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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拉瑞展現了他「後見之明」的洞識，
深刻闡述了人類簡史 

人類大
歷史 

•哈拉瑞則以他「先見之明」的睿智，為
我們預示了未來簡史 

人類大
命運 

•哈拉瑞聚焦於此時此地，關注資訊科技
和生物科技攜手之後，科技為社會帶來
的巨大顛覆與重塑 

•世事紛紛擾擾之際，我們應該教導孩子
的21項核心課題 

21世紀
的21堂

課 

在一個資訊滿滿卻多半無用的世界上， 
  清楚易懂的見解，就成了一種力量。 
                                 —— 哈拉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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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者
簡報註解
這是另一個選項 適用於使用轉換的概觀投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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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幻滅 

人類思考用的是故事，而不是事實、數據或方程式 

第1部 科技挑戰 第1堂 理想幻滅 

20世紀三大故事：法西斯主義故事、共產主義故事、 
                自由主義故事 

20世紀全球願景：統一世界、發動革命、民族解放… 

很多人認為自由主義理想並不受歡迎，喜歡過去的階級
制度，就是不願放棄自己在種族、民族和性別上享有的

特權。 

第1堂 

簡報者
簡報註解
每個主題都使用章節標題，使對象有明確的轉換感受。 



經濟菁英不再剝削人民，因為已經不需要人民 

1900年代以來網際網路改變全世界 

一般人可能不懂什麼是人工智慧和生物科技， 
    但隱隱感覺到自己將被未來遺棄 

該如何應付下一波人工智慧掀起的衝擊？ 

20世紀群眾反剝削，如今擔心以後自己會無足輕重 

我們現在還處在一種幻滅和憤怒的虛無主義時期 

未來該怎麼往下走？先看看科技帶來什麼挑戰 

真正的考驗在於生態崩潰和科技顛覆 

第1部 科技挑戰 第1堂 理想幻滅 



工業革命以來，機器每搶走一項就工作，也會至少創造一
項新工作 

資訊科技和生物科技在21世紀給人類帶來的挑戰， 
會比蒸汽車、鐵路和電力給上世代所帶來的挑戰大得多 

2017谷歌的AlphaZero 從0開始學習西洋棋，只花4小時
擊敗2016全球電腦西洋棋冠軍Stockfish 

工作 
第2堂 

等你長大，可能沒有工作 

第1部 科技挑戰 第2堂 工作 

AI學習速度之快 令人驚駭 

簡報者
簡報註解
每個主題都使用章節標題，使對象有明確的轉換感受。 



AI有兩種非人類能力：連結性、可更新性 

例如：交通部修改交通規則，所有自動駕駛車可在同一
時間更新。 

例如：醫學出現新知，所有AI醫生瞬間同步更新 

AI可為你的心情為你量身打造背景音樂 

會造成系統性大規模失業危機？ 

1920年 農場機械化    農場工人 工廠工人 

1980年 自動化     工廠工人 超市收銀員 

人類還有什麼能力勝過AI？ 

第1部 科技挑戰 第2堂 工作 



規律性、低技能的工作，可以輕鬆轉向另一項 
規律性、低技能的工作 

需要高水準的專業知識的新工作，無法解決 
無技能勞工失業問題 

無人機維修、遠端遙控、 
資料分析、網路安全… 

AI無人機 取代 飛行員 工作消失 

創造新的工作機會 

雖然出現許多新的人類工作，仍可看到新的「無用階級」 

許多勞工找不到工作，許多雇主找不到有技能的勞工。 

隨著AI不斷改良，人類工作也需要一再學習新技能、
改變自己的專業領域 

第1部 科技挑戰 第2堂 工作 



工作交給AI 安全嗎？ 

AI醫師 
可以進偏鄉 
可連結、可更新、錯誤率低 
更好、更便宜的醫療服務 

自動駕駛車 
不酒駕、不超速、不分心、不勞累 
交通品質提升，大幅降低道路傷亡 
每年拯救一百萬人性命 

我們真正該保護的是人類而不是工作 

2050年的就業市場 在於 人類與AI的合作 
而不是競爭 

第1部 科技挑戰 第2堂 工作 



人有自由意志，自由程度一律平等。 

政治-民主選舉：選民能做出最好的選擇 
經濟-自由市場：顧客永遠是對的 
個人-人身自由：聆聽內心的聲音、隨心所欲 

電腦演算法能給的建議比「聆聽自己內心的聲音」更好 

自由 
第3堂 

大數據在盯著你 

第1部 科技挑戰 第3堂 自由 

我們真有「自由意志」？ 

簡報者
簡報註解
每個主題都使用章節標題，使對象有明確的轉換感受。 



第1部 科技挑戰 第3堂 自由 

大多數的人並不了解自己 

哈拉瑞21歲才意識到自己是同性戀者 

當你瀏覽網站、YouTube、社群媒體…， 

大數據在盯著你，從眼球移動、心跳、血壓…. 收
集你的喜好，資訊高價賣給可口可樂，決定用肌肉男/
美女拍攝廣告 

小說<<一九八四>>：我們看電視，電視也在看我們。 

假笑和真心大笑，人類自己察覺不到不同，但生物統計
感測器可不會放過。 

擁有資訊的人，將會瞭解我們的性格類型，知道如何觸
動我們的情緒 

幫我們挑片、幫我們做出人生重要決定：讀什麼科系、
在哪裡工作、和誰結婚… 



第1部 科技挑戰 第3堂 自由 

「真相」由谷歌決定 

今日的「真相」由谷歌搜尋排名最頂端的結果來定義 

谷歌導航-->從經驗中學會相信谷歌--> 
習慣盲目遵照谷歌地圖指示-->找路能力退化 

未來能靠谷歌為我們做決定，選擇職涯、人際關係… 

現在我們信賴Netflix推薦電影，由谷歌地圖決定向左
向右走…，民主選舉、自由市場將失去意義 

機器人比父母更知道如何觸動你的情緒，並用這項能力
來向你推銷。推銷賣車、選舉投票… 

為避免「天然愚蠢」，每投入1分提升人工智慧，應

同樣投入1分來提升人類意識，讓人類長久仍是保有
意識的生物。 

電腦有了「人工智慧」，更加強人類的「天然愚蠢」 



20世紀的歷史有一大部份就是要減輕階級、種族、性別之

間的不平等 

平等 
第4堂 

擁有資料的人，就擁有未來 

第1部 科技挑戰 第4堂 平等 

貴族 

平民 

資本家 

 

