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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科技入侵人生，帶來的是希望？還是

絕望？-《21世紀的 21堂課》讀後感 

一、 前言 

   21世紀的來臨代表了什麼？在資訊科技與生物科技的雙重革命 

下，人們感受到了經濟與社會的繁榮，卻也感受到了孤獨與恐懼，人

類逐漸失去了自由意識，科技改變了世界，也改變了人性，甚至改變

了人類的身體與思想。 

   在現今資訊與生物科技發達的時代，資訊流通的便利讓人們能快

速取得新知，然而假新聞、錯誤的資訊到處流竄，人們該如何辨別事

實的真相？當 AI 人工智慧開始盛行，並已取代人類大部分的工作，

人類還有存在的價值嗎？當人們把別人的知識當成自己的知識，其實

懂得很少，卻自認懂得很多，並且深信不疑時，人們真的還有自由意

識？  

    本書分成五大部分，一開始闡述了科技挑戰、政治挑戰，在絕望

和希望後，探究了真相，最後探索生命的意義，作者從這五大面向提

出現代人都必須要面對的 21 堂課，這些課題是我們應該去思索，也

應該要教導孩子的課題，就算沒有時間去正視，也有人能置身事外，

所有人都逃離不了這些課題帶給人類巨大的改變，科技帶來了美好，



 

 

2 

 

也帶來的威脅與危險，若不想在未來被淘汰，就必須改變，且務必從

現在開始。 

二、 專書綜覽 

    本書一開始點出了科技帶來的挑戰，而後檢視各種可能的回應、

闡述面對挑戰所帶來的絕望與希望、檢視真相，最後探索生命的意義，

作者由上述五大部份點出了現代人應該要正視的 21個課題。 

第一部、科技挑戰 

    科技的進步將世界帶往和平、自由、民主？或是造成更大的階級

差距？在生態崩壞和科技顛覆的挑戰下，自由主義非但無法帶來平等，

反而是造就了少數的精英掌握了一切，自由主義的理想已幻滅，人們

開始找尋新的價值觀；當 AI 擁有了認知能力，擁有了人類所擁有的

可連結與可更新的能力，能依據運算與偏好設計做出選擇，甚至可以

取代醫師做出正確的醫療判斷、為人們創造出量身打造的音樂、比我

更能監測和理解我的感受，連道德也可以用原則編碼成程式時，人類

還有什麼能力可以超越 AI？人類真的還有自由意識？ 

    全球化縮短了國家間的距離，卻縮短不了貧富差距，事實上，仍

是少數擁有資料數據的人掌握了未來，擁有了大部分的美麗、創意與

健康。 

第二部、政治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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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類想要過得更好，就必須要有親密社群的支持，而人類與動物

不同，物種常常分裂，人類則是會隨著時間融合成愈來愈大的群體，

並逐漸融合成單一的全球文明，當人們感受到資本主義的冷酷無情，

使得國族主義再次興起，但仍無法解決核戰、生態崩壞及科技顛覆的

問題，宗教能鞏固國家認同，但也無法找出答案，如國家該如何去看

待移民的問題，究竟是一種責任或是一種施捨？ 

第三部、絕望和失望 

    人們現今仍無法逃離恐怖主義與戰爭的威脅，事實上，恐怖主義

的攻擊方式是傳播恐懼，讓對手全力出擊、過度反應，而非造成實質

損害，對恐怖主義的過度反應，往往比恐怖主義本身造成更大的危害；

戰爭在過去是為了能促進經濟繁榮，提升政治權力，但現今經濟本質

已由實質物資轉變成科技與企業知識，這些都無法用戰爭來掠奪，戰

爭已無利可圖，但世界仍無法保證和平，因為人類常常愚蠢的做出自

我毀滅的舉動，治療的辦法之一為謙遜，避免集體的傲慢。 

  世界上真的有神嗎？神指的是宇宙間的奧秘？或是掌管人世的

秩序制定者？對於世俗秩序制定者這種神來說，神的故事是要讓各種

社會規範和政治結構合法化，信眾的行為決定了神的價值。 

  世俗主義是什麼？真相、同情、平等，自由、勇氣、責任是世俗

主義的主要價值觀，道德和智慧是由所有人類自然傳承而成，要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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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好壞，看的是他們實際的行為，拒絕所有不科學的教條，致力於

