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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盪」觀後感 

壹、前言 

自 2016 年川普當選美國總統、英國脫歐，整個世界快速地捲起

民粹主義的浪潮，原本被寄予期待的菁英政治階層無法為百姓帶來希

望，尤其 2008 年金融海嘯以來，全世界經濟受創嚴重，復甦緩慢，

全球化帶來的預期效益，反而造成中產階層被剝削的結果，不滿的情

緒處處烽火不熄地到處漫延，人民要的，政府無法滿足，一些別有用

心的政客趁機煽風點火，利用種族階級的對立，意圖製造矛盾，激起

人民對政府的仇恨，一發不可收拾。尤有甚者，2020 年初又爆發襲

捲全球的新冠疫情，範圍之廣，死傷之重，堪稱是另類的世界大戰，

只是這場戰疫更為棘手，比起有形的戰爭，目標相對的確定清楚，現

在我們面臨的是無影無踪，但又可能處處都存在的敵人，有形的對手

儘管也會狡猾躱藏，但總有 CIA或 FBI等情報系統可以追踪鎖定，但

這遍布全球的敵人，卻讓一向聰明自負的人類遭受前所未有的大動盪，

翻開歷史，實為數百年難得一見的危機，我們的處境可用英國大文豪

狄更斯說過的一句話來詮釋「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

是危機也是轉機，所有發生的事，我們只能接受，如何看待及處理就

是真正的關鍵所在。 

而這本書名「動盪」似乎是最符合世界的現況局勢，這也是我會

選擇本書來作為讀書心得的主因，因為這本書是作者小時候從父親所

述其目睹的慘痛火警事件，及年輕時於求取學位時遭受的信心危機中

脫困的個人危機，進而在進入職場後走訪世界各國所見所聞，並深入

探討數個國家遭受危機時的轉折，其列出的 12 大個人危機因素，嘗

試運用於國家危機時的比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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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特別就七個國家遭逢的國家危機為例，探討其面對危機的處

置方案及結果，並以此對照當前世界局勢，提供參考及建言，因本書

篇幅長，探討國家較多，個人特別就其對日本面臨的危機、演變經過

及結果略敘心得，因其地緣及文化歷史與中國及台灣有著不可抹滅而

深刻的淵源，期藉此書之探討分析，可作為身處複雜地緣政治的我們

一個可茲借鑑及反省的對象，並期許截長去短，以盼同樣面臨動盪紛

擾的台灣，活出嶄新的歷史新頁。 

貳、專書介紹及重點摘要 

本書作者透過二個與其自身相關的個人危機之應對，並從心理學

角度歸納出影響個人危機的 12 因素，擴大運用於國家危機作了嘗試

性的分析與詮釋，以下僅就作者於其熟悉的 6個國家危機的分析中，

就引發方式作概略性的探討，茲分述如下： 

一、 受另一國家衝擊的突發危機（芬蘭和日本）：兩個國家均是受到

強大的敵國威懾，而在衡量自身武力確實無法抗衡下而作出的理

智危機處理，最終分別蛻變為歐洲及亞洲科技經濟強國；前者在

強鄰蘇聯虎視眈眈擴張其勢力範圍的威迫下，芬蘭人強烈的國家

認同，發揮了以小搏大的戰力，最終堅強地守住了防線，雖也付

出了賠款割地之代價，然其為了能長治久安與狼共處，甚而採低

姿態地屈就讓利，而後者則是在 1853 年被太平洋另一岸的強權

美國率艦隊壓境，終結了 200多年的幕府鎖國政策，而被迫見證

西方船堅砲利的壓倒性力量對比的日本，不由得由害怕而接受並

轉而學習以圖強大，因而開啟了明治維新的歷史轉機。 

二、 肇因於國家內部的突發危機（智利和印尼）：1973年，反共的皮

諾契特將軍發動政變，於取得政權後，透過情報及秘密警察組織

展開血腥殘酷的鎮壓手段，鞏固其持續 17 年的獨裁政權，然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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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其採取了市場經濟政策，也獲得相當比例智利人民的推崇，但