無產階級 

文明人 

 
野蠻人 

農業革命後 
的不平等 

工業革命後 
的不平等 

AI革命後 
的不平等 

土地 機械/工廠 大數據 

簡報者
簡報註解
每個主題都使用章節標題，使對象有明確的轉換感受。 



20世紀的不平等： 

全球化讓許多人受益，少數團體逐漸壟斷全球化的成果 

但能用錢買到的，頂多是地位的象徵 
公爵不比農民更有天賦 

出現延長生命、身體和認知能力再升級的全新療法，代
價極昂貴，只有富人能買到 

最富有的1％擁有全球大部份的財產 

現在，最富1％就已經擁有全球一半的財產， 
最富100人的財富已超越最貧窮40億人的資產總和 

2100年後的不平等： 

富人比窮人更有天賦/創意/聰明/健康，擁有全世界大
部份的美麗，而且還可以用優秀的能力進一步強化自己 

第1部 科技挑戰 第4堂 平等 

生物工程+AI，人類分為2群， 

1小群超人類 v s絕大多數下層且無用途的「智人」 



第1部 科技挑戰 第4堂 平等 

長期來看，只要取得足夠的資料數據和運算能力，資料
龍頭企業就能破解生命最深層的秘密，能夠做選擇或操
控我們，甚至重新設計生物或無機的生命形式 

資產誠可貴，資料價更高 

他們短期仍需賣廣告，不在意賺多少，而是能收集多少
資料。控制和塑造未來的關鍵，所以資料比實質獲利更
重要 

一般人很難抗拒，很樂於將個人資料換得免費電子郵
件或可愛貓咪影片 

以有無機器人行程邊界，出現「文明區」與「野蠻區」 

文明區作戰適用半機器人互丟邏輯炸彈，野蠻區則是砍
刀和突擊步槍 

天龍國不需要野蠻人 



社群 

文明 

國族
主義 

宗教 

移民 

第二部 
政治挑戰 



FB不論有多少好友，真正瞭解的人不會超過150個。 

今日與國外的朋友說話比以前容易，但早餐時和家人說
話卻比較難 

社群 
第5堂 

要認清「人類還有身體」 

第2部 政治挑戰 第5堂 社群 

相知滿天下，知心能幾人？ 

社群讓整個地球連結更加緊密，但每個人的生活卻比

過去更加孤單 

生病時可以和遠端線上的朋友說話，但沒辦法為我帶一
碗熱湯 

簡報者
簡報註解
每個主題都使用章節標題，使對象有明確的轉換感受。 



你是否和自己的身體感官失去了聯繫？ 

上個世紀，科技讓我們和身體的距離愈拉愈遠，逐漸失

去味覺和嗅覺能力 

一頭栽進智慧型手機和電腦，對網路發生的事情比對街
上發生的事情更有興趣 

一邊走路一邊發簡訊，坐在某個螢幕前狼吞虎嚥，收
email、看影片…，不會注意食物嚐起來味道如何 

FB「分享體驗」使現代人對自己的瞭解，常常是從別
人的觀點出發。 

有趣的事拍照上傳等有人按讚 
自己到底有何感受？ 

事實上，他們的感受愈來愈來自於網路上的回應 

第2部 政治挑戰 第5堂 社群 



線上社群和線下社群 

把太多時間精力發在認識奈及利亞的某個網友，就會犧
牲掉你認識隔壁鄰居的能力 

FB應進一步設法縮小線上社群和線下社群之間的差距 

谷歌眼鏡、寶可夢之類的遊戲，都是希望能消弭線上和

線下的分別，融合成單一的擴增實境。 

第2部 政治挑戰 第5堂 社群 

祖克柏希望人類在線上團結起來，建立全球社群，解
決社會政治動盪問題（毒癮猖獗、極權主義…） 



人類一向分成不同文明，不同文明就有不同的世界觀，
無法相容。 

文明 
第6堂 

世界只有一種文明 

第2部 政治挑戰 第6堂 文明 

天下大勢，分久必合 

綜觀歷史，文明一再發生衝突，唯有最適者能夠生存。 

不同物種交配的後代不具繁殖能力，因此物種永遠不會
合併。例如大猩猩與黑猩猩。 

人類與動物物種最大的差別-人類部落隨時間不斷聚集
成愈來愈大的群體 
例如德國人、法國人、英國人、歐洲人… 

簡報者
簡報註解
每個主題都使用章節標題，使對象有明確的轉換感受。 



最近幾個世代，剩下的文明已經開始融合成單一的全球
文明 

第2部 政治挑戰 第6堂 文明 

全球民眾不只互相接觸，各種信念和作法也愈來愈一致 

不同群體之間建立連結 
例如奧運，看似國與國之間的競爭，實際上是全球達成
了極了不起的全球協議。人類有能力組織這樣一件大事 

不同群體採用同樣的作法 

單一的政治典範 
地球上分成大約200個主權國家，都大致認可同樣的一
些外交協議、共同的國際法規 
對各國國土形狀都有共識 

世界每個國家的國歌都遵守同樣的模式 
只有幾分鐘的管弦樂曲， 
國旗也呈現同樣沈悶的一致性，長方形、顏色、條紋、
幾何形狀 



第2部 政治挑戰 第6堂 文明 

至尊美元 
每天的日常生活和經濟財富都依靠著同樣的經濟理論、
同樣的企業和銀行制度、同樣的資金流動 

美元鈔票超越了所有政治和宗教分歧，得到了四海一心
的尊重熱愛。 

醫學一統 
有醫院看起來都大同小異， 
醫師都穿白袍， 
過去都在差不多的醫學院理學同一套科學理論， 
遵循同樣的醫療方案， 
用同樣的測試、得到非常類似的診斷結果， 
開出同一間國際藥廠製造的藥物。 

