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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紀的 21堂課 

  這本書「21世紀的 21堂課」是一本很有深度的書，原本我認為

一本書由外國人所寫，如果翻譯得不好，沒有符合「信、達、雅」，

也就是真實、通順和文字優美，則會讓我們在文化的隔閡下，無法產

生共鳴，甚至有種讀不下去的感覺。但是這本書卻讓我驚豔，因為一

來這位作者「哈拉瑞」是一位全球矚目的新銳歷史學家，一來這本書

的譯者「林俊宏」是國立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的博士，在看過內容之

後，我自己認為文筆翻譯相當流暢，將作者本人所要表達的內容，貼

近以原汁原味方式呈現，是一本值得推薦的好書。 

    本書分為四部，共有 21 堂課。第一部是科技挑戰，有四課，分

別是理想幻滅、工作、自由和平等。第二部是政治挑戰，有五課，分

別是社群、文明、國族主義、宗教和移民。第三部是絕望和希望，有

五課，分別是恐怖主義、戰爭、謙遜、神和世俗主義。第四部是真相，

有四課，分別是無知、正義、後真相和科幻小說。第五部是生命意義，

有三課，分別是教育、意義和冥想。依照我以往的閱讀習慣，引言總

會讓我跳過，但是這本書我破例看了引言，標題斗大的字「清晰的見

解就是力量」吸引了我的目光與好奇。「我只是個歷史學家，沒辦法

供人衣服、給人食物，但我希望能提出一些清楚的見解，盡量讓眾人

能夠公平參與這場辯論。只要有人-就算是極少數人，因此而加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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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人類物種未來的辯論，我也就對得起這份工作了。」，其實，看

了這本書的內容之後，我由衷佩服這位自稱為歷史學家的人，正確地

說，我認為他是一位博學多聞，貫通古今的哲學家。以下我僅就每部

中比較有感觸的部分，分享自己的看法與心得。 

    首先，在第一部科技挑戰中，作者以「全球政治一直是由自由主

義這套故事獨霸，但就在生物科技與資訊科技結合，形成人類史上最

大挑戰的同時，人類也對自由主義失去了信心。」第 1堂課「理想幻

滅」中，帶出自由主義故事的美好與幻滅，以往根據這帖自由主義的

萬靈丹，只要政治經濟自由化、全球化，就能創造和平與繁榮。但是，

自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反移民、反貿易協定、限制新聞自由，

當時很少人宣稱中國共產黨站在歷史錯誤的一方。最近也就是 2016

年，英國脫歐公投過關，美國川普當選，正標誌著理想幻滅，有人認

為這其實是一場騙局，犧牲群眾以圖利菁英。 

    跳脫書中的內容回到現實，我們可以發現現在全球化時代已經來

臨，自從網路普及到智慧型手機問世以來，透過網路，世界的時空輕

易地被穿越，無形的線連結著地球的兩端。在過去，人類就如同舊約

聖經故事中的「巴別塔」，原本世界上的一群人只說一種語言，在大

洪水之後，決定在示拿修建一座「能夠通天的」高塔，於是，上帝認

為人類太過驕傲自大，決定將他們的語言打亂，並把他們分散到了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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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各地。得到了操弄世界的力量，但是人類尚不了解全球生態的複雜

性，導致干擾了整個生態系統，讓我們面臨生態崩潰。自從 2015 年

以來，人工智慧大數據演算法和生物工程，科技革命的腳步很快地讓

數十億人口失業，並創造出無用階級，帶來社會矛盾以及政治動盪，

不得不令人再次反思。 

    第 2 堂課工作，我們不禁懷疑「等你長大，可能沒有工作」，還

有到了 2050 年的就業市場會是甚麼樣子？機器學習和機器人將會改

變幾乎所有工作，有些人認為只要 10 年到 20 年就會有幾 10 億人成

為經濟上多餘的存在，但也有人認為自動化的影響也會為所有人創造

新的就業機會帶來更大的繁榮。AI究竟會為人類帶來興盛或是浩劫？

我們可以反觀19世紀時期，就開始有人擔憂自動化會造成大量失業，

但至今從未現這種景況。「自工業革命揭開序幕以來，機器搶走一項

舊工作，也會至少創造一項新工作」，這點讓我非常興奮，因為與其

煩惱未來，倒不如順應環境的變化，就好比生物也需要演化以適應環

境，是同樣的道理。而且平均生活水準大幅提高，以此觀察，我們原

本對於未來的一切充滿害怕與無知的恐懼，在回顧歷史的同時，我想

到唐太宗的歷史名言：「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 以古為鏡，可以

知興替； 以人為鏡，可以知得失。 我常保此三鏡，以防己過。」時

常回顧歷史，通常可以從中推演出未來的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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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3 堂課自由-大數據在盯著你，真相由谷歌決定。在某些國家