隨著獨裁政權下所掩蓋的諸多慘絕人寰的史實被解密，新世代與

受創的兩代間如何取得和解以邁向國家的新生機，這是其面臨的

沉重議題；同樣面臨政變的印尼，於 1965 年，一批左翼軍官發

動了「930運動」，試圖奪權，遭反共將軍蘇哈托部隊鎮壓，並趁

機推翻親共的蘇卡諾政權，並隨即展開對共黨勢力的大清理，其

後一黨獨大的政權，因貪腐的風氣敗壞了發展的前景，直至 1999

年垮台後，經過自由選舉後始有轉機。 

三、 逐漸展開的國家危機（德國和澳洲）：德國納粹政權於二戰垮台

後，除了國家的重建外，以實際行動追究戰時納粹餘孽，於「奧

斯威辛大審判」中，引發了戰後最大的學生運動，讓橫亙在二代

間的鴻溝能重新被檢視，另總理布蘭特於戰後對納粹曾經的暴行，

表達真誠肯切的道歉，及種種為教化下一代而設立的博物館，均

對化解戰爭的仇恨，重建德國起到相當的危機扭轉效果；澳洲，

這個原為英國犯人的流放地，自 18 世紀末作為英國的殖民地，

隨著移民人口的增加及遠離英國以致督管鞭長莫及之下，雖然名

義下國家元首仍為英國國王，然二戰後與英國的關係漸行漸遠，

並開始了大規模移民，1972年廢除了白澳政策，讓澳洲真正是一

個融合多民族的國家，從「英國臣民」演變為「澳洲國民」是澳

洲人民對國家認同的一個巨大轉變。 

參、心得啟示及延伸思考 

本書所探討的國家危機中，作者從引發方式的不同，而予分述探

討，其中，最令我深感震撼及驚訝的，就是日本明治維新的變革，那

是質與量的驚人轉變，封閉了 200年的大門，終於被解鎖了，而美國

就是那把鑰匙，日本自知除了接受「被開門」外，實則無計可施，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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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從被迫的痛苦及不情願中，轉化了被欺壓的心態，將其動力轉而

投向學習進步的西方，它看到了那個機會，並且積極地抓住了它，進

而蛻變成現代一流的經濟大國，然而壯大後的日本，舉起軍國主義的

大旗，在 19 世紀末及二次大戰中，仿效其曾經的欺凌者，恣意殘暴

地遂行其擴張的野心，好似回到廝殺慘烈的日本戰國時代…個人嘗試

就本書及所知所聞，就日本的明治維新的啟發及反省表達正反不同的

淺見： 

一、 團結沈著、忍辱負重：乍受外敵以堅船利砲的威赫，日本卻能忍

受屈辱，接受美國及西方列強的不平等條約，並藉此學習西方長

處，最關鍵的是面臨內部革新與守舊勢力的爭鬥，原本相互敵對

的勢力團結一致，最終促成德川慶喜將軍的大政奉還，將統治權

交還日本天皇，幕府時代正式走入歷史，正式開啟明治維新的歷

史新頁，翻開歷史，能夠成功開創新局者，往往是能夠在關鍵時

候冷靜，將受辱化為精進的動力者，因為躁進必定誤事，所謂「小

不忍則亂大謀」，日本人明白自己極需改變的道理，而眼下的敵

人就是自己的學習對象，在強大的生存壓力之下，他們沒有被擊

倒，反倒以活得比你更美麗的姿態來證實他的強大，甚而以嗜血

的行動來征服對手，那是一種冷靜到令人寒毛直豎的恐怖性格，

延伸到整個國家，形成一種國族意識，終至匯集成一股肅殺殘暴

的軍國主義。 

二、 認清現實、積極進取：在目睹了西方的現代化科技的強，並實際

體驗了力量對比的弱之後，日本決定不自憐自悲，反而積極地採

取行動，最有名的是派遺「岩倉使節團」至歐美展開為期一年半

的文明考察，將歐美的科技制度文化等各層面去蕪存菁地，融會

吸納成了日本進步的養分，進而使日本真正的步入了現代化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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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林，以致今日的日本，從內而外，幾近完全的西化，明治以後