追求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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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數人的

決策是基於情緒反應與直觀推斷，每個人其實懂得很少，卻以為自己

懂得很多，想要知道真相，必須逃出權力這個黑洞，且承認自己的無

知，大多數的不公不義，並非因為懷抱惡意，只是由於純粹的無知。 

  我們身邊充滿各種謊言和虛假，許多的新聞和事實其實都只是虛

構，然而，虛構的故事往往比事實更能團結人心，如宗教神話雖如流

傳千年的假新聞，卻對人類團結帶來正面的影響，人們必須認知到想

取得真實的資訊，就必須付出高昂的代價，且努力閱讀相關科學文獻

查證。 

第五部、生命意義 

  未來一定會改變，除了經濟大改變，人的意義也可能不同，由於

資訊的傳播太過容易，老師該教導學生的不是資訊，而是如何理解與

運用資訊，讓學生擁有通用的生活技能，並學會與「未知」和平相處，

不斷學習、重塑自己。 

  當具有生命意義、身分認同的故事都是虛構的，連「自我」也是

虛構的故事時，探索人生意義最好的出發點就是開始觀察痛苦、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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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苦的本質，各種痛苦最深層的來源，就在於自己心靈的運作，透過

冥想觀察與瞭解自己的心靈，最終能瞭解真正的自我。 

三、 專書評價 

(一) 科技進步不見得美好，本書讓讀者看穿了科技的真相 

當資訊科技與生物科技時代來臨，世界是否真的變得更美好？

作者在科技與政治挑戰上提出了 9堂應該要學習的課題，讓人們

正視到科技所帶來的危機，人們不該只是自豪於科技所帶來的美

好，享受著科技所帶來的便利，依賴著科技為生活做出更好的選

擇，卻忽略了社會可能因此更不平等，忽視了自己可能被取代，

本書的前半部分帶領讀者了解到科技社會的殘酷事實，人們即將

面臨大規模的失業危機、逐漸失去個人自由意識、社會階級差距

愈來愈大，而這些問題至今仍沒有解決的方法，讓讀者思考到自

己必須有所改變與成長。 

(二) 作者提出人類面對風險與威脅該有的應對方式 

科技與政治的挑戰讓社會變得緊張，人類該如何面對？作

者在書中精闢的分析了恐怖主義與戰爭的事實，以及人類面對威

脅真正該注意的地方，讓讀者用不同的角度去剖析恐怖主義與戰

爭，了解到面對問題應該要掌握重點，與其投注大量的時間與金

錢於預防發生機率很低的事情，不如正視現今已經存在且亟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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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的問題，或許戰爭聽起來比空氣汙染、氣候變遷、人口老化還

