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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我們所居住的人類世紀

許多人並不了解自己所生活的世界的總體樣貌，只是每天如常地起床、吃飯、上班、工作、

下班、休息、睡覺，周末逛街看電影，一年出國玩一兩趟，然後結婚生子成家立業，隨波逐流。

然而，世界就在我們日復一日的行禮如儀中，悄悄的轉變了。人類從實體世界跨入網路世

界，人類從被野獸追趕到保護野獸瀕臨絕種，有錢人變得越來越有錢（卻不是因為勤勞）而窮

人變得越來越窮（卻不是因為懶惰），人們變得越來越沒耐性，凡事追求速成。人們手上掌握

的權力越來越大，卻未必知道如何善用？甚至人類已經快要毀滅這個我們所居住生活的世界而

不自知。

所以，讓我們花點時間，中斷行禮如儀的日常生活，停下來，讀幾本書，認識一下我們所

居住的世界，究竟發生甚麼事情了？以及，萬一你發現人類文明朝著自我滅亡的方向邁進時，

究竟該怎麼力挽狂瀾才好？

人類成為地球主宰的時代－《人類時代：我們塑造的世界》／時報文化

要說今天的世界和過往有甚麼特殊之處，關鍵在於人類成了地球的主宰，人類完全降伏了

地球上的物種，並且有能力摧毀地球上所有的生物。如今的人類已經和剛剛出現在地球上的狀

態大不相同，不用再懼怕猛獸攻擊，雖然不能控制氣候但也已經能夠預測，事先做好準備。天

災仍然難免造成災害，卻以非過往人類那般束手無策。

於是有學者認為，應該替當前人類所處的世代下一個新的階段劃分，因為我們身處的是人

類主導的時代，於是有了「人類世」這樣一種新的地質學階段。黛安．艾克曼的《人類時代》

一書，指出了諸多關於人類世的現象和未來發展趨勢，像是工廠林立、水泥叢林、奈米尺寸、

網際網路與全球化、機器人學、3D列印、人機一體⋯⋯。

艾克曼試圖替人類世勾勒出其輪廓，點出隱藏在此一狀態中的人類與地球之特點與未來發

展的風險，提醒大家，人類主導地球運轉雖然創造了諸多不可思議的成就卻也不是毫無風險可

言，人類雖然快速進步卻也搞砸了人類賴以生存的地球生態系統，自然不再自然而是人手干預、

建造的成果。

如果未來人類文明的開展不能趨避風險，持續以破壞換取建設和文明，興許人類世將是所

有地質世代中最短的一個，雖然是科技與物質文明最昌盛的一個，可是那些只對人類自己有意

義，對人類以外生存於蓋亞系統的物種卻是弊大於利。人到底是地球的主宰，還是上帝的管家，

抑或者蓋亞系統之癌，就看人類如何規劃地球的使用與發展而定了！

萬事皆可評論的時代－《客評經濟的力量：購買者評論&開箱文票房下的市場「電

商化」遊戲規則》／大寫

如今的人類生活在由評論文字構成的世界。每一次當你和家人朋友打算找家餐廳吃頓飯、

文字工作者│王乾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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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部電影觀賞、找本書來讀、找個地方去旅遊，甚至是找份工作或投資理財建議，買電腦／吸

