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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紀的 21堂課》讀書心得 

一、 前言 

全球化是當前重要的議題，係指勞務、資本、商品、資訊能有效

跨越各民族國家邊界流動，各國都與他國產生緊密關聯。在全球化過

程中，出現了相應的地區性、國際性的經濟管理組織與經濟實體，造

成主權國家解構的爭議，以及文化、生活方式、價值觀念、意識形態

等精神力量的跨國交流、碰撞、衝突與融合。 

本書探討資訊科技與生物科技對全球帶來深遠的影響，值得讀者

省思。21世紀所需面對的 21堂核心課題，提示全球公民未來需考量

的重要議題，值得藉由本書的觀點重新思考與學習。 

二、 專書分析與概要  

作者哈拉瑞(Yuval Noah Harari)是一名以色列的歷史學家，先

前著有《人類大歷史》及《人類大命運》這兩本書，一本在說人類過

去，而另一本則是探討未來人類的發展，而現在這本書則是綜合前兩

者的精髓，講述的是現在，內容分別為： 

(一) 科技挑戰 

過去，人類操弄周遭世界、重塑整個地球，但由於人類不了解全

球生態的複雜性，過去做的開發已經在無意間干擾了整個生態系，讓

現在我們面臨生態崩潰，飽受生態浩劫的苦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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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有兩種能力：身體能力、認知能力，但這兩種能力都被機器

AI 超越了。人類想贏過 AI，不如把重點放在 AI 的維修與應用，想辦

法跟上新的工作模式，共同解決複雜的社會問題。解決方案應聚焦三

類：如何避免工作消失？如何創造新的工作？如何因應此新趨勢？ 

生物科技與資訊科技革命融合之後，大數據演算法徹底翻過每個

人的行為紀錄，才能精確預測個人的行為。大數據演算法有可能會抹

去自由，創造出史上最不平等的社會，讓財富與權力集中在一小群菁

英手中，讓人類陷入數位獨裁的生活之中。大多數人的痛苦將不是受

到剝削，而是再也「無足輕重」，連被剝削的資格都沒了，剩下的只

是更絕望無助的心理。 

擁有資料的人，就擁有未來。2100年，富人先天就比窮人享有更

多資源，因此能比窮人更有天賦、更具創意、更聰明，但等到富人利

用科技掌握更多的資源，出現更多差異，要再拉近，就幾乎不可能。

因此，人類可能會分裂成兩群：一小群「超人類」，以及絕大多數位

於下層且毫無用途的智人(人類)。 

(二) 政治挑戰 

現代人對自己的理解，常常是從別人的觀點出發，為了經營網路

上的分身，拍照、發文、等按讚，過程中幾乎不會注意自己到底有何

感受，而感受越來越來自於網路的回應。人類一旦與身體、感官和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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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環境越來越疏遠，很可能就會感受孤單、迷失。表面上，人際關係

因科技發達、網際網路而緊密相連，但其實我們已被沖進在數位的洪

流之中，漸漸迷失自我了。 

身分認同是由衝突和困境來定義，而不是由共同之處來定義。差

異性總是比共同之處更引人注目。文明的衝突也是因為身分認同上的

敵我區分，造成在多元文明複雜交錯的邊界間更容易引起戰爭。 

人類文明未來三大挑戰：「核戰」、「生態崩壞」、「科技顛覆」，

甚至互相加乘彼此結合，造成更大的生存危機。若世界仍分裂為各個

敵對國家，就很難同時克服這三大挑戰。 

人類面臨核戰、生態崩潰、科技顛覆等問題，須要從全球的角度

來解決，但國族主義及宗教仍將人類文明分裂成許多不同的文明──

而且常常是敵對的陣營。 

討論移民問題時，究竟要假設所有文化都平等，還是有優越文化？

文化很重要，但人類還是會受到基因或個人經歷的影響，而有不同。

無論是把反移民斥為「法西斯主義」，或把親移民說視為「文化自殺」，

都不正確。 

然而，嚴峻的各方壓力發動了許多改變，如今歐美保護主義嚴重

高漲、貧富差距擴大、貧窮戰亂國家難民潮及美中貿易戰爭等，各國

政府仍將持續依環境系絡因應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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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絕望和希望 