同樣相信身體是由細胞組成、疾病是由病原體引起、抗
生素會殺死細胞… 



第2部 政治挑戰 第6堂 文明 

我們都屬同一個全球文明 

今天，全球受過教育的人都相信著同一套物質、能量、
時間、空間的理論 

幾乎所有人都屬於同一個文明 

21世紀的巨大挑戰，都會是屬於全球層級。 
氣候變遷、電腦升級、生物科技…，讓我們產生爭論和
衝突， 

但不會讓人類分裂，反而讓我們更加相互依賴，因為

我們都屬同一個全球文明 



人類因為遇到部落都無法解決的挑戰，如部落割據…，

所以形成國家 

國族主義 
第7堂 

全球問題需要全球性的答案 

第2部 政治挑戰 第7堂 國族主義 

國家獨一無二，為了自保，對抗狡詐的鄰國，才需要軍

事擴張，發動戰爭 

21世紀人類面臨三大威脅，只要世界仍分裂為各個敵
對的國家，就很難同時克服。 

簡報者
簡報註解
每個主題都使用章節標題，使對象有明確的轉換感受。 



在核武時代，全球社群也逐漸超越各國國層級，因為只
有更大的社群，才能控制住核武 

威脅一、原子彈 

美國川普、英國梅伊（2019強森）、俄羅斯普丁、印度
莫迪等人訴諸於國族情感，能夠拯救世界？ 
或是逃避現實不想面對棘手的全球問題？ 

沒有強而有力的國際合作體制，光靠自己國家，是否有
能力保護世界？保護自己免於核毀滅？ 

威脅二、生態崩潰 

棲地退化、動植物滅絕、溫室效應、氣候變遷、沙漠擴
大、冰帽消失、海平面上生、極端天氣… 
糧食短缺、城市遭洪水淹沒、數億難民流離失所跨越國
界 

第2部 政治挑戰 第7堂 國族主義 

不論國力多強，沒有一個單一國家能夠阻止全球暖化 



2次世界大戰讓科技發展一飛沖天 

核武對抗像是一場超理性的棋局 

威脅三、科技顛覆 

今日，我們仍和尼安德塔人或黑猩猩的身體結構/體能/
智力大致相似， 

1、2世紀內，生物科技和AI結合後，可能讓我們的
身體結構/能力/心理特徵，完全擺脫人科動物模式。 

如果無法訂定全球認可的倫理準則，用生物工程和AI來

生及人類、創造新生命形式的科學怪人滿街跑？ 

第2部 政治挑戰 第7堂 國族主義 

核戰是可能的未來，氣候變遷卻是現實的現在 

核戰和氣候變遷只威脅人類的生存，破壞式創新的科

技可能改變人類的本質 



每次長期的環境威脅必須犧牲短期利益的時候， 
國族主義者常常會把當下的國家利益放在首位。 

地球這艘太空船，需要同舟共濟 

國族主義者目光短淺、自私自利，於是未能看清風險。
想直接把問題留給其他地方的人。 

我們已經有全球的生態、全球的經濟、全球的科學 

全球難題真正的解法就是讓政治「全球化」 

第2部 政治挑戰 第7堂 國族主義 

雖然人類對AI和生物工程有疑慮，一旦到了危機時期，
人類會願意冒險 

21世紀，「國家」這種架構不再足以面對這時代最重要
的種種挑戰。 

面對全球難題，國族主義已太狹隘 



前現代時期，宗教需負責解決世俗的技術問題 

宗教 
第8堂 

神旨現在為國家服務 

第2部 政治挑戰 第8堂 宗教 

例如農業，神聖曆法會告訴你何時該下種、何時收穫，
搭配寺廟儀式，祈風調雨順、害蟲不興 

例如醫學，古埃及或中世紀歐洲，生病看巫醫（不是
醫生），上寺院（不是醫院） 

面對21世紀的重大問題時，宗教能做些什麼？ 

已有答案，才轉向「古蘭經」找出某個篇章，只要詮釋
時發揮足夠想像力，一定能從經文理找到支持的說法。 

簡報者
簡報註解
每個主題都使用章節標題，使對象有明確的轉換感受。 



21世紀仍靠宗教神話上的理由將人分為猶太人、穆斯林、
俄羅斯人或波蘭人。讓人們覺得自己有特殊之處 

21世紀宗教仍無法帶來雨水、無法醫治疾病、也無法製
造炸彈， 
用各種儀禮、儀式和儀典，讓某些人團結起來，分出誰
是「我們」誰是「他們」 

神祉為國家服務 

宗教發揮力量，以日本為例 

19世紀日本迅速且極其成功的現代化，卻創造出官方版

的神道教，崇敬日本天皇，認為天皇是一位現人神。 

現在化速度驚人 + 國家極度忠誠 

「神風特攻隊」融合當時最新進的科技，及最先進的
宗教洗腦，由人類飛行員自願踏上單程任務。 

第2部 政治挑戰 第8堂 宗教 



許多國家都想學習日本的例子，一面現代化，一面靠傳
統宗教來維護自己的國族認同 

東正教-俄羅斯，天主教-波蘭，伊斯蘭什葉派-伊朗，
伊斯蘭瓦哈比派-沙烏地阿拉伯，猶太教-以色列 

北韓灌輸國民「主體思想」的國家宗教，史上第一個把
核武納入教條的宗教 

只要人類需要大規模合作，大規模合作需要虛構的共同
信仰，宗教、儀禮和儀式的重要性就不會消失。 

宗教更難超越國界而解決核戰、生態崩潰和科技顛覆等
等全球威脅 

第2部 政治挑戰 第8堂 宗教 



全球化已經大大減少世界上的文化差異 

移民 
第9堂 

文化可能就是有高下之別 

第2部 政治挑戰 第9堂 移民 

愈來愈多人跨國界追求工作機會、安全保障、以及更美
好的未來 

歐盟建立繁榮的多元文化體系，吸引移民前仆後繼。移
民和難民潮愈來愈強 

移民是 責任？  施捨？ 
       全數接受？選擇一些人？完全拒絕？ 

應花多久時間，移民才能成為社會的正式成員？20年？
40年？ 

