指

出如想知道自己人生的意義，最好的出發點就是開始觀察痛苦並探索

痛苦之本質，不要再被一些虛構的故事所影響了。 

   作者在最後的 21 堂課，將視野拉回到最初自我身上，著重在剖

析自己，探索心靈，亦提到自己體驗過一冥想方式，有助於內觀自己，

了解自己心靈，在這過程中找出適合自己選擇及努力的方向。  

    此一章節看完，認識到我們所接受的學習方式不斷改變，世界不

斷變化，因此更要終身學習方可不與世界脫軌，而在追求意義的同

時，也要積極探索其真實性，才不會讓自己定義的意義成為一種虛構

的故事，並透過讀者的經驗，多學習到其他自我探索的方式，習慣與

自己對話，想要的答案或許就在其中。  

      最終，讀者看完了這本書後，覺得腦中思想有被重新整理了

一番，對於一些內容獲得省思及思考有用之處，可以試著用綜觀全局

的角度來思考細微的意義與問題，並得出一些以前從未想過的答案與

方向，對於全球間的發展亦有初步的理解，對未來建立一些心理準

備；而此書內容，讀者有些認同，但有些保留自我思考的空間，覺得

這應該也是書中作者希望讀者自己去思考問題、理解問題並融會貫通

的期待之一，而讀者認為一本書如果能讓讀者看完覺得成長或激發出

不一樣想法的話，那它絕對值得分享給其他人，期待閱讀作者其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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