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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盪」閱讀心得寫作 

壹、前言  

「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本書的序幕借用「椰林夜總

會」大火造成四百九十二人死亡，影響眾多的生還者及家屬，對他們

個人而言，這是一場危機，但是有的人度過了，有人卻走不出來，而

且人數多到必需透過心理治療找出新的解決方法。接著又以五○年代

的英國為例，原本在科學領域傲視全球，擁有引以為傲的豐富文化史，

舉世最大的艦隊，最多財富和史上疆域最大的帝國，卻在經濟上失血，

帝國開始瓦解，國家遇到了重大危機。 

透過個人遇到危機時是如何度過的模式，推衍到當國家遇到重大

危機時，必需如何應對當前的局勢，才能安然的度過。作者討論其中

12 個心理治療師解決個人危機的可能因素，進而探討影響國家危機

結果的平行因素。並且以三對兩兩互相對照的方式，介紹每一對分別

探討不同類型的國家危機。第一對是芬蘭與日本，危機是來自另一個

國家的衝擊而突然引爆。第二對是智利與印尼，危機的肇因來自國家

的內部。第三對是德國和澳洲，危機是逐漸形成，非突然爆發。後續

透過前面 6個國家所遭遇的危機，分析美國與全世界現今所遭遇的 4

個重點議題，能否借鏡前面 6個國家解決危機的方式，成功的解決當

前的困境。最後以 12個因素來檢視，對於 7個國家和全世界的研究，

了解國家是否需要危機來刺激，才會產生重大變革。最後透過檢視歷

史的教訓，反省過去的危機，將有助於解決當前及未來的危機。 

貳、專書介紹及重點摘要  

本書分為 3大部分，第一部分先從個人的危機分析影響結果的相

關因素，再將這些相關因素套用到國家的危機的分析，進而產生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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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危機結果的 12項因素。作為第二部分國家:已經展現危機的 6個

國家進行研究分析，探討這些國家的領導者與人民是如何運用這 12

項影響因素來度過危機，使得國家轉危為安。第三部分透過日本、美

國與世界的討論來發覺醞釀中的危機，並藉由第二部分的各國成功扭

轉危機的影響因素，作為未來遭遇相關危機的解決方案，甚至能防微

杜漸，避免危機的發生。 

一、影響國家危機結果的相關因素: 

(一) 個人對於國家陷於危機中的共識。 

(二) 承擔國家採取行動的責任。 

(三) 建立圍籬，勾勒需要解決的國家問題。 

(四) 由其他國家獲得物質和財務支援。。 

(五) 以其他國家作為解決問題的典範。 

(六) 國家認同。 

(七) 誠實的國家自我評價。 

(八) 國家危機的歷史經驗。 

(九) 國家失敗的應對之道。 

(十) 針對特殊情況的國家彈性。 

(十一) 國家的核心價值。 

(十二) 擺脫地緣政治的限制。 

    透過各國歷史的簡述，分析各國對應的影響國家危機結果因素。 

二、芬蘭的危機的基本問題，是來自強鄰的威脅，第二次世界大戰前 

的蘇聯，芬蘭很小，卻與蘇聯有很長的接壤邊界，又不能指望盟 

友支援，國家的生存責任必須仰賴自己，從戰前的外交政策錯誤 

汲取教訓，最後為保持政治的獨立，就是贏得蘇聯的信任，但必 

須犧牲一點經濟獨立和言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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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芬蘭是承擔責任、誠實且實際自評估的典範；改變蘇聯打交道 