恐怖主義是一種軍事策略，意圖在「散播恐懼」，讓中立人士改

變立場，將局勢改變，並使對手判斷失準、過度反應，反擊，虛擲能

量。重點不在於它如何影響實際，而是如何影響情緒。唯一能打敗我

們的，不是恐怖主義，而是我們的過度反應。如果我們能把自已的想

像力從恐佈份子手中拯救出來，並以安定冷靜的態度來面對恐懼，恐

怖主義就會失敗。 

征服者偉大時代，戰爭是一種低損害、高利潤的事業；相反的，

核戰與網路戰是高損害、低利潤的科技。然而戰爭在二十一世級無利

可圖了，只剩蠅頭小利，若一心悲觀認為第三次世界大戰無法避免，

是一種非常危險的心態，會形成一種自我實現的預言；另一方面，若

認為戰爭不可能發生，也過於樂觀。沒有任何神祇或自然定律，能夠

阻止人類的愚蠢。想治療人類的愚蠢，唯有謙遜一途。 

一神論宗教讓許多人變得不寬容，導致宗教迫害與聖戰蔓延、肆

虐各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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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不論任何信仰的人，如能隨時保持謙遜的精神，

就能避免許多不必要的紛爭。 

道德的重點並不是「遵守神聖的誡命」，而是要「減少痛苦」。

如果你明白某項行動會如何給自己或他人造成不必要的痛苦，自然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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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會去做。世俗主義認為道德和智慧是由所有人類自然傳承而成。世

俗主義的前提：接受自已的不完美，認真的面對自已的缺失，反省就

是自我成長的開始。 

(四) 真相 

革命性的知識很少能夠抵達權力中心，因為權力中心是由現有知

識所建構，周邊有舊秩序的守護者把關，各種會造成困擾、打破慣例

的想法，也就會被拒於門外。領導者的雙重限制：待在權力中心，對

世界的看法就會極度扭曲；勇敢來到周邊，又會浪費寶貴時間。 

想要追求正義，除了要有一套抽象的價值觀，還必須能夠明確掌

握因果關係。菁英階層常可能受到專業宰制只看到全球菁英的觀點，

而忽略了各種弱勢群體的想法。  

要團結人心，虛構的故事比真正的事實更具優勢，越抽象的事物

比起明確規範的事物，更易吸引人群的注意，容易進入政策議程設定

的過程。真相和權力，雖然可以攜手共度一小段時光，但遲早要分開。

想要權力，到某一種地步後，就得開始傳播虛構的故事；想要看清世

界的真相，到某一種地步後，就只能放棄對權力的追尋。 

人類能控制世界，是因為合作能力高於其他物種，而合作又來自

於因為能夠相信虛構的故事。21世紀初，或許最重要的藝術文類就是

科幻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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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生命意義 

所謂了解人生的意義，就是了解自己有何功能；所謂過了美好的

一生，就是達到那項功能和目的。只要實現個人的價值，雖過程艱辛，

都能得到心靈平靜，不受疑慮困擾。如果你拒絕實現正道，想走上別

人的道路，則無法尋得平靜和喜悅。要尋找人生意義，便要探索痛苦

的本質，以及觀察人類心靈的各種感受。我們缺乏科學方法可以直接

觀察心靈，這時古老的「冥想」方法就能派上用場。 

三、 讀後感 

  因為現今是地球村的時代，在遙遠國家發生的事件同樣會影響其

他的國家，亦有可能影響我們的國家，如同蝴蝶效應一般會傳遍全世

界，而全世界因為全球化無法各自獨立於事外，必須齊心協力找出解

決方法，因為作者先從過去慢慢講到現在，從整體社會講到個人，把

過去人類社會遇到的問題跟困難、機會與發展都先說一遍，假新聞、

恐怖主義、科技顛覆，這都離不開我們真實的生活經驗，像是目前如

全球浩劫般的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大家都不能置身事外，傳染病已透

過全球化傳遍世界各地，世界各國為了阻止疫情升溫，都持續投入防

疫工作，大家身為地球上的一份子，都必須做好個人防疫措施，保護

自己，也保護家人，更保護國家，行有餘力才能幫助其他重災區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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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世界各國只有協力，才能解決此次的危機。以下為閱讀本書所得

