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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真精神的生命實踐 

—《我如何真確理解世界》觀後感 

壹、 前言 

台積電創辦人張忠謀曾說：「比大學教育更重要的，其實是『世

界觀』和謙遜的態度。」，「世界觀」的意思是「著眼於世界之上」，

是一種人類知覺的架構，透過它，個體可以理解這個世界並且與它互

動。世界觀是認識世界的基礎，深深影響一個人處世的眼界和胸襟。 

然而，在本書作者 Hans Rosling 教學及演講的過程中驚覺，對於

世界的理解，人們其實都具備知識，不過卻往往是過時的知識，且是

過時數十年的知識，對於相關問題，答對率竟然比黑猩猩還差。 

有鑒於此，Hans Rosling 透過「真確」(factfulness)的概念來表述，

讓人們注意到，究竟是哪些因素使他們對世界如此無知。他畢生致力

於傳播基於事實的世界觀，協助人們了解這個世界。他以獨到觀點詮

釋世界衛生實證數據，期待改變世人的思維方式。 

2020 年新冠肺炎(COVID-19)全球肆虐，改變了我們原來理解的

世界，打亂了我們慣以為常的生活，面對流動的世界，我們更應該積

極打破過往的偏見，學習作者的求真精神，刷新舊有的世界觀，因為

地球上的我們是如此息息相關，互相影響著。 

在生命的最後一年，作者排除萬難寫下《真確》和本書。有別於

《真確》透過數據揭露世界的真相，本書談的不是數據，它探討的是

作者與人們相遇、交流的經過，描述這些生命故事是如何形塑出作者

理解世界的方式，何以如此寬闊、如此謙卑、如此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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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專書梗概 

    本書是作者的個人生活史，依據生命歷程的不同階段區分為七個

篇章，摘要如下： 

一、 從文盲到教授 

    生於瑞典的勞工家庭，作者對世界的認識，是從兒時坐在爸

爸的膝蓋上，聽爸爸說咖啡豆產地的故事開始的；透過家中長輩

描述的往事，可以瞭解世界的發展與動態。作者的父母親和祖父

母都屬於低薪階級，曾祖母是文盲；從不識字的曾祖母到作者的

教授職銜，只經歷了四個世代，可以反映出現今世界上所有不同

的教育水準，從作者家族的人生歷程，也顯示生活在各方面都有

迅速且正面的發展，物質生活漸進性提升。 

二、 發現世界 

    因著對世界的好奇，作者努力存錢，到各個國家旅行。大學

時期，作者加入社會民主黨學生社團並擔任幹部，結識了影響他

一生的人–恩達多．蒙德萊，此人是莫三比克的獨立運動鬥士，

他告訴作者「必須藉由開戰來獲得獨立是件很不幸的是，而這場

戰爭是針對殖民主義，而非曾經殖民過這個國家的人。」作者向

恩達多．蒙德萊承諾，未來會到獨立後的莫三比克行醫，這個承

諾在 12 年後兌現，並且花了一輩子的時間去體會恩達多．蒙德

萊所給的最重要的訊息：和開發一個充斥著文盲、疾病以及極度

貧困國家所面對的挑戰相比，打贏獨立戰爭容易多了。 

三、 來到納卡拉 

    在前往莫三比克工作前夕，作者被診斷罹患睪丸癌，計畫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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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戛然而止。治癒之後他自問：假如只剩下幾年可以活，把最後

這幾年花在真正想做的事情上？還是應該在家裡花時間陪孩子？

選擇從心所欲，作者舉家遷至莫三比克的納卡拉，成為無國界醫

生。 

    在百廢待興的醫院裡，只能如箴言所述：「先改變必須改變

的事情，然後靜觀其變。」百倍的需求，百分之一的資源，為了

調適、應付這種差異所做的種種努力，對作者的大腦造成了「他

的一萬倍創傷」，了解他們的資源何其稀少，並且以最佳方式使

用手邊的資源，是一項艱難的挑戰。這和了解鄉間居民終其一生

擁有的資源何其窘迫一樣困難。 

四、 從醫生到研究員 

    1981 年莫三比克一個最偏僻的小村落爆發「綁腿病」，作者

接受請託前往調查，所有患病的人雙腿突然癱瘓，沒有痛苦也沒

有發燒或其他症狀。當過往的醫學知識都無法解釋的時候，擔心

自己被傳染的想法揮之不去，首先必須克服的，是如浪濤襲來的

強烈恐懼感。 

    經過作者與團隊的努力，檢測了五十萬人，辨識出一千多起

癱瘓病例，蒐集統整數據後，確定這種疾病不會人傳人，初步得

到結論：營養不良及某種大量存在於自然環境中的毒素導致了神

經系統的傷害，可能因為旱災，造成作物歉收而難以取得其他替

代性食物來源。 

    疫情將他帶往窮鄉僻壤，走進升斗小民的家裡，藉此增進對

人們生活境況的理解，親眼見到那些瓦解的體系。回到瑞典之後，

作者成為醫學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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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從研究員到老師 