可怕，但戰爭可能不會發生，而空氣汙染、人口老化的問題卻已

經開始影響著每個人的生活，且沒有人能置身事外，這些問題比

起戰爭更迫切的需要被解決。 

(三) 作者透過本書帶給讀者探索真相與生命意義的新啟發 

作者在本書揭露了現今的困境與挑戰，人們在絕望中該如何

找尋出口？作者在本書的最後透過 4個章節，帶給讀者新的啟發，

在這充斥著謊言與虛假的社會裡，外界的干擾讓人們失去了認識

自我與判斷真相的能力，作者讓讀者了解到真相的取得是要付出

昂貴的代價且需要用心去查證的，由於資訊的取得已經太過容易，

當人們接受到各種資訊並準備做出反應前，應該要先去查證資訊

的正確性，而非盲從且四處散播，助長虛假資訊的氾濫。 

人們以為的真實是虛假的，但痛苦是真實的，當人們汲汲於

追求別人眼中的快樂時，是否曾正視過內心真正的感覺，生命不

該只是個虛構的故事，每天給自己一些冥想的時間，從現在開始

努力觀察與瞭解自己的心靈，才能夠真正的體悟到生命的意義。 

四、 個人心得 

(一) 當 AI世界來臨，人類可以做什麼？ 

AI世界來臨，讓人類得到了便利，卻失去了工作機會，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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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原先賴以為生的工作技能輕易被 AI 取代，許多工作因此消失

時，人類該如何生存下去？  

依據世界經濟論壇的 2018 年未來就業報告顯示，未來可以

透過大數據演算法處理的工作都可能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數據與

資料分析的工作，創新與研發的技能顯得更重要，雖然 AI 可以

取代許多例行性的工作，但同樣也需要人類去維護，人類的技能

必須隨著工作型態的轉變而改變，此外，需要同理心與同情心的

工作還是會存在，如教師、保母、醫生等，雖然 AI 也可以輸入

具備同情心的行為，但 AI 畢竟不是人類，嬰兒或病人間心靈的

安慰是無法用演算而推論出來的。 

      表一、2022年 10大新興工作與可能消失的工作 

排序 新興的工作 可能消失的工作 

1 資料分析師與科學家 資料輸入人員 

2 AI和機器學習專家 會計、記帳人員 

3 一般和營運經理 行政秘書 

4 

軟體暨應用程式開發和分

析人員 

工廠組裝人員 

5 銷售和行銷專業人員 客服人員 

6 大數據專家 企業服務和行銷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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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數位轉型專家 會計和稽核 

8 新科技專家 庫存管理人員 

9 組織發展專家 一般和營運經理 

10 資訊科技服務 郵政服務人員 

資料來源：世界經濟論壇《2018年未來就業報告》 

註：一般和營運經理在某些界需求消失，但在某些產業有新增的需求 

當人們推測出未來可能新興及消失的工作後，人們必須開始

思考自己與 AI 有何不同，雖然 AI 可以取代人類大部分的工作，

但遇到錯誤需要人類更新程式才能解決，而人類是可以自行透過

獨立思考與進修開闊自己的視野，精進自己的能力，避免重蹈覆

轍以前的錯誤，這些事 AI 沒有辦法自行做到的，人類若失去了

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和 AI有何不同？ 

現今的教育很努力地要擺脫過往填鴨式、機械式的方式，希

望可以培養學生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並鼓勵學生多元化

的發展，然而升學主義、分數至上及名校迷思的概念仍存在於大

部分的人心中，教育始終無法與升學脫鉤，造成學生的技能無法

因應未來職場的轉變。 

作者在本書提早預言了未來，人們必須從現在開始改變，才

有辦法在未來生存下去，人們必須認知到教育該著重的不是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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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品格、獨立思考、創新與解決問題的能力，不該讓考試限制

了學生發掘天賦的機會，不該用成績高低為每個學生貼標籤，阻

礙了學生學習的機會，而是應鼓勵每個人朝向有興趣的領域多元

化發展，讓每個人未來都能專精於有興趣的事物，才能更有熱情

的去經營與發展。  

(二) 讓謙遜根深蒂固的存在於每個人心中 

莎士比亞說：「傲慢乃是最大的無知。」海斯利特說：「偏

見是無知之子。」，作者在本書中分析了人類許多的恐懼與威脅，

都來自於自身的無知與愚蠢，人有時候會因無知和高傲做出愚蠢

的選擇，只有謙遜，能避免人類瞬間毀於一旦。 

一個人品格的養成從出生就開始，家庭教育是品德教育的基

礎，現今的經濟型態造就許多雙薪家庭，父母總無力或沒有時間

管教孩子，把經濟放比教育更重要的位置，建議政府與企業合作

協助每個家庭重視孩子的品德教育，如開辦相關免費課程與體驗

活動、製作宣導影片與宣導品、給予品德優良的孩子獎勵、讓員

工得公假參與相關研習等，讓每個家庭更重視品德教育的重要性，

並使每個人皆有陪伴與教育孩子的機會。 

在學校教育上，傳統學科能力至上的概念必須轉變，任何的

學科成績都必須有良好的品德最為基底，家庭與學校都不該用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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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的成績來判斷一個學生的能力，學校的獎勵方式除了學科能力