簡報者
簡報註解
每個主題都使用章節標題，使對象有明確的轉換感受。 



入境隨俗 VS. 頑固守舊 

絕望的人都能找到突破口，與其逼到暗處造成人口販運、
非法勞工、無證兒童、地下社會…等問題，不如何法化，
公開處理 

親移民者：歐洲本身就非常多元，原就有非常多樣的意
見、習慣和價值觀，應該對移民寬容。 

反移民者：意見偏執/極端主義者人數不多，還能接納，
一旦數量超過，社會就會變質。 
若歐洲接收太多中東的移民，最終會成為中東的模樣。 

移民應心存感激，而不是彷彿成了主人，還想做出各式
要求。有接受當地文化的義務？ 

許多國家對非法移民睜一眼閉一眼，為了運用外國的廉
價勞力引進短期外勞，卻拒絕讓這些人地位合法化， 

長久下來形成階級社會，上層階級的正式公民，剝削
著無權無勢的下階層外國人 

第2部 政治挑戰 第9堂 移民 



文化差異確實存在 

來自貧民窟的非裔美國人，一心想要融入霸權的美國文
化，卻可能遭到體制性歧視的阻擋 

傳統的種族主義就是一種偏見 

人類文化存在著差異，差異並不代表有高下之別，我們
應該欣賞這些多元性 

黑人不是因為基因不好而容易犯罪，是因為某些地區的
文化有劣根性。 

第2部 政治挑戰 第9堂 移民 

美國警察的偏見，並不是出於生物學的理由，而是因為
過去奴隸莊園，加上市中心貧民區所留下的印象。 
膚色就是會有影響。是美國歷史留下的問題。 

一個世紀以前，歐洲人一心認為某些種族（白人）本質
上比其他種族優越。 
移民的情境裡，仍有理由認為地主國文化更優越。 



恐怖
主義 

戰爭 

謙遜 

神 

世俗
主義 

第三部 
絕望與希望 



會使用恐怖主義的人，其實是在人類的社會中處於邊緣、
力量弱小的一群。竟演變成全球政治的主宰。 

恐怖主義 
第10堂 

別讓驚悚片給嚇倒了 

第3部 絕望和希望 第10堂 恐怖主義 

恐部份子真正奪走的性命，其實非常少，卻讓幾十億人
深感恐懼，也讓歐美的龐大政體為之動搖。 

恐怖行動 
演一場戲 

人民心生
恐懼 

影響 

政權 

發動戰爭 

政府演一場戲 

鞏固 

政權 

簡報者
簡報註解
每個主題都使用章節標題，使對象有明確的轉換感受。 



像蒼蠅激怒公牛，讓公牛摧毀瓷器店 

恐怖主義是一種軍事策略，意圖在改變政治局勢，方式
是傳播恐懼，而不是造成實質損害 

911事件劫機攻擊世界貿易中心的雙子大樓，造成3000
人喪命，讓人印象深刻，引起恐懼。 

2001年美軍+北約國家向阿富汗發動戰爭，捉拿賓拉登，
造成7萬人死亡。 

恐怖主義就是一場戲，重點不再於實質損害，而是如何
影響情緒。恐部份子俘虜了我們的想像力，用來對付我
們。 

恐怖大戲引發公民內心恐懼，國家只好上演一場安全大
戲，消除這些恐懼 

第3部 絕望和希望 第10堂 恐怖主義 



恐怖大戲引發公民內心恐懼，國家只好上演一場安全大
戲，消除這些恐懼。 

對付恐怖主義最佳方式：良好情資、隱密行動、打擊背
後金源網路 

但…電視上不夠精彩 
場面至少和大樓轟然傾頹一樣壯觀，最好有更多火焰… 

媒體往往免費提供宣傳，應維持正確態度，避免把危
險過度誇大 

第3部 絕望和希望 第10堂 恐怖主義 

我們對恐部份子過度恐懼和過度反應，投入太多資
金、時間和政治資本，就不可能用來對付全球暖化、愛
滋病和貧窮問題 

恐怖份子為何如此成功？ 



過去幾十年是人類歷史上最平靜的時代。 
人類暴力約佔所有死亡人數， 
早期農業社會15％， 
20世紀約佔5％， 
今日只佔1％。 

戰爭 
第11堂 

永遠不要低估人類的愚蠢 

第3部 絕望和希望 第11堂 戰爭 

一場成功的戰爭，能掠奪城池、販售奴隸，佔領麥田、
金礦、油田、牧野，能促進經濟繁榮，提升政治權利。 

簡報者
簡報註解
每個主題都使用章節標題，使對象有明確的轉換感受。 



未來很難再有「成功的戰爭」 

21世紀主要經濟資產是科技和企業知識，知識無法用
戰爭掠奪 

蘋果、臉書、谷歌等這些企業價值數千億美元，靠武力
根本搶不著 

21世紀初期，俄羅斯與烏克蘭的戰爭，經濟入不敷出，
俄羅斯號稱勝利，但經濟停滯不前。 

俄羅斯懂得克，小心翼翼遵守校園霸凌的原則：「要打
就挑最弱的，而且別打太兇，免得老師出手。」 

俄羅斯近年舉動看似侵略，只是想加強目前薄弱的防禦，
靠自己的軍力，免受西方侵犯。 

第3部 絕望和希望 第11堂 戰爭 



核戰、網路戰都是高損害、低利潤 

不論個人還是集體，人類常常做出自我毀滅的舉動 

第二次世界大戰戰敗國戰後居然進入前所未有的興盛，
德國、義大利、日本，20年後，富裕程度都是前所未見 

原子彈出現後，世界大戰不會有贏家，只會是集體自殺 

惡意軟體和邏輯炸彈，可能讓達拉斯的空中交通中斷、
火車在費城相撞、蜜西根州電網停擺 

這些工具能摧毀整個國家，卻無法打造有利可圖的帝國。 

第3部 絕望和希望 第11堂 戰爭 

永遠不要低估人類的愚蠢 

1930年代，日本認為若不奪下朝鮮、滿州和中國，經濟
將停滯。 
事實上，日本著名的經濟奇蹟，是在輸掉征服行動之後
才展開。 