塵器／相機／ /鞋子⋯⋯之前，多數人不約而同的第一件事情，應該是打開手機或電腦，上網

搜尋相關評論。評論成了我們篩選網路上過於浩瀚的資訊的方法，我們靠著其他使用過服務或

產品的體驗之評論文字，判斷是否應該選擇某項服務／產品。

評論成為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因此有越來越多人靠著寫評論文章過活，甚至有

專門收集各種評論文章的網站，而開門作生意的企業也越來越注意網路上對於自家產品或服務

的評價，甚至有很多企業擔心得罪大咖評論家，無不小心翼翼地討好，唯恐這些人一不開心寫

了甚麼讓自己生意做不下去的評論。

面對令人眼花撩亂的評論世界，消費者、生產商乃至評論人該如何自處成了大問題？《客

評經濟的力量》一書，就是專門寫給對評論又愛又恨或感到焦慮不已的人參考的一本作品。 比

爾在書中除了介紹各種各樣的評論寫作理由，好的評論和劣質評論對企業的影響，現代人的生

活如何高度仰賴評論文章的引導，部分評論網站的暗黑經營技巧，企業對評論文章的愛恨與恐

懼之外，更重要的是，提出了一套面對評論的建設性方法。

比爾建議企業不要逃避面對評論，惡評上身時不妨幽默以對，或者誠懇的說明解釋（但不

要惱羞成怒或暴怒回擊），有過則改之。比爾也坦言，無論是否為真，負評讓人難過，一個負

評的創傷勝過十個正評的喜悅，偏偏這個世界上就是有人樂於撰寫負評詆毀人為樂，與這些人

較真只是跟自己過不去。企業該做的是以好的服務產品證明那些惡意攻擊的負評是不實指控，

讓其他消費者替自己澄清。

比爾也提醒撰寫評論的人，老是寫作子虛無有的負評或拿著撰寫評論為由迫使企業給予自

己免費產品／服務的人，終究無法長久經營評論這門生意，因為評論文章也是有人從旁給予評

價。不實評論文章的作者最後只是丟失自己的公信力，被排除於網路之外。

俗話說得好，打不過就加入。既然今天已經是評論文章主導商業運作的世界，想要自外於

評論而存活無異緣木求魚，不如好好學習建設性的面對評論之方法，借力使力，讓自己的事業

透過網路評論而更加茁壯發展吧（書裡也舉了好幾個靠著經營網路評論找到市場利基，最後壯

大事業的成功案例）？

人變得越來越沒耐性，越來越衝動了嗎？－《衝動效應：衝動型社會的誘人商機

與潛藏危機》／遠見天下文化

如今的人類，生活在益發容易產生衝動的社會型態中，保羅．羅伯茲稱之為「衝動型社會」。

好比說，通訊科技的便利，人變得必須能夠隨時被找到，如果敢「已讀不回」就等著被主管、

情人發飆。再好比說，市場上衝刺著各種鼓勵購買的廣告文案，精緻誘人，讓人一見傾心，恨

不得飛奔去買。

看電視、電影時，人們變得越來越沒耐心，只想快轉看結局，沒辦法接受情節鋪陳布局所

必需的緩慢。上網瀏覽文章，人們願意給的時間越來越短，三秒鐘不能抓住讀者眼球恐怕就會

被淘汰。以前成衣一年換四次季，而今每周都有新鮮貨可供挑選。

上述都還是小意思，只涉及生活，而今的衝動型社會連社會國家的發展都大受干擾。好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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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人民要求執政者拿出馬上就能改善經濟的方案，務必在最短的時間內達成目標，如果得等