的啟示： 

(一) 運用科技，存乎一心 

從人類歷史脈絡來看，第一階段農業時代，土地跟人民是重要資

源，而第二階段工業革命，機器與技術是重要資源，而第三階段現在

正要開始的 AI革命，資訊是重要資源，人們腦中的想法以及注意力將

是各企業、政府想要爭搶的資源。因此各大企業、政府紛紛拿出絕大

的資產挹注在優化搜索引擎資料庫研究等，擷取人民消費行為資料。 

在工業革命時機器已經取代掉人類的身體功能，而 AI革命則可能

取代人類的認知功能，因此智人可能連被剝削利用的價值都沒有，這

將造成貧富差距擴大。提到 AI科技、大數據，跟人類之間的關係，不

只是在工作有機會被取代，更多的擔憂是在人類可能因此「無足輕重」，

當少數人擁有大數據時，就掌握了話語權，讓財富與權力集中在一小

群菁英手中，創造出不平等的社會，甚至抹去自由。 

以上諸多事實初次看到可能有點不舒服，但這都是活生生的事實，

確實富人比窮人擁有更多機會掌握資源，所以窮人只能靠教育翻轉未

來，而各國政府也重視偏鄉教育、數位落差的問題，持續透過普及教

育、翻轉教育及現代科技輔助教學的各式線上課程例如磨課師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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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OC），企圖讓弱勢族群也能享有城市品質的教育，期能成為改變

貧窮現況的契機。 

書中對於 AI並不是抱持著悲觀或是排斥的角度，他提出的觀點是

未來雖然有些工作會被取代，大部分是偏重複性的勞力工作被 AI 機

器取代，這樣反而我們可以把時間花在更重要的事情或是思考上。同

時 AI也創造了新的工作，例如本次新冠肺炎疫情嚴重，人民都因疫情

選擇宅在家，使得電商物流業、遠距教學及遠端照護等相關產業業績

長紅，雖然實體店家受到疫情拖累影響業績，但疫情也使得 AI運用得

宜的業者獲得獨家商機。 

未來工作比較有可能變成一種人類與 AI合作的情況，例如結合科

技來創新長照模式可成為解決我國現行長照問題的良藥。要注意的是

科技結合長照雖有紓緩照護人力不足的優點，能讓照護人員籍由科技

輔具改善工作流程，減少重複、瑣碎的生理量測、復健工作，而專注

於陪伴、心理諮商工作等有溫度的工作，但科技亦同時有其缺失，AI

科技、大數據測量人們的生理資料及心理資料，都涉及個人資料保護

法的議題，如何在保護個人隱私及結合科技運用長服服務中尋求平衡

點，使長照使用者獲得需求的服務，亦享有保留個人隱私自由的可能

性，仍待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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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科技、大數據有助了解人們的消費習慣、注意力以及資訊的流

動、搜尋的趨勢，因此我們應該要思考如何避免科技數據權力被少數

人掌握──尤其被不當的人或政府掌握，這樣才能維持住人類的基本

權利和自我價值。倘人類終於因為科技的關係，讓一群人得到超凡的

力量，比如說人腦結合網路，試想一個人的腦子裡面，可以連通網路

第一時間獲取知識，光這一點就可獲得多大的優勢，再結合 AI控制的

機器，可以延伸多驚人的力量。試想人類的命運握在超人類手裡，就

像人類掌握螻蟻一樣。 請問我們該怎麼面對這一切呢？ 

科技是一個中性的工具，如同古人所云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端

視使用的人以何種心態使用它，科技始終來自於人性，人類為追求便

利的生活，因此創新發明各式各樣的工具，其立意本是良善的，但就

是有些心術不正的人，利用科技追逐個人利益，這都會對社會造成絕

大的危害，所以政府應與時俱進針對利用科技進行犯罪的行為建立相

關的罰則，避免有心人士利用科技危害社會安寧。 

(二) 系統思考，突破盲點 

早在民族概念形成以前，人類是透過宗教的共同體而將人連結在

一起，不同的宗教將世界分成了不同的信仰地區，而信仰地區裡的教

徒們也都覺得自己信仰的這個宗教具有獨特的神聖性 ，而以自身為某

宗教的信徒為榮，而後人們因歷經大航海時代，擴大個人視野，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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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了政治共同體的概念，慢慢形塑出想像共同體的民族主義，也造成