的政策，因而保持了政治上的自主，社會上也保有自由和民 

主。 

(二)獨立，不被另一個強權佔據，芬蘭人準備為這個核心價值奮 

鬥。 

      以上是芬蘭解決國家危機的明顯因素，但一開始妨礙 解決危 

機的因素是全國對於危機缺乏共識。另外欠缺解決危機的因素：盟 

友的支持、可借鑑的典範、免於地緣政治限制。另在芬蘭的案例中， 

因老練的軍事和政治領導，以圓融的技巧贏得並持續保有偏執狂史 

達林的信任。進而化解了國家失去獨立自主的危機。 

三、日本的危機來自於幕府將軍的政府和培里簽署條約，結束了幾個

世紀以來的鎖國狀態，雖然幕府努力解決被迫開放港口而造成的

問題，但是港口的開放引發了社會和政府不可阻擋的變化，進而

推翻了幕府將軍，成就「明治維新」對新政府進行範圍更大、更

遠的改變。 

 (一)明治時期的日本向外國借鏡的來改變，確認最適合特定領域的 

     情勢。 

(二)自我評估需要具備兩個因素:一是願意面對痛苦的真相：日本 

    要強盛，就要向蠻夷學習。一是知識，從第一手觀察或經驗中 

    獲得這種力量的知識。 

(三)明治時期在各方面都採取大規模的改變，但明治日本也保留傳 

    統的特徵。並利用保持傳統欲望之名，行改變之實，包裝為「被 

    發明的傳統」，讓它們更容易被接受。 

(四)日本人民和領導都認為日本獨特且優越，展現了強烈的國家認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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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沒有商量餘地的核心價值，促使日本人願意犧牲，其中以忠於 

    天皇為極其重要的價值。 

      日本藉由選擇性變革來解決國家危機所涉及的問題，以強韌的 

國家認同和核心價值，誠實地面對現實，並獲得許多國家的幫忙， 

採用豐富的模型解決問題，眾多人口、經濟實力和跟強敵的地理距 

離，給了它時間與空間，追趕上強敵在軍事上的實力，度過國家的 

危機時刻。 

四、智利：一個有著堅定民主傳統的國家，突然逆轉方向，放棄民主 

改向獨裁政屈服後，是如何化解危機? 

(一) 智利人民堅持自己的座右銘「打造一個包容所有智利人的智

利。」的國家認同和自豪感。 

(二)同時擁有他國支持和缺乏他國支持的兩種角色，還有以其他國 

家作為學習的典範。 

  (三)智利因有高山和沙漠的地理屏障。但智利的銅業在世界市場上 

      受牽制，描繪了行動自由的優點與弊端。 

五、印尼的危機是怎麼符合國家與個人危機對比的框架？ 

(一)原本是殖民地變成新的獨立國家，一開始的國家認同有限，也 

    無法從先前的成功變革史獲得信心。 

(二)大多數印尼軍官願意為核心價值殺人，卻不願為此捐軀。印尼 

的行動自由，受到國內貧困和人口成長的限制。 

  (三)它是群島，享有免受外在限制的自由。採取親西方的政策後， 

在重建經濟時獲得西方的大筆投資和援助。 

      印尼是國家歷史最短，與語言最多樣，而且面臨領土嚴重分裂 

的高風險國家。部分出於自發性，部分則由政府刻意的加強，另一 

國家認同的基礎是迅速採用易學而輕柔的印尼語，產生深刻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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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同感。 

六、德國作為二次世界大戰的發起國，戰敗後的德國，經歷了國家分 

裂的危機，最後走向統一，並成為歐盟的主導者，德國有以下重 

要的特徵，符合框架的大部因素: 

(一)在地理限制下成功展開獨立行動的能力，德國地處眾鄰國包圍 

的中心地理位置。但以德國政治家俾斯麥的比喻作為成功的指 

導原則:「應該時時留意，上帝在哪裡跨世界的歷史，以及祂 

朝什麼方向前進。然後，躍入其中，跟在祂身後前進，能跟隨 

得愈遠愈好。」 

(二) 自憐與受害感的極端對比：一戰後認為是受到狡詐平民政客 

扯後腿」的背叛；但二戰後德國承認是加害者的角色，面對

過去的清算，具備了更多的安全性與鄰國也締造出更好的關

係。 

(三)領導角色，和誠實的自我評價: 引起二次大戰的導火線都起於 

錯誤的領導與不切實際的評估，戰後的領導者承認東德和其他 

東方集團國家，簽訂條約，並接受領土的損失。 

      德國在短短 50年間，發起了二次的世界大戰，戰敗後的對於 

不同因素的選擇，產生了極大不同的結果，它的成功需要耐心，在 

重重阻礙中，再次重新統一，以及創造戰後的經濟奇蹟。 

七、澳洲的地理位置靠近亞洲，但大多數的移民都是來自於英國或是 

歐洲，所以它如何融入我們探討的危機和選擇性改變的框架? 

