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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始終來自於人性-「數據、謊言與

真相」讀後感 

    從小，我們即被教導要成為一位好人，但到底成為好人是遵從人

之本性發展？還是矯正原始人性之劣根性？儒家孟子《三字經》開篇

即為「人之初，性本善……」，儒家荀子卻論斷「人之性惡，其善者偽

也。」，孟子相信人性本善，荀子相信人性本惡，到底人生而為善亦或

為惡，這個被討論幾千年的議題，隨著科技日益更新的進步及網絡無

遠弗屆推展，即將可從本書所提的大數據分析中得到解答，在過去，

人類相信自己的眼睛所觀察到的各種社會現象，相信自己的大腦在縝

密思考下所做的直覺，相信自己的本性是善良且努力為社會做出貢獻，

但透過大數據的分析和研究，你會見識到真實的社會現象跌破我們的

眼鏡、大腦的直覺讓我們做出錯誤的決定，而真實的本性是複雜且大

多隱沒在道德束縛下的黑暗，本書有提到一個很有趣的例子，我們常

常看到臉書人們對於知識型周刊的按讚及分享數往往超過八卦型周

刊，顯示我們內在似乎高水準且樂於吸收新知，但透過大數據分析顯

示，知識型周刊與八卦型周刊的流通率為 1:1，搜尋率也為 1:1，但

臉書按讚率確為 27:1，這代表實際上知識型周刊跟八卦型周刊普及

率竟然是相同的，人們的本性對於探討八卦及探究他人隱私的興趣並

不亞於對吸收知識的渴望，但因為整體社會氛圍對於八卦型周刊的批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89%E5%AD%97%E7%BB%8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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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人們往往為了表現自身的品味而僅分享知識型的周刊，這就是人

類本性最根本的真相，本書作者透過使用 google 大數據分析各種人

類生活的軌跡，讓我們就像吃了誠實豆沙包，赤裸裸地展現毫無保留

的自己，透過大數據分析可以真實且不帶情感的展現出各種人性的真

相，推翻我們深信不移的信念，讓我們用嶄新的眼界看待我們生活。  

    美國政府前陣子公布失業率數據提高進而影響股票下跌；台灣政

府透過人口數據分析台灣已邁入高齡社會；使用 youtube首頁時常出

現與我們之前點擊相關的影片，到底大數據底如何影響我們生活？到

底如何撼動整個世界的變革？書中作者以多年經驗及研究探討歸納

出四項大數據帶給我們的新觀點，一、新型數據。二、誠實數據。三、

小眾研究數據。四、因果關係。首先談論新型數據是針對社會新興議

題去分析，像是書中提到科學家為降低胰臟癌死亡率，透過分析人們

搜尋身體不適產生的症狀，來了解胰臟癌初期會好發之症狀，進而提

前預防問題，這是跟過去我們只能被動接受問題不一樣的，我想如果

我們能善用數據，讓政府在治理上及早發現問題，將可大大減少許多

社會議題，如透過數據分析某一地區婦女較高比例在網路上分享暴力

對待議題，政府是不是就能在當地提前部屬社會福利服務中心提供婦

女諮詢與關懷，若某一區青少女高比例在網路上查詢如何墮胎等議題，

政府是不是能請在地衛生局或診所宣導正確衛教知識，讓我們能在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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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複雜且多變的世界中，改善及預防各種層出不窮的問題。 