的發展，確實為日本帶來量子般的質變，全般西化的結果，卻也

讓日本失去屬於傳統的味道，那種秉受自中國儒家底蘊的芬芳，

已漸漸失去了原味，一味移植西方追求功利的資本主義，只會讓

單純的笑容變得奢侈難得。 

三、 富國強民、向外擴張：為了廢除不平等條約，日本積極的西化，

並很快地取得突破性的進展，壯大的日本，也漸漸地廢除與西方

列強建立的不平等條約，自認國力已列現代化國家的同時，脫亞

入歐之說開始喚起自命不凡的野心，並間接地埋下擴張勢力的雄

心種子，繼而分別於 1894年及 1904年發動中日甲午戰爭及日俄

戰爭，並取得勝利，但二戰的慘敗卻讓其付出慘痛代價，並因此

被美國駐軍，並禁止其擁有軍隊，以防戰爭發生，自此日本形同

被美國監管，時至今日，仍究擺脫不了美國全方位的控制，而中

國的崛起，這個曾經受其崇拜，後又被其侵犯的鄰居，以其獨特

的特色社會主義，快速地驚動全世界，歷史的輪迴業力一再地上

演，一味崇美的日本，到底何去何從呢？ 

而自詡為「世界警察」的美國，以其強大的國家實力，於全球各

地遍佈其軍事及情報眼線，美其名為維護世界秩序，實則為謀求自身

利益為目的，透過其雄厚的軍事實力及美元霸權，佐以明暗虛實的外

交手腕，橫行無阻於國際，主持正義只淪為其侵吞利益的華麗藉口，

例如智利及印尼的政變，均以反共為口號，實則為掌控當地資源，而

操弄干涉他國的內政，造成國族動亂，傷亡無數；然而隨著 2016 年

民粹主義的抬頭，將重利輕義的川普推上了世界權力的最高峰，標識

著美國內部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危機，政治經濟種族階層各方面的對抗

加深了國家分化的裂痕，對外則由全球主義轉倒回民族主義，這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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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民主國家先驅的美國實為一大笑炳，也許是憚於東方那一頭沈睡已

久的雄獅之驚天一吼，而自亂陣腳吧，然而美國如何面對這頭醒覺的

雄獅？危機與轉機只在一念之間，特別的是，這兩強的危機處理，將

牽動全球的每一根神經。 

肆、結語 

古有明訓「國者，人之積也；人者，心之器也」，心念是一切行

動的源頭，因此行動的結果繫於心念的品質，日本面對美國黑船事件

的衝擊，全民的信念是想讓國家壯大富強，匯聚了巨大一致而堅定的

力量，那富強的結果必然水到渠成，這是吸引力法則的運作原理，同

樣地，在侵略野心熾烈燃燒之時，就會引來更卑鄙蠻橫如美國之流的

碰撞；南韓為日統治 35年，於獨立建國後，為擺脫日本殖民的印記，

在建築、制度、文化、社會各層面深刻體現國族意識的決心，反觀台

灣在經日本統治 50 年後，反倒著了斯德哥爾摩症候群似的，不但未

抗拒與讉責其加害的暴行，竟生起對侵犯加害人的崇敬與依戀，念念

不忘他昔日的美好，而對其種種的暴行選擇性的遺忘，巖然中毒太深，

足證日本人催眠洗腦之能事，至今從國人崇日的心態，甚至連執政的

政府都無視於日本曾經的無恥與狠毒，而極盡諂媚之能力，一味地討

好示弱，但換不回其對曾經的暴行表現出一丁點的道歉，相較於德國

對二戰暴行的懺悔，高下立判，這是台灣人的無能與無恥，而今台灣

領導階層無視於國際現實，竟遠交惡狼以近攻強鄰，全然背離了國際

政治邏輯，對內實行愚民政策，掌控媒體，並濫改課綱，企圖透過教

育植入特定意識形態的企圖，足見日本殖民的餘毒仍持續地在台灣體

內發揮其控制的力道，而對外，由於親美友日仇中，致使甚為依賴外

貿的台灣，幾近被經濟封鎖，在全球化的潮流中，被冷落在孤獨的角

落，台灣面臨的危機就如温水煮青蛙似地，逐步地侵蝕著我們生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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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基，然而生存於其中的我們，仍究感受不到那種灼燒的痛感…台灣

需要的是找回失去的道德根基，日本的美好，我們吸收，他們的惡劣，

我們也應予以嚴正拒絕，管子有云：「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

張，國乃滅亡」，歷史的明訓歷歷在目，然而我們卻自我糾纏於意識

型態的爭論，而邁不開堅定的腳步，曾經經歷過經濟榮景的我們，雖

身處於中美兩強競逐的難險之中，只要找回良善本心，並於此基礎，

建立強大的人才庫，進而選擇可長治久安，富國強民，有為有守，廉

能知恥的領導人，相信，定能於此關鍵的歷史時刻，堅定福國利民的

立場與原則，將台灣帶向安居樂業的未來，那麼，現階段的動盪就會

是我們前進的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