外，品德也該成為一個獎勵的重點，學科上的專業可能輕易被科

技取代，但品德是科技無法取代與超越的。 

(三) 對於輕易取得的資訊請先懷疑並進行查證 

現今資訊傳播媒體的發達，讓資訊取得更容易，卻也讓事實

更難辨別，每個人可以輕易透過電視、網路、廣播、報紙、雜誌

等獲得新知，但這些資訊常常是無中生有，甚至是完全錯誤的觀

念，當多數的人都將錯誤的資訊誤認為事實，並集體透過各種管

道去散播，而理解真相的人因懷疑自我而不敢說出真相時，人類

該如何在充滿謊言與虛假的世界裡發掘真相？ 

要避免被虛假消息誤導，查證與讀書是很重要的，面對輕易

獲得的資訊應該先進行查證而非盲從，當每個人懂得查證並擁有

分辨事實的能力，才能避免虛假消息的散播，人們亦可以多利用

查證的軟體進行查證，善用檢舉制度，且不輕易轉傳尚未確認過

的事實，對於自己傳播出去的資訊必須要有負責任的態度，不可

有先入為主的偏見，才不會被虛假與謊言蒙蔽。 

(四) 聆聽心靈的聲音，探索人生的意義 

在現今這個資訊科技時代，當 AI 取代大部分人類的工作、

事實與虛假已難以分辨、生活成了虛構的故事，人生還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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嗎？ 

事實上，每個人的生命都是獨一無二的，人類與機器最大的

不同在於人類有情感，每個人都擁有獨特的生命歷練，無法被機

器人複製，更不可能被完全取代，要相信自己的存在絕對有意義，

探索自身天賦，找尋適合自己的位置，而不是別人覺得最好的位

置，拋開所有外界繁雜的資訊，只要聆聽自己心靈的聲音，為了

自己而快樂生活，而不是為了讓別人眼中的自己很快樂而活，每

天給自己一些冥想與沉思的時間，自然能發掘生命的意義，進而

自我實現。 

五、 結語 

    新科技時代來臨，人們可以做什麼？本書透過了 21 堂課帶給讀

者新的啟發，現今人類面臨生態崩壞和科技顛覆的雙重挑戰，許多過

去需要人力運作的工作都可以由機器代勞，AI 可以取代人類處理許

多工作，帶來了便利，卻也讓很多人都因此失去工作，造成了焦慮；

當資訊唾手可得的時代來臨，每個人隨時都可以透過多元的管道取得

新知，卻也讓虛假與謊言充斥在每個人的生活中，反而更難獲得真相；

當人生成為一場虛構的故事，當一個人內心的自由意識也是虛假，每

個人只看到別人眼中的自己，卻忘了真實的自己，要如何為自己而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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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對著未來的挑戰，人類該做出一些改變，且改變應從「心」且

從現在開始，每個人要懂得謙遜，了解到世界是每個人共同攜手合作

創造的，如現今新型冠狀肺炎疫情瞬間蔓延全球，或許就是一連串錯

誤的決定所帶來的結果，面對任何問題若能拋開自我偏見，多為別人

著想，或許會有不一樣的結果。 

    在虛假與真實難以分辨、別人的眼光比自己的感受更重要的時代

裡，每個人都應該給自己一點時間聆聽內心聲音，放下外在的紛紛擾

擾，朝自己有興趣的事物上發展，認識真正的自己，發掘自我天賦，

進而自我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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