    再來有關大數據提供之第二種誠實數據是最真實反映人性的數

據，因為演算法比我們更了解自己，當你獨自一人坐在家中上網，沒

人調查沒人知道你的真實身分，此時你可以恣意地搜尋你內心深處真

正想知道或難以啟齒的議題，我們都認為美國是種族大熔爐，接納包

容不同國籍之人口，但作者透過數據分析發現美國人搜尋「黑鬼」這

種如此帶有歧視意味的名詞竟然跟「偏頭痛」、「經濟學家」次數不相

上下，且多是為了搜尋嘲笑非裔美國人的笑話而搜尋，這也代表多數

美國人在家中私密的探索駭人的種族主義，這也反映人性之最原始的

黑暗，誠實數據讓我們更清晰及更真實的了解人類潛藏在內心的慾望

及黑暗，但我認為這也是一把雙刃的刀，雖然誠實數據隱密且匿名而

更接近真實，但這也造就網路霸凌的興盛，依據兒童福利聯盟 2015年

調查統計資料顯示，將近有四分之三的兒少覺得網路霸凌情形嚴重，

而有高達七成六的兒少有在網上有目睹或是自身遭遇受害的經驗，而

藝人楊又穎也是因為在網路上遭匿名謾罵不堪其擾而於 105年輕生，

再再顯示網路霸凌所產生的傷害，雖然人的本能有一定之劣根性，但

人之所以為人而非野獸，係因我們有著判斷是非的能力，網路霸凌者

透過網路匿名的保護傘，將情緒的大雨澆再他人身上，不用為後果付

出任何代價，實為令人不齒之行為，正向來看誠實數據因為網路的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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蔽性而提供科學家了解人性真實想法，但負向來看所衍生的網路霸凌

議題亦是我們需好好省思及解決之迫切問題。 

    大數據所提供之第三項小眾研究數據，是希望透過龐大且豐富之

議題，可以不必侷限任何群體，可以為弱勢或較被忽略的群體發聲，

例如作者提到經濟景氣衰退，政府提供之虐童通報數據卻減少，但搜

尋兒童受虐次數卻增加，而真相卻是兒童受虐確實因景氣率退而增加，

但因為通報者或處理案件者因工作過度或失業造成通報率降低，透過

大數據分析反映社會真實現況，讓政府能及時因應，避免產生社會安

全網之漏洞，我認為透過此種數據分析，可提供政府在多數既得利益

者的掌握中，聆聽少數族群的聲音，書中亦透過分析數據顯示同性戀

其實遠比我們認為的還要多，在過去同性戀者往往需忍受大眾異樣眼

光，長年躲在在黑暗中獨自壓抑對情感的渴望，異性戀及同性戀其實

沒有對錯，愛沒有不同，都是大自然賦予每個人獨一無二的愛人的方

式，台灣司法院釋字第 748號解釋亦賦予同志伴侶得以結婚的法律依

據，這是少數族群成功的第一步，但我相信絕對不是最後一步，只要

我們持續運用大數據去觀察去分析，為不同族群發聲解決問題，一定

會努力朝向多元融合的大同社會。 

    最後大數據所提供之第四種數據：因果關係，透過隨機實驗，將

人分為兩組去進行對照實驗，然後觀察不同組別的回應，而兩者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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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異就是取得的因果關係，書中表示臉書透過對照實驗測試，發現某

些特定顏色或特定字體會讓某一組受試者更常造網網站，經由調整使

用介面讓企業獲利更多，這是多麼驚人且利益龐大的商機，透過大數

據對照實驗我們更可以輕易了解各種使用者的習慣、喜好，最終達到

滿意的結果，我認為這可以找出過去我們太多倒因為果的認知，也可

以大大減少人為實驗室所花費的成本，對現今講求效率的時代實為一

大進步。  

    現代的科技確實造與就過往截然不同的商業模式，大數據確實也

提供許多人們行為模式的實證，但它也衍生出一些的道德問題，我認

為大數據分析雖然可以作為讓人類生活更為便利且預防許多問題，但

前提是使用者需以公眾利益為出發，若由既得利益者僅為一己私利，

則會產生許多問題，企業利用大數據去取得成功人士相似的特質，從

而雇用，但數據僅僅是大多數人的傾向，若因而忽略少部分人獨一無

二有趣的特質，在選擇上是不公平且會讓世界產生同一套運作標準，

這會讓我們被標準設限，而無法自在展現自我。另外過任依賴大數據

也是會忽略事務真正重要的本質，數據只能呈現部分多數行為模式，

但行為模式發生背後或許有數百種原因，著名心理學家維琴尼亞‧薩

提爾所提出的「冰山理論」便是將人的外在及內在，分成水面上和水

面下兩部份，我們看見冰山水面上的少部分就是我們的外在行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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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整個冰山大部分隱藏在水面下的即是我們的內在，分為應對方式、