許多人都以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自己的文化是人類歷
史的關鍵。 

謙遜 
第12堂 

世界不是繞著你轉 

第3部 絕望和希望 第12堂 謙遜 

希臘人相信歷史始於荷馬、索福克里斯和伯拉圖 

中國人認為歷史是從黃帝和夏、商、周代開始的 

印度人相信飛機和核彈都是由印度先賢發明的 

英、法、德、美、俄、日和其他無數國家都相信，如果
不是自己國家的非凡成就，全人類早就活得野蠻無知、
毫無道德。 

簡報者
簡報註解
每個主題都使用章節標題，使對象有明確的轉換感受。 



其實，猶太人對歷史的貢獻很有限 

猶太教一神論讓許多人比以前更不寬容，導致宗教迫害
與聖戰蔓延、肆虐各方。 

直至19、20世紀，猶太人放棄猶太經典，轉向實驗室，
在現代科學大展長才，才對全人類有了非凡的貢獻。 

諾貝爾獎得主約有20％是猶太人（猶太人佔世界
人口0.2％） 

以色列教導「猶太教是人類歷史上的超級巨星」，兒童
完成12年國民教育，對全球歷史演進卻沒有清楚的概念。
因為課程幾乎不提中國、印度或非洲。 

早在猶太教出現的幾千年前，人類就已經殖民了整個地
球、發展出農業、蓋起城市、發明了文字和金錢。 

第3部 絕望和希望 第12堂 謙遜 



個人應謙和，也要當心集體傲慢 

許多宗教一邊讚頌謙遜，一邊想像自己是宇宙最重要的；

一邊要求個人謙和，一邊又展現出集體傲慢。 

最重要的是在神的面前謙遜 

猶太科學家的非凡成就主因為猶太文化極為重視教育，
其次為這個受迫害的少數族群希望證明自己的價值。 

第3部 絕望和希望 第12堂 謙遜 

每次講到神，人們往往都自稱卑微，但轉頭就以神之名，
對同胞作威作福。 



世上真的有神嗎？ 

神 
第13堂 

不要妄稱上帝的名 

第3部 絕望和希望 第13堂 神 

對於宇宙最令人費解的奧秘，我們通常都用「神」來解
釋。 

⟪聖經⟫十誡中第3條，要人不可妄稱神的名。是要告
誡我們：不該用神的名義，來為自己的政治利益、經濟
野心或個人仇恨找藉口。 

若想對鄰國發動戰爭、偷走他們的土地，別用神當理由，
去找另一個藉口吧 

簡報者
簡報註解
每個主題都使用章節標題，使對象有明確的轉換感受。 



信眾的行為決定了神的價值 

如果你明白某項行動會知何給自己或他人造成不必要的
痛苦，自然就不會去做。 

如果深信某個神，有助遏制心中的憤恨，這是宗教信仰

對世界的和諧的重大貢獻。 

不是所有人類都信奉同一個神，甚至有人是無神論者，
但所有人類社會都有自己的道德觀 

道德的重點並不是「遵守神聖的誡命」，而是要「減少
痛苦」。 

如果宗教信仰反而煽動憤恨、製造衝突敵意，就無法帶
來平和。 

不信任何神祉，也可以是一種選擇，我們不需要稱神的
名，也可以過著道德充滿的生活。 

第3部 絕望和希望 第13堂 神 



世俗主義不信有神或天使、不上教堂不拜廟，不行儀禮、
不做儀式。 

世俗主義 
第14堂 

面對自己的影子 

第3部 絕望和希望 第14堂 世俗主義 

世俗主義並非教導孩子不要相信神，而是教導如何區分
真相和信仰，培養對受苦生物的同情心，欣賞全球的智
慧和經驗，能思考、不害怕未知，不害怕自己的陰影，
承認錯誤也願意指出自己的盲點，以及為自己和世界負
起責任。 

簡報者
簡報註解
每個主題都使用章節標題，使對象有明確的轉換感受。 



第3部 絕望和希望 第14堂 世俗主義 

真相基於觀察和證據，而非單純相信。 
推動了現代科學，讓人類破解原子、解釋基因組、追
溯生命的演化… 

真相 

深刻的理解痛苦，而非聽從神的教誨。 
看重科學真相是為了減少世間的痛苦。 

同情 

質疑所有階級制度。 
「獨特」不等於「優越」，除對自己國族有特殊義務
外，對全人類也有責任。 

平等 

有思考、調查及實驗的自由 
伽利略敢質疑地球是否是宇宙不動的中心。 

自由 

承認自己無知，積極尋找新證據，勇敢走進未知領域 
不害怕質疑自己的想法、對自己再次檢查。 

勇氣 

現代社會種種犯罪和失敗（從種族滅絕到生態退
化），人類同樣責無旁貸。 

責任 

世俗主義的主要價值觀： 



無知 

正義 

後真
相 

科幻
小說 

第四部 
真相 



人類很少真的自己思考，而是以群體為單位來思
考，所以勝過其他生物，成為地球的主人。 

無知 
第15堂 

你知道的比你以為的少 

第4部 真相 第15堂 無知 

知識的假象：每個人其實懂得很少，卻以為自己懂很多，
原因在於我們把存在其他人腦中的知識，也看做是自己
的知識。 

好處：知識的假象讓我們繼續愉快過生活，不做無謂的
努力。 

壞處：有人高談闊論如何因應氣候變遷和基因改造作物，
實際上對氣象學或生物學一無所知。 

現代人幾乎所有需求，都有賴於他人的專業知識。 

簡報者
簡報註解
每個主題都使用章節標題，使對象有明確的轉換感受。 



權力黑洞 

巨大的權力就像一個黑洞，會扭曲真相和事實，而
且愈接近、扭曲程度就愈大。 

人類很少能認清自已的無知， 
因為一直待在如同回聲室的同溫層裡，往來的都是思想
相近的朋友，接受的都是肯定自己意見的新聞訊息。 
各種信念都是不斷增強，鮮少遭受挑戰。 