(一)澳洲的中心問題是關於國家身分，和核心價值觀的爭論，與亞 

洲而非歐洲的關係更密切。 

  (二)展現出誠實的自我評價，變革的動力有來自外在，也有來自內  

      部，隨著人口結構的改變，政策的抉擇也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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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大的變化包括制定獨立的外交政策，愈來愈多元的族裔和文 

    化，政治和經濟定位上朝向亞洲和美國。但仍是議會民主國 

    家，也保持高度平等的社會價值觀和強烈的個人主義。 

   澳洲的改變並非針對迫切的危機，是出自二戰以來，長期發展

的漸進過程，把澳洲視為一場緩慢進行的危機有其用處，因為澳洲

的選擇性改變問題，與其他因應突發危機的國家所面臨的問題相類

似。 

八、根據 12個預測因素來思索日本的未來: 

(一)日本歷史上屢次成功地解決危機:明治維新的展開，是民眾怕  

    被西方列強接管的恐慌，透過選擇性改變的應變計劃自救。二  

    次大戰後放棄了其軍事傳統和對天皇神性的信念，採行民主制 

    度和新憲法，發展或恢復出口經濟。 

(二)日本以往的耐心表現和由失敗挫折中恢復的能力。 

(三)當前要解決的問題有 3個因素:一個障礙是由於環境的變化， 

日本繼續毫無節制地取用世界自然資源，而非領導國際合作。 

另一個障礙是對二次大戰，自視為受害者，不肯承擔日本對戰 

爭和自身行為的責任。剩下的一個障礙是在關鍵領域上缺乏真 

誠、真實的自我評價，其中包括。 

九、美國該何去何從?它的優勢和最大的問題，在 12個預測變數中， 

有哪些因素對於美國採取選擇性變革以解決當前問題有利，哪些 

因素有礙? 

(一) 物質優勢包括美國人口眾多的人口優勢、面積遼闊的地理優 

勢；聯邦民主政治優勢、文人領軍、貪腐程度相較低、以及

在個人機會、政府投資和移民融入的歷史優勢，是舉世最強

大的國家和最大經濟體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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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國主張自由、平等和民主的核心價值觀是不容討價還價；另 

一方面也拋棄了已經過時的價值觀，二戰後也放棄了在外交政 

治上的孤立傳統，對婦女歧視也一在縮減。 

(三)美國的缺點，因應國家的危機，第一步都是要達到國家真正進 

入危機的全國共識；承擔問題的責任。對於國家的根本問題在 

於兩極化、選民投票率和選民登記的阻礙、不平等和社會經濟 

流動性下降、以及政府對教育和公共財的投資減少，美國人並 

未達成共識。 

 (四)另一大缺點:美國人拒絕學習，和美國對於「例外論」的信念 

。  

    美國擁有選擇自由的地理特徵，強烈的國家認同感，以及美國

過去的彈性，皆是良好的預測因素。而不利的因素則包括美國人對

國家是否確實陷入危機尚無共識，美國人經常把問題歸咎於他人，

不承認自己的責任，太多有權勢的美國人只顧努力保護自己，而非

努力整頓國家，美國人不願意學習其他國家的模型。但這些因素並

不能預測我們會不會選擇解決問題；它們只是預測我們有多大可能

選擇解決問題。 

十、世界將面臨什麼樣的未來?4個可能會對全球造成破壞的問題， 

按期受矚目程度的高底分別為:核武爆炸、全球氣候的變遷、全 

球資源枯竭以及全球生活水準的不平等，由危機框架的角度，哪 

些因素有利於人類解決問題?哪些又會阻礙人類解決問題。 

(一) 我們並沒有可以尋求支持的星球接觸，藉由研究他們的社會

找出模型，尋求解決方案。 

(二)缺乏以往面對此類挑戰的經驗，也欠缺未能解決這些挑戰的教 

    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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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舉世並沒有承認全球性的危機，也沒有全球範圍的誠實自我評