上半年一年（更別說五年十年），馬上翻臉。 因為社會對於執政績效的要求，爭取執政的政黨

不再追求長遠佈局，只是不斷釋放短期利多已刺激景氣，社會落入追求快速達標的惡性循環。

保羅．羅伯茲指出，當人們變得越來越沒耐心，思考與行動只遵循本能或追求快速，把快

當成好，讓社會加速運轉的結果，將導致越來越多工作消失、上班族薪水停滯甚至下滑但工作

效率卻得不斷提升，新的下層社會正在形成，且因著機器人科技的成熟（能夠提供遠超過人類

的高效率服務），世界正在往糟糕的方向邁進，除非我們能夠設法讓自己和社會運轉慢下來，

不再一味求快，不讓衝動決定我們的思考和行動。

數位時代的資訊，無法再以版權獨佔－《資訊分享，鎖得住？：還在抱怨盜版？

可是，網路科技已經回不去了。》／行路

數位化對創作人來說，既愛又恨。愛其傳播的便利與創作成本的降低，恨其拷貝複製與免

費廣傳之容易，根本防不勝防，難以禁止。至少我自己當初投入創作這一行時就已經有所覺悟，

數位時代的資訊分享必然是免費讓喜歡的人取閱和廣傳，想靠法律或科技來限制使用者是不可

能的任務，只會氣死或累死自己而已。 

與其發展防盜版技術或者將盜版者告上法庭，還不如想想如何從免費分享廣傳的角度，創

造新的獲利模式？

《資訊分享，鎖得住？》一書的作者柯利．多克托羅，便苦口婆心的勸那些還試圖使用技

術或版權鎖住作品的企業或創作人放棄老舊過時的心態，快快加入免費分享資訊的數位時代。

這年頭還在抱怨盜版真的是太蠢了，未來的網路科技會讓盜版更加盛行，更殘酷的是，未來的

創作人該害怕的是沒人想盜版你的作品（因為不夠優）而導致沒沒無聞，絕對不要怕有一堆人

瘋狂地想盜版或分享你的作品。

未來是有名氣好辦事的時代，縱然不再能夠輕鬆地靠製作與販售創作的拷貝版獲利，卻還

是有其他方法可以獲利，像是歌曲被廣泛傳播時，歌手可以開高價演唱會、販售周邊商品、拍

廣告收取代言費等等。創作人的獲利模式會隨著時代變遷而轉變，過往獨佔創作拷貝版就能躺

著賺的時代已經過去，與其花時間呼籲別盜版、阻止社會盜版，還不如放棄過時的版權觀念，

擁抱免費分享資訊的數位時代吧！這是個無法再用版權或科技鎖住任何創作的時代了！

 舉債消費，不會變有錢－《窮人為什麼變得更窮？》／商業週刊

金融海嘯之後，金融業紛紛呼籲美國政府應該要積極救市，出手拯救大到不能倒的銀行業，

卻又說舉債買房的屋主得自己承擔道德風險，政府不該出手相救。 

面對如此分歧的言論，顯然有人看不下去了。《窮人為什麼變得更窮？》一書的作者，就

是要反駁銀行界的說法。 阿蒂夫．米安和阿米爾．蘇斐從龐雜的經濟與金融統計數據中，爬梳

出用以反駁金融業說法的證據。阿蒂夫和阿米爾發現，早在金融海嘯爆發之前，美國國內的債

務狀況就不斷惡化，消費狀況也不斷惡化，根本不是金融海嘯爆發才引爆市場萎縮，而是市場

萎縮才引爆金融海嘯。之所以會發生市場萎縮，是因為民間的舉債已經過高，沒有閒錢投入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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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消費，最後引爆一連串的金融海嘯。