所有人都想討好你、安撫你，或是從你那裡得到些什麼。 

若真想得知真相，就需逃出權力這個黑洞。革命性的知
識很少能夠抵達權力中心 

承認自己的無知 

領導者如果待在權力中心，對世界的看法就會極度扭曲；
如果勇敢來到周邊，會浪費許多寶貴的時間。 

未來幾十年，世界將變得更加複雜，我們最好的選擇就
是承認自己的無知。 

第4部 真相 第15堂 無知 



正義 
第16堂 

我們的正義感可能已經過時 

人類的正義感也是從遠古演化而來，只要掌握因果關係，
就容易理解。 

現代全球化世界的特點：因果關係高度分化且複雜。我
們的正義感可能已經過時。 

如何在全球化的世界實現正義？人們必須去「知道」各
種事 

第4部 真相 第16堂 正義 

如果全球經濟體系不斷以我的名義、在我不知情的狀況
下偷走我的錢，我該如何避免？ 

假如：我投資1萬美元購買某家大型石化公司的股票，
每年獲利5％的股資，但這公司將有毒廢氣物排入河流，
我的角色如何？我有犯罪嗎？ 

簡報者
簡報註解
每個主題都使用章節標題，使對象有明確的轉換感受。 



後真相 
第17堂 

某些假新聞萬世永存 

回顧歷史，政治宣傳和假資訊由來已久 

俄羅斯稱烏克蘭不是一個獨立的國家 

中國否認西藏是一個獨立的國家 

第4部 真相 第17堂 後真相 

以色列說巴基斯坦人從來就不存在 

現在已進入後真相時代！我們身邊充滿各種謊言和虛假 

後真相始於政治宣傳 

簡報者
簡報註解
每個主題都使用章節標題，使對象有明確的轉換感受。 



宗教神話-流傳千年的假新聞 

只有人類能創造出虛構的故事，並把這些故事流傳出去，
讓幾百萬人都相信 

如果有一千人相信某個編造的故事、相信一個月，這是
假新聞。 
如果是十億人相信某個編造的故事、相信一千年，就成

了宗教信仰，而且會警告所有其他人，不准說這是假
新聞。 

虛構故事是人類最強的武器， 
透過信條將民眾聚集一起，得以大規模合作。 
在宗教啟發下，人類雖組成軍隊、蓋起監獄，但也建起
醫院、學校和橋樑。 

⟪聖經⟫本來就不是要紀實敘述，而是一個藏有深刻智
慧的隱喻故事。 

第4部 真相 第17堂 後真相 

日本戰敗時，裕仁天皇也公開承認他終究是人，而非神 



曾經的謊，永遠的「真相」 

晚近時期，每個國家都創造了自己的國族神話。 

謊話說一千次就成了事實 

一般企業也得編造故事、製造假新聞。 
可口可樂廣告讓幾十億人潛意識裡相信可口可樂和年輕、
健康、運動聯繫在一起。 

歷史上，學者究竟是為當權者服務、或是為真相服務？ 
讓所有人相信同一套故事而團結起來？ 
或是讓所有人知道真相後成為一盤散沙？ 
目前為止都是先注重團結，才講究真相。 