文明的衝突。 

想像共同體的能力是塑造現代國際體系的重要因素，可歸納為民

族性格與民族意識，前者指社群所共有的語言、文字、血統、宗教、

風俗習慣等，為客觀的層面；後者則係愛護及效忠民族的情緒，為主

觀的層面。而其中無形的力量例如民族情感、宗教信仰，促使「民族」

的想像更深植人心，更容易操控制約群眾的情感。 

人是否擁有自由意志，是英雄造時勢，還是我們所做的決定是受

制於環境的影響-時勢造英雄，相信這個議題會引起很多人熱烈地討論，

例如：一次大戰後的德國，因面臨經濟大蕭條且戰敗蒙羞，強人希特

勒的出現，正好替德國重整經濟、帶領人民抵抗外敵，因為處在這樣

的環境背景下，許多人民心甘情願成為希特勒野心下的棋子，但也有

不少人道主義者，就持反對的意見。其實，個人還是自己的主人，有

權選擇按下啟動的按鈕，決定自己要成為怎樣的人，只是願不願意從

心開始。 

權力就像黑洞，有權力者或專家為維護既有利益，會自我受限，

不願與他人交流互動，因此離中心越近的人越難看到真相。處於複雜

的環境系絡，我們不該僅從事直線思考，必須從事系統思考，對所有

故事抱持懷疑求真、開放的心態，理性看待所有事物，如此才不會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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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盲從的情形。宗教信仰在有心人士操弄下，充斥迷信歛財等負面評

價，但宗教亦有助緩解病痛及不幸的感覺，透過尋求各種解釋及各種

想像，將無意義的事件轉變成有意義的宿命，例如對於子女早逝的父

母來說，寧願相信子女在天堂好好活著或在天上跟著菩薩修行，對失

去子女的父母來說，透過宗教信仰慰撫人心的功能，能使人度過難關。

我相信惟有保持整體思考的態度，才能有效應付外界的變動而不被這

巨大洪流所吞沒。自由跟開放才是讓人類得以持續往前的關鍵，任何

人為限制思考、定義的是非善惡、法律等框架，都值得被質疑跟檢視。 

面對現今資訊日新月益的變動時代，我們必須學習再學習，正如

未來學大師艾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提出：21 世紀的文盲不是

那些不會寫、不會讀的人；而是那些不會重新學習的人。今後不管各

行各業，都必須放棄專家宰制的防衛心態，要不停地進化學習及跨領

域整合，因為隨時都可能會出現一個創新的競爭者，顛覆你我的想像，

開創獨有的商業模式。 

傳統教育注重讀（reading）、寫（writing）、算（arithmetic）

的 3R 能力，可能無法符合快速變動的 AI 時代，未來教育轉而強調以

解決問題為導向的 4C 能力，包括批判性思考與問題解決（critical 

thinking and problem solving ） 、 有 效 溝 通 （ effective 

communication）、團隊共創（collaboration and building）、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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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創新（creativity and innovation）。台積電總裁張忠謀先生給年

輕人的四個建議與本書作者論點不謀而合，未來是 AI與 IoT的時代，

有四個關鍵: 數據、運算能力、創業家精神、終生學習。 

未來若想要安身立命，個人就需要擁有能善用科技工具。此外，

除了個人、團隊，甚至連組織都要學習，學習不是單純的矯正偏差外，

還是要質疑組織目標及其規範，培養跨領域的廣泛學習興趣，以及持

續追尋人生意義、培養美感、尊重生命與穩定情緒的人文素養等，才

能在複雜又日新月異的環境中，繼續向前邁進。 

(三)  回歸原本，從容不迫 

人生目的就是希望自己過得快樂、幸福，因此了解自己真實的感

受，回歸自我，是這輩子個人最重要的議題。冥想，只是單純讓我們

去感受自己跟周遭的關係，透過這樣的感受，我們將可以更了解真實

跟自我。科技是由人類創造的客體，其立意原為追求便利的生活，雖

然它有可能顛覆人們的生活，但我們不該為此就害怕使用科技，反而

應透過省思自己過去的經驗，整合現有的知能，持續不斷自我升級，

善用科技，創造更美好的生活。 未來雖來充滿了未知，但我們可以保

持正面思考、做好心靈平衡，心平氣和地面對人生中的每一次起伏，

隨時與未知和平相處，才能與時俱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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