阿蒂夫和阿米爾從實證資料中提出一個理論，家庭債務大增是金融海嘯來襲的前兆，因為

當人們已經滿手債務，自然不可能有閒錢消費。沒錢消費將會壓垮產業的景氣，衝擊就業市場

（失業或減薪狀況惡化），直到滿手債務的人再也繳不起貸款時，金融海嘯就爆發了。阿蒂夫

和阿米爾認為，2008年的金融海嘯和 2000年的網路泡沫化不同，網路泡沫化是有錢人投資新

興產業失利，雖然許多財富蒸發但都是承擔得起風險的富人階級，2008年的金融海嘯更像 1997

年的亞洲金融風暴，都是民間債務激增之後造成的景氣衰退失業大增的結果。

作者認為，窮人的債務就是富人的資產，如果窮人大肆舉債消費，最後將被債務壓垮而無

法翻身，富人則從中賺取更多的收益，長此以往將形成貧者越貧的情況。政府如果不希望貧富

兩極分化的狀況危急社會秩序的穩定，應該出手干預，幫助無法償還債務的人民和債權人協商，

甚至更進一步的立法管控富人玩金融遊戲從窮人身上套利。

 至於窮人，最好不要聽信富人或財務專家所畫的大餅，貸款買入自己承擔不起的高價產品，

以免景氣衰退時，連帶壓垮了自己的財務狀況。

窮人之所以窮不是因為錢－《當收入只夠填飽肚子》／好優文化

社會上的中產與富裕階級對窮人，有很多自己的想當然爾，像是窮人一定是因為太懶惰、

不肯上進，如果夠努力規劃自己的人生一定能脫貧。窮人一定會偷東西，很貪婪⋯⋯。琳達．

提拉多受夠了世人對窮人的誤解和浪漫想像，一次在網路上寫了篇具體描述窮人生活樣貌的文

章〈我就是這樣變成窮人的〉，引發巨大討論與迴響，被歐美各大報轉載，最後甚至擴充寫成

了《當收入只夠填飽肚子》這本書，好好對世人解說了窮人之所以變窮的原因。

「窮人之所以變窮是因為沒有錢可以存」。乍看之下，琳達這個答案有點像套套邏輯，其

實不然。琳達所說的沒有錢可以存，是日本反貧困工作者湯淺誠所提出的「沒有社會積蓄」的

人。當一個人如果生長在沒有社會積蓄的環境，又只能從事最低時薪的兼差，賺到的錢根本不

夠餬口，還得去領食物券才能勉強維生，生病時連請假看醫生都不敢（因為會被扣工資），信

用卡的早就刷爆，老是再還利息⋯⋯，落入這種生活光景的人，無法存到一筆足以在社會生活

上站立得穩的基礎費用。

好比說租房子所需的押金和搬遷費。窮人大多是被過於高昂的房租給壓垮的。這個社會最

殘酷的是，經濟狀況無虞的人反而能以低廉價格租賃到可以安穩居住的房子，窮人只能擠身骯

髒不堪的環境，換算下來的平均價格還比較高，成了收入中最大支出。其他開銷全被擠壓，完

全存不了任何錢還負債累累。

 琳達一針見血的戳破了所有理財建議，他說那些都是給本來就有錢的人的建議，對窮人根

本沒用。況且，沒錢還不是最大的問題。沒錢有沒錢的過日子方法。最大的問題是，窮人通常

得同時打工兩三份工作才能賺到足以餬口的基本收入，這兩三份工作都是體力勞動，忙碌一整

天下來的窮人，早已精疲力盡，根本無力思考較長遠的人生規劃，每天都在面對堆到眼前來的

帳單和生活難題。加上沒錢吃得好或過度勞累，根本沒辦法好好休息，生活過度緊繃，要是突

然有一筆錢湧入時，窮人甚少會想著好好利用，不是拿去還債就是揮霍掉，這是為什麼社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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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聽聞窮人卻拿 iPhone手機的原因？
 如果一個人發現自己的人生注定貧窮，能夠及時行樂的揮霍一下，讓自己的緊繃生活得以

舒緩，繼續撐下去是很常見的作為。社會上的其他人覺得窮人就不能享樂或應該活出某種道德

應然的上進樣子，是對窮人的浪漫想像或歧視。窮人也只是普通人，而且還是生活和身心狀態

特別差的人，卻反而被社會上以道德高標苛求，不是很奇怪嗎？

 貧窮問題，雖然也有懶惰造成的，卻不是所有窮人都是因為懶惰才變窮，而是有社會結構

或人生際遇的機緣湊巧，加上沒有其他社會關係網的奧援的結果。 

真正能消滅貧窮問題的不是窮人自己的努力向上，而是國家透過法律重新分配資源，好比

說不要讓資本家可以用剝削人的勞動合約欺負人，把基本工資調高到足以讓人養活自己的地步，

諸如此類的。

 琳達希望透過這本書能讓更多人了解真實窮人的生活狀況，不要再繼續帶著偏見或刻板印

象看待窮人。窮人並非都是良善而上進，但也非全然惡劣，好人壞人都有，就像其他社會階級

的人一樣。 

大權力終結，分散多元的微權力崛起－《微權力》／商周

 在這個 1%超級富翁壟斷全球資本的年代，竟然有人出書宣告過往人類社會的大權力已經

宣告終結，反而是無數微小而多元化的權力持有者如雨後春筍般的崛起，不免令人訝異，這樣

的趨勢如何可能？

 摩伊希斯就是那個宣告大權力終結的人，他認為權力正在流散，長久以來掌握大權的玩家

正面臨新崛起者的挑戰，並且持有權力的人將受到更多的制約，再不能想幹嘛就幹嘛！想想也

是，美國總統的權力再大，也不能隨意動用，得遵循某套程序正義並接受立法和司法兩權的監

督，比起過去雄霸天下的羅馬帝國或中華帝國的君主，權力的使用上承受較多的節制。

 企業的尺寸雖然比過往大上數十倍甚至百倍，擁有企業的資本家雖然富可敵國，但卻並不

能以金錢買通所有的關節，這世界上有一些不熱衷名利而誓死維護環境安全的人，能以保育生

態之名號召龐大的群眾，對抗企業巨獸，或以選票要求政府設置能夠箝制企業的法律，令其不

得任意胡來。摩伊希斯認為，因著各項文明科技與網路崛起（增長革命），全球地緣政治的轉

移（遷移革命），人的心態之改變（心態革命），有效分散了過往過度集中的大權力，權力變

得更容易取得，小型參與者大量崛起，制衡並搶奪過往攢在大權力者手上的東西。

 摩伊希斯毋寧是樂觀看待權力的分散與多元，互相制肘之下的平衡，不容易再有單一人士

（如希特勒）或團體就能取得摧毀世界的權力，得以避免某個神經病取得權力後決定摧毀世界

而無人能阻擋，更讓社會變革得以透過多方擁有權力者的彼此結盟或制肘，在眾包的智慧下往

好的方向邁進。

加薪與提高最低工資才能救經濟－《搶救失業大作戰：我們如何擺脫失業、負債

與貧窮》／商周 

作者拉斐．巴特拉認為，造成經濟衰退的主要原因在於壟斷資本主義橫行下，資本家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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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低生產成本，拒絕支付足夠跟上生產力的薪資水準，導致生產力大於薪資水準，造成薪資缺

口。資本家原以為壓制勞工所多得的資本可以讓自己更富裕，遺憾的是，從總體經濟面的角度

來看，長期這樣做會導致消費動能不足、生產供給過剩，市場上的產品／服務滯銷，反而回過

頭來衝擊市場與企業獲利能力，資本家原本是為了多賺而壓榨員工，最後卻變成是為了節省成

本減少虧損才壓榨員工。

因為消費動能不足，最後的結果則是景氣變差或衰退。想要改變此一經濟困局，搶救經濟

的方法是逐