    作者研究生涯最關鍵的突破點，在於他對以癱瘓為主要症狀

的綁腿病所提出的解釋，這種疾病常在鬧飢荒的地區爆發，因為

以調理不完全的樹薯為主的單調飲食所引發。然而作者感嘆道：

「疾病防治工作的可憎之處，就是人們讚揚研究發表這種顯眼的

工作，但對那種能拯救最多人命、最費事、牽涉到如何建立並經

營一整個社會的工作，卻極少引人注目。」 

    作者將興趣轉移到了這種疾病背後的深層原因，他成為老師，

對許多即將成為無國界醫生或護理員的學生講授全球公共衛生

課程。授課過程中，他發現這些對全球公共衛生領域興致勃勃的

學生，仍是以既有的成見在了解這個世界，所知如此貧乏。全球

公共衛生教育不應該用知識來填塞，關鍵是要掃除學生的既有成

見—西方世界總是比其他國家高出一截。 

    作者用健康與染病程度取代南與北，用富裕與貧窮取代東與

西，開發出以彩色泡泡圖設計成的全新世界地圖，作為教學法的

主體，以數據為基礎來顯示當今世界的樣貌。 

六、 從教室到達沃斯 

    作者的彩色泡泡圖表，由媳婦和兒子編寫動畫程式，變成可

動態演示的「世界衛生歷史演進圖表」，這項新工具推出以後，

作者受邀到世界衛生組織演講，其形容這個世界的方式受到讚賞，

開啟了日後受邀 TED 等更多重要演講的新旅程，影響力觸及更

多人，其中包括每年在瑞士達沃斯舉辦的世界經濟論壇，與世界

最有權勢的人，討論世界未來的重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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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些演講中，作者刮去了聽眾陳舊世界觀的表面，但其實

他所展示的都是完全相同的數據，唯一的差別是他敘事的方式以

及所專注探討的層面。 

七、 伊波拉 

    2014 年伊波拉病毒疫情在西非爆發，因此展開了作者人生

中最艱鉅的任務。致命的伊波拉病毒無有效治療藥物，病例在短

期內以翻倍速度成長，國與國之間的傳染難以預測，必須在幾星

期內遏阻疫情。作者至西非協助調查，排山倒海的恐懼感再一次

成為必須克服的第一關。 

    作者加入防疫團隊之後，檢討出原有病例資料庫作業流程的

問題，建議改用簡化後的新措施，以蒐集正確的數據，作為防疫

工作的基礎，在 2015 年初，西非幾個國家境內，每星期的新病

例數，總算壓制到一百起以下。 

    從醫生到研究員，從研究員到老師，從老師到演講家，再到

2014 年的防疫大役，實證數據，始終扮演著重要角色，引領作

者為世界帶來貢獻。 

參、 專書評析 

    本書作者 Hans Rosling 將《真確》與本書的著述視為人生的

最後一役，是他設法影響世界的最後努力。《真確》是 2018 年比

爾·蓋茲贈送全美大學生人手一本的年度選書，因為他認為這本

書是引導清晰思考世界的必備指南，透過13個真確問題的提問，

讓讀者檢視自己對世界的了解程度，進而校正自己的世界觀與思

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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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書則讓我們貼近作者，這位聞名世界的公共教育家，化身

為最親密的朋友般，讓我們看到他的坦誠、他的脆弱、他的平凡

與不凡。 

一、 人固有一死，可重於泰山 

    如果生命只剩下一年，你會如何運用人生最後的時光？在無

預警被診斷罹患胰臟癌之際，因著對世界的使命感，作者選擇將

畢生職志撰述付梓，期盼能繼續改變更多人；同時這個決定也成

為作者承受人生劇變的重要精神支柱。 

    唐太宗曾言：「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史為鏡，可以知

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這本人生自述，是作者留下

最棒的禮物，提供世人認識這樣美好的靈魂的機會。世界越亂，

我們越應該往真、善、美靠近。 

二、 買魚骨折，既患寡且患不均 

    書中揭露赤貧社會殘忍的日常生活，例如買魚這樣簡單的事，

也一點都不簡單；在全城唯一生鮮超市內，要購買漁獲必須先通

過一道鐵門，還有每次五十人的人流限制，以避免搶購的混亂，

但還是經常場面失控，造成多人手臂夾傷、骨折。 

    再例如，醫院的職員無法區辨乾淨的傷口和已經受到感染的

傷口以將病患分類處理，並非那名職員醫療智識不足，只是因為

他沒有眼鏡可以戴—他看不清楚。很多人是因為買不起眼鏡才沒

機會學會閱讀的。 

    還有因為飢荒引發的綁腿病等疾病，在在超乎我們的想像。

視線拉回台灣，光是這塊土地上，就有許多人正受著「超乎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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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像」的苦，除了知足惜福，實在應該多多關心世界，期望地球