和某些情形下，民眾可能完全沒有選擇，只能被逼著服從大數據演算

法的決定，因為過往的成功經驗，讓我們把越來越多的問題上交給演

算法來處理，最後也就逐漸失去為自己下決定的能力。例如現在有很

多人會讓谷歌來導航，到了十字路口，雖然直覺式左轉，但谷歌地圖

說右轉，人們已經習慣盲目遵照谷歌的地圖。只是如果智慧型手機當

機，他們將會完全手足無措。舉例而言，2012 年 3 月三名在澳洲的

日本遊客決定要到一座小島一日遊，結果卻把車開進太平洋，司機說

他只是照著 GPS 的指示。一直依賴人工智慧，就有如「羊群效應」，

頭羊往哪裡走，後面的羊就跟著往哪裡走，這種不用用大腦思考，又

叫做從眾心理，盲目跟從別人的一種跟隨現象。 

    隨著 AI 不斷地改良，人類勞力也需要一再學習新技能，改變自

己的專業領域，政府必然需要介入，一方面補貼終身教育，一方面提

供安全網，協助國民面對無法避免的過渡期。以書中的例子來說，假

設一位 40 歲的前無人機操作員，需要 3 年時間才能成重新培訓轉職

成虛擬世界的設計師，他和家人就需要政府足夠的協助，才能支撐下

去，須讓人民活得有意義。隨著機器人和 AI把人類趕出去就業市場，

對於社群的追求將有可能變得比工作追求更為重要。如果我們能張開

一張全民經濟安全網，在結合強大的社群和有意義的目標，那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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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被演算法搶走，也還有相應之道。 

第 4 堂課平等-擁有資料的人就擁有未來，人類將分裂出不同的

生物種姓，過去的幾十年間，全球都以為人類將邁向人人平等，而全

球化和新科技則會讓我們更快走向這個目標，但實際上 21 世紀可能

會帶來史上最不同的社會。雖然全球化和網際網路縮短了國家之間的

距離，卻可能擴大階級之間的差距，AI 興起可能會讓大多數人類不

再握有經濟價值和政治力量，同時生物科技的進步則可能讓經濟上的

不平等轉化為生物上的不平等，那些超級富豪能用錢買到的頂多是地

位的象徵，等到出現了嚴懲生命讓身體和認知能力再生全新療法，這

代價又極度昂貴，可能是人類分裂生物種性的時刻。該由誰擁有資料

數據，未來機器和人類可能就完全融合了，一旦與網路斷離，便無法

生存。 

    第五堂課社群-要認清人類還有身體，線上社群和現下社群，臉

書近年來成就非凡，線上獲月用戶超過 20億人。2017年 2月宣言裡

認為線上社群有助於培養線下社群，實體社群仍擁有虛擬社群無法比

擬的深度。例如我在以色列家裡生病，我在加州的朋友在線上能與我

對話，但是沒辦法幫我帶碗熱湯或端杯熱茶。但是，人類不只是一種

視聽動物，要讓人類團結的最重要一步，就是要認清人類還有身體的

事實，意識到線上演算法的局限之後，可能只會讓科技巨擘更希望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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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擴張影響力，像是谷歌眼鏡之類的設備，以及像是寶可夢之類的