第4部 真相 第17堂 後真相 



走出洗腦機 

我們不該把假新聞視為常態，沒有任何報紙絕無偏見或
錯誤，有些會努力找出真相，有些報紙就是洗腦的機器。 

所有人該負起責任，找出自己的偏見、驗證資訊來源
（報紙、網站、電視、某個人..）是否可信。避免被洗
腦，分辨現實與虛構。 

科學雖然侷限，也曾犯下錯誤，但仍然是我們最可靠
的知識來源。 

第4部 真相 第17堂 後真相 



科幻小說 
第18堂 

未來和電影演的不一樣 

雖然我們還無法確定細節，但唯一能確定的就是：一
切將會改變！ 
⟪駭客任務⟫⟪雲端情人⟫⟪西方極樂園⟫⟪黑鏡⟫ 
電影/影集塑造對現今科技社會和經濟發展的理解 

第4部 真相 第18堂 科幻小說 

如果某人向你描述21世紀中葉的世界， 
聽起來像是一部科幻小說，他很可能是錯的。 

如果某人向你描述21世紀中葉的世界， 
聽起來一點都不像是科幻小說，那他肯定是錯的 

簡報者
簡報註解
每個主題都使用章節標題，使對象有明確的轉換感受。 



活在盒子裡 

⟪駭客任務⟫ 
所有人類都監禁在網路的
世界裡，他們感受的一切，
都是由一個主演算法所形
塑。 

⟪楚門的世界⟫ 
一個人在渾然未知的情況下，成
了電影實境秀的主角，完全不知
道所有親朋好友都是演員，發生
在他身上的一切都是精心設計的
腳本。 

第4部 真相 第18堂 科幻小說 



迪士尼不再相信自由意識 

⟪腦筋急轉彎⟫ 
用最新的人類神經生物學的觀
點來參觀小女孩的大腦，發現
就是個巨大機器人，由一群互
相牽制的生化機制所控制。 

樂樂、憂憂、怒怒、驚驚、厭厭，控制小女孩
所有情緒、決定和行動。 

第4部 真相 第18堂 科幻小說 

演算法和攝影鏡頭控制了真實的個人和現實， 

要擔心的是，我們認為的「真實」也是一種神話。 

人類早就受困在一個盒子裡（人的大腦），而且盒子外
有更大的盒子。 
就算逃離了母體，唯一發現只是一個更大的母體。 



教育 

意義 

冥想 
第五部 
生命意義 



教育 
第19堂 

改變是唯一不變的事 

人類需要哪些特定的技能？ 

現在孩子所學各種科目技能，絕大多數到了2050年可能
再也沒有用途。 

用「過去」的知識，教導「現在」的孩子， 
面對「未來」的世界？ 

2050年的世界和就業市場是什麼模樣？ 

第5部 生命意義 第19堂 教育 

資訊爆炸，老師最不需要交給學生的，就是更多的資訊 

學生需要的是能夠理解資訊、判斷哪些重要，並能夠

結合這點點滴滴，組成一個整體的世界觀。 

簡報者
簡報註解
每個主題都使用章節標題，使對象有明確的轉換感受。 



別再填鴨了，4 C才是王道 

太強調提供資訊 
太強調學習一套既有的技能 

學校該教4C 
批判性
思考 

溝通 

合作 創意 

第5部 生命意義 第19堂 教育 

學校應強調通用的生活技能， 

能夠臨機應變、學習新事物， 

在不熟悉的情況下，仍然保持心理平衡 



人生將是一連串的轉型 

21世紀，「穩定」是奢侈品。 
若想死守著穩定的身份、工作、世界觀，世界只會咻地
一聲超越你，把你遠遠拋在後方。 

第5部 生命意義 第19堂 教育 

需要心態非常靈活、情感極度平衡 

人類壽命延長，你有可能幾十年活得像一塊無知的化石。 

等到改變成為常態，過去經歷的參考值慢慢降低。 
愈來愈須面對以前從未遇到的事物。 

想讓自己在這世界還有點兒用，需能不斷學習、重塑自
己 

不確定性已經不是例外，而是常態，要怎麼過下去？ 

將不得不一再放棄某些自己最熟悉的事物，學會與未知
和平相處。 