資源更合理配置。 

三、 神奇洗衣機，轉動自我實現的齒輪 

    作者的奶奶那一代，洗衣服是一件辛苦又煞費時間的差事，

因此奶奶在見證工業革命造就的現代化設備後，夢想能夠擁有的，

就是神奇的洗衣機。 

    因為洗衣服等家務有了機器來代勞，我們不必再花上大把時

間做這些事，我們有充分的時間可以讀書、學習、自我實現、教

育下一代。 

    現今世界上仍有許多人仍是需要手洗衣服、生火煮飯，然而，

他們想要擁有洗衣機的心情，和作者的奶奶沒有什麼不同，他們

追求自我實現的本能，也和你我無異。工業革命推動了人類長足

的進步，而推動全人類的共好，則仍是需要努力的目標，這也是

作者致力透過數據告訴我們的事。 

四、 世界正在進步，進步需要時間 

    在極其貧困的莫三比克看遍生死，作者最令我佩服的一點，

是他不但沒有向無力感投降，反而始終保持樂觀，重新詮釋醫學

道德。他認為他的定位不應只是單純治好眼前的病患，而是應該

增加整個社會的健康程度。 

    時隔三十年，作者重遊莫三比克，看見泡棉床墊取代了泥質

地板，性別暴力問題開始被處理，當地拉開了現代化的序幕，一

切循序漸進，漸入佳境，世界正在進步。而進步需要時間，需要

懷抱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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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心得啟發 

一、 以為不是事實 

    循著本書作者實踐求真精神的腳步，可以看見他一路走來對

偏見的自省。例如到印度醫學院留學時，作者認為在瑞典表現頂

級的他，和印度學生相比，應該是最優秀、最認真的，事實上，

在上課第一天，他就驚覺自己只能算末段班。 

    我們常常用貼標籤來定義自已或他人，其實這個行為已是自

帶偏見。戴著偏見的眼鏡，就如同井底之蛙，以為眼前所見即為

世界。這種先入為主的錯誤觀念，可能造成歧視、霸凌，甚至會

引起社會分裂，要時常自我提醒「以為不是事實」，避免誤入偏

見的陷阱。 

二、 價值選擇，成為自己的內在英雄 

    作者和你我一樣，有脆弱的時候，有許多艱難的決定必須取

捨。留在瑞典舒適圈執業，或是到資源無比匱乏的非洲救助需要

的人？要以一百倍的速度為每個病患看診，還是在一百名患者中

挑出一人給予最佳醫療呢？為了保全難產的媽媽，親手肢解殺死

活生生的胎兒？ 

    許多事情沒有絕對的對與錯，端看如何在不同的價值間作選

擇。選擇的過程若能秉持對自我真實的自省，以及對世界真確的

觀照，便能將價值推往良善的境界，讓自己成為更好的人，成為

自己的內在英雄。 

三、 一生懸命，不枉此生 

    作者在年紀很小的時候即發現自己對理解世界的高度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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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大以後便付諸行動，存錢遊訪各大洲各個國家，並投身無國界

醫生、傳染病研究員、全球公共衛生課程教師等職，奉獻一生致

力改善人們的健康與生活品質。直至生命的尾聲，作者仍著述不

輟，努力想再為人們留下些什麼。 

    能夠一輩子為興趣與理想而燃燒，是幸福的；過程雖苦，猶

會回甘。美國知名電視節目主持人歐普拉(Oprah Winfrey)曾說：

「如果你受雇從事你熱愛的工作，那麼你收到的每一分錢，都是

額外的好處。」，因此我認為尋找天賦熱情所在，實是人生一大

重要課題，能夠在一個領域真正發光發熱的人，一定是擇其所愛，

愛其所擇的人。 

四、 世界一家 

    在受新冠肺炎疫情嚴重威脅的今日，閱讀此書更是深有感觸。

疫情拉開了人與人的距離，另一方面卻又將人與人的關係緊緊相

連，同島一命，世界一家，沒有人可以自絕於外。作者當年面對

伊波拉病毒的那種恐懼感，現在就像厚厚的烏雲一樣壓在全世界

的天空上，在病毒面前，我們都一樣渺小。唯有互相信任體諒，

彼此團結合作，相信冬天到了，春天也不會太遠。 

伍、 結語 

美國電影《刺激 1995》裡的經典台詞說：「希望是美好的，也許

是人間最美好的事；而美好的事物，永遠不會消逝。」，作者引領我

們真確理解世界，更重要的是，他讓我們看見，世界正越變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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