情緒、觀點、期待、渴望、自我等部分，而人類世界便是透過外在和

內在交互影響運作，複雜且多變，而大數據大部分在分析我們的外在

行為，但內在如此細膩的情感部分，卻不是一個人工智慧可完全掌握

分析的，大數據可做為參考，但仍不可忽略隱藏在冰山下的種種情緒

內在，才能讓大數據分析成為更為可靠的使用工具。再者，隱私也是

使用大數據很重要且不可忽視的問題，到底誰可以使用大數據，到底

誰可以動動手指頭便可以取得幾千萬人口的思想、行為和隱私，我們

每項搜尋、每個與他人互動的過程，都是屬於每個人出於信任所提供

的資料，不應該毫無限制地讓任何人都可以恣意使用這些資料，書中

作者有句話讓我很有感觸：「企業是否有權利根據與該項服務沒有直

接關係的這些抽象統計預測標準，判斷我們是否符合資格使用他們的

服務？」這是很根本且重要的道德問題，現今各種資訊流通的時代，

隱私權保護也是大家日益重視的新興問題，如何在兼顧便利分析研究

下，保障個人隱私，也是值得我們反思的議題。 

    「大膽假設、小心求證」是中國近代學者胡適關於實驗主義所提

出的一句口號，認為天馬行空的想像賦予人類強大的創造力，但須透

過謹慎的驗證將想像化為經得起時間考驗的真理，但生活中很多時刻，

我們都僅依循本能的猜測去解讀世界上種種問題，認為人在悲傷時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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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搜尋笑話，認為暴力電影播放後會引發更多暴力問題，但作者透

過大數據分析驗證，打破了我們對於標準答案的自信，經分析搜尋引

擎搜尋笑話的時間軸卻發現，我們認為最不快樂的星期一上班日、陰

天或雨天、一場重大悲劇慘案發生後，搜尋笑話的頻率反而是最低的，

人們生活順遂時反而更會搜尋笑話！而容易在酒後發生暴力行為的

夜晚，因為人麼都去看電影而且電影院禁止喝酒，反而在播放暴力電

影的時期，暴力犯罪反而下降許多，這些透過大數據分析產生的真實

面貌，大大衝擊了我對自我認知理所當然的看法，也讓我開始思考，

現今的媒體各種聳動的標題，未經查證的報導，短暫又充滿腥羶色議

題，讓我們日復一日攝取高熱量的謊言，形成我們體內越積越多錯誤

認知的脂肪，久了便開始用龐大的身軀去壓迫與自己意見不同的人，

只相信自身經驗而忽略他人經驗，讓世界產生全體一致的錯覺，最終

肥胖遮蔽了我們的雙眼，失去看見真相的能力，所以我們應該積極瘦

身，孔子曾說過：「學而不思則惘。」，我們對於各種資訊來源應具備

獨立思考的能力，尊重每一群體的獨特性，不隨波逐流，這才是人活

著最根本的價值，尼采曾說過：「事實上，每個人都清楚的知道自己

是獨一無二的，在這世界上只活一次；而且在不會有這樣特別的機會，

能夠把眾多紛繁的元素重新湊到一起，組合成如此奇妙而獨特的個

體。」，大數據僅是一種機率，一種大多數人的傾向，卻不是每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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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選擇，用數據分析做為參考，再納入傳統知識及個人判斷才能有效

發揮最大效益，大數據分析讓我們生活更加便利也找出很多人性根本

問題，但我們不能過度依賴數據，要保有自己的中心思想，才能在這

個瞬息萬變的社會中成為自己的主人。所以到底人性本善還是人性本

惡？我想數據或許可以告訴你答案，但我認為努力成為心中最好的自

己才是最好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