在過去，「聽大人的話」會是安全選項。 
21世紀不一樣，你永遠無法知道，大人告訴你的到底世

永恆的智慧、還是過時的偏見 

第5部 生命意義 第19堂 教育 

現在是駭客攻擊人腦的時代。 
可口可樂、亞馬遜、百度和政府爭先恐後，都想駭進你。 

科技並不壞，知道自己想要什麼，可以幫助裡達成目
標。不知道自己想要什麼，科技很容易為你塑造目標，
控制你的生活。 

街上的人像喪屍一樣遊蕩，臉幾乎貼在手機上， 
你覺得是他們控制了科技？還是科技控制了他們？ 

不想主演⟪楚門的世界⟫，不想住在母體裡， 
就要「認識你自己」。 

認識你自己 

人人都需知道自己的本質，希望在人生中達到什麼目標。

最重要的是得一次又一次重塑自己。 



意義 
第20堂 

生命不是虛構的故事 

第5部 生命意義 第20堂 意義 

⟪獅子王⟫ 
辛巴想知道生存的意義， 
木法沙告訴他，這世界有個
偉大的「生命循環」， 
每個動物都有自己的角色要
扮演，一切環環相扣，相互
依賴。 

簡報者
簡報註解
每個主題都使用章節標題，使對象有明確的轉換感受。 



為自己的人生賦予意義，只需要符合2個條件： 

1.我在這個故事中至少扮演某種角色 
2.故事的範疇不一定無窮無盡，但至少要能夠延伸超出
自己的視界。 
 

設法瞭解自己，瞭解自己心靈，瞭解自己的欲望。 
是自己，透過自由選擇和自己的感覺，為一切賦予意義。 

只要自己能夠「留下些什麼」，讓自己個人的故事能夠
超越死亡，就夠了。 

我的人生目標是什麼？ 
擺脫限制，透過感受、思考、渴望和發明，去創造意義。 

第5部 生命意義 第20堂 意義 



「自我」也是一個虛構的故事 

瞭解自己，關鍵的一步是要承認「自我」也是一個虛構
的故事 

完美笑顏的晚餐照背後，可能是塞車、爭吵、冷戰… 

自我內心的宣傳機器也會用珍貴的記憶、寶貴的創傷，
建立起自己的神話，但這些記憶和創傷不等同於真相。 

Fb和IG時代，有人花數小時打造/修飾一個完美的線上
自我，深深著迷，誤以為這就是自己。 

第5部 生命意義 第20堂 意義 

我們真正的經歷，99％不會成為自我故事的一部份。 

想瞭解自己，是要觀察身體和心靈的實際流動。 



冥想 
第21堂 

觀察與瞭解自己的心靈 

第5部 生命意義 第21堂 冥想 

觀察自己從來不是簡單的事 

科技進步，洞穴裡的壁畫發展成電視廣播，要迷惑人群
也變得更容易 

人類隨歷史創造出種種虛構的故事，讓我們愈來愈難以
認識真正的自己。 

人類再也無法觀察到真正的自己，屆時將由演算法來決
定我們是誰… 

簡報者
簡報註解
每個主題都使用章節標題，使對象有明確的轉換感受。 



探索心靈奧秘 瞭解自己的心靈 

身體隨時都在變化，大腦隨時都在變化，心靈也隨時都
在變化 

研究心靈和研究大腦是兩回事。靠顯微鏡和腦部掃描，
無法看到心靈。 

我和這個世界之間，必須透過身體的感覺來取得聯繫 

自己各種痛苦最深層的來源，就是在於心靈的運作。 
有什麼我想得卻不可得，心靈的反應就是產生痛苦。 

第5部 生命意義 第20堂 意義 

目前還缺乏直接觀察心靈的現代方法，不妨嘗試前現代

文化發展的禪修冥想。 



謝謝聆聽 

簡報者
簡報註解
要使簡報盡可能簡潔嗎? 可考慮將額外的內容移到附錄。使用附錄投影片儲存您可能想要在播放「問題」投影片時提及，或讓出席者在未來深入研究時很有用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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