遊戲，都是希望能消彌線上與現下分別融合成單一的擴增實境。 

    第七堂課-國族主義-全球問題需要全球性的答案，生態加速崩解

中，人類在未來幾十年還會面臨一種新的生存威脅，是 1946 年的政

治界幾乎無需考慮的生態崩潰，人類在許多方面都破壞著全球生物圈

的穩定，不斷從環境中奪取越來越多的資源，於是改變了土壤水和大

氣的組成，全球暖化對不同國家會產生不同的影響。一些國家甚至可

從中得利，隨著北極冰層融化，俄羅斯所掌握的北極航道可能成為全

球商業動脈，由勘察加半島取代新加坡成為世界的十字路口。 

    然而，地球這艘太空船需要同舟共濟，以最近全球大爆發的「新

冠肺炎」為例，這項新型傳染病起源於中國武漢，逐漸蔓延後，現在

已導致全球性的大爆發，主要原因是因為地球村的腳步越來越快，世

界各國或因跨國性工作，或因旅遊業興盛，導致蝴蝶效應-細小的誤

差，會造成巨大的後果。再加上生態崩壞和科技顛覆，這三個難題都

足以威脅到人類文明的未來，如果加在一起可能因為相互加乘彼此結

合，形成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機。 

    第 12 堂課謙遜，世界不是繞著你轉，個人應謙和，也要當心集

體的傲慢。作者在這一課中針對猶太教與反猶太教做介紹，在整個歷

史上，人類創造幾百個不同的教派，許多宗教都教人要讚頌謙遜，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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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人類在宇宙裡如蒼海之一粟，短暫如蜉蝣，人類縱使擁有聰明才

智，卻應時時提醒我們也是宇宙萬物中的生物之一，老子有言「天地

不仁，以萬物為芻狗」，指的是天地對世間萬物平等視之，萬物依照

天地之間的自然規律變化發展，不需要任何凌駕於自然規律之上的

「主宰者」去命令和安排，由是天地之間生生不息。 

    第 13 堂課神，這一課很有意思，標題是神有 2 種，有時候我們

說的神是宇宙間包羅萬象是人類無法理解的奧秘，這種神是屬於哲學

家的神，我甚至看過有其他說法，神是先知，也有人說神是外星人。

有時候我們說的神是可在天上發怒，訂定法令規則，甚而鉅細靡遺道

出祂喜歡或不喜歡的事物，這讓我想到希臘神話中的宙斯，故事中的

角色都附有人類的情感，這種神是在人世間制訂秩序的神，通常有具

體的形象。 

    第 14堂課世俗主義，面對自己的陰影，「真相、同情、平等、自

由、勇氣、責任」，是世俗主義的主要價值觀，其中，作者談到，與

大多數的傳統宗教相比，世俗主義的優勢是不害怕自己的陰影，也就

是願意承認自己的錯誤，指出自己的盲點。 

    第 17 堂課後真相，這一章節作者以某些假新聞萬世留存為子標

題，針對宗教神話-流傳千年的假新聞，他舉例如果只是一千個人，

相向某個編造的故事，相信一個月，這就是假新聞。雖然我本身有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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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信仰，對作者的看法不以為然，但是，作者身為一位歷史學家，從

歷史的角度剖析，並舉出許多生動的例子作為佐證，也有可讀之處。 

    第 19堂課教育，改變是唯一不變的事，21世紀的我們被大量資

訊所淹沒，我們輕易地透過智慧型手機、搜尋維基百科或利用線上課

程，雖然可獲取大量的資訊，但是，資訊量龐大，也會讓我們容易誤

以為過去的資訊及教育，也能適用於未來，但是作者教導我們應該學

習 4C：批判性思考、溝通、合作以及創意，這點我也深感認同，因

為有辦法獨立思考與人溝通無礙人類彼此合作以及激發創意，才能與

其他人攜手合作解決全世界的共同難題，同時善用 AI 人工智慧及大

數據，無形中省下了不少統計分析的時間。 

    第 20 堂課意義，生命不是虛構的故事，相信幾乎每個人都曾問

過自己一個問題，「我是誰？我這輩子要做什麼？人生有什麼意義？」

記得大學時有一位唸中文系的朋友介紹我一本書「流浪者之歌」，作

者是赫曼赫賽，書中主人翁「悉達多」在印度追求他自己三個重要歷

程的過程，為了獲得覺悟，他離開了家成為苦行僧，從自覺的禁欲主

義，通過自我放逐和視覺感官享受，最終知識及和平成為他追求生命

的最終目標。這本書的觀念深深地影響著我，對照著本書哈拉瑞所要

轉達給讀者的有異曲同工之妙。 

    最後，僅以第 21 堂課冥想，細細觀察與瞭解自己的心靈，既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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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意義中，改變是唯一不變的事，而探索生命的意義，也發現到

生命並不是虛構的故事，正如尼采所言：「對待生命，你不妨大膽一

點，因為我們始終要失去它。」在探索生命的本質，停下腳步，剖析

自己，才不會在這歷史的洪流下，逐步失去自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