估。 

      儘管如此，在解決世界問題方面，我們已經依循三種不同的途 

徑取得了進展，其中一條已通過考驗的途徑，由國家之間的雙邊和 

多邊協議構成。解決世界問題的另一種途徑是在一個地區的國家之 

間達成協議。第三條途徑包括由全球各機構敲定的世界協議，不僅 

由負有全方位世界使命的聯合國履行，也靠具有更特定任務的其他 

世界機構實踐。 

十一、危機作為驅動國家政策改變的作用和領導人的角色，是談論國 

家危機時，人們常提出的問題。 

(一)國家是否需要危機來促使它們採取行動，或者國家是否因預期 

會發生問題而採取行動?跟個人相似，我們會不斷地採取行動 

以處理當前或預期發生的問題，但國家就像個人一樣，存在著 

很大的惰性和抗力。 

(二) 國家領導人是否會對歷史產生重大影響，一個假設來自這樣

的觀察:在四位最常被認為具有獨特影響力的民主領袖中，至

少有三位是在戰爭期間產生了影響。結果是影響力較大的領

導人，其權力的限制愈少；民主制度的領導人在戰時行使更

集中的權力。另一個結果是，在面對擁護不同政策者強烈反

對的情況下，步步為營，最後推行了他們自己觀點的領導人，

發揮的影響最大。 

參、延伸思考及心得啟示 

回顧臺灣近代歷史，大多數的時間感覺上整個國家都在社會安定，

經濟穩定成長中，人民安居樂業，但是其中也經歷中美斷交、96 年

臺海危機、SARS 的危機、2008 年的金融危機以及這次新冠肺炎的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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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藉由本書影響國家危機結果的相關因素，分析臺灣是如何度過重

重危機。 

一、當臺灣遇到重大的危機時，大多數的人民都能夠認同國家是處於

危亡的時刻，特別是在外交和軍事上的危機，進而團結一致，展

現出同舟共濟的態度，共同保護臺灣的高度共識。 

二、每當遭遇危機時臺灣的人民與政府，都承擔自己應盡的責任，配

合採取行動，不會藉由自憐、指責他人，扮演受害者的角色，否

認自己的責任。 

三、建立圍籬，勾勒出需要解決的國家問題，分析各次危機後，多數

的危機都是來自外部的威脅，需要改變的是對外的政治、外交與

經濟政策。內部由於教育的普及，各項的對內的行政措施都健全

的運作，則保持不變，以維持內部的安定。 

四、在遇到危機時，臺灣能夠由其他國家獲得物質和財務支援的可能

性，受限於台灣得特殊國際的地位，是不太有機會獲得。 

五、以其他國家作為解決問題的典範：處於國家分裂狀態的國家，先

前有東西德已完成統一，南北韓仍處於分裂狀態，但兩者勢均力

敵，與臺灣和大陸目前的態勢截然不同，為本書提到的芬蘭與蘇

聯的關係，可作為參考典範。 

六、國家認同:基於臺灣與日本類似，是孤懸海上的島國，以及融合

了原本從大陸的軍民和本土原有的文化，飲食習慣等，逐漸融合

出新的國家認同感。 

七、誠實的國家自我評價:經濟的實力與自由民主是我們的兩大利器，

應以此向外拓展國際空間，避免陷入兩岸軍事對峙的僵局。 

八、國家危機的歷史經驗:以此次新冠肺炎的危機，正好借鏡先前 SARS

的抗疫經驗，使得臺灣成為防疫的優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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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國家失敗的應對之道，就這幾十年的歷史，尚無法分析臺灣是如

何因應失敗。 

十、在過去兩岸處於漢賊不兩立得對立態勢，在因應對岸的改革開放

政策下，雙方都逐漸的交流與接觸，緩和兩岸的政治氣氛，並不

斷的修正與調整，體現針對特殊情況的國家彈性。 

十一、臺灣的核心價值是自由與民主，作為抵抗獨裁專制的壓迫。 

十二、擺脫地緣政治的限制，這一點台灣與日本不同，尤其是近年兩

岸的各項交流頻繁，台灣受到大陸在各方面的影響非常大。 

肆、結語 

臺灣曾經開創出「經濟奇蹟」，讓許多國家前來取經學習，複製

了臺灣經驗，對其國家的的經濟做出正確的導引，而臺灣的自由民主，

更是我們引以為傲，但是近年的發展卻不如以往，雖然不是迫切的重

大危機，但是危機卻是緩慢的醞釀中，如同本書中介紹的德國與澳洲，

所以藉由書中的對於影響國家的危機結果的 12 個因素自我分析，再

從歷史上或是世界各國中搜尋相類似的危機狀態作為借鏡，找出度過

危機的方式或是避免危機爆發的方法。唐太宗名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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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解決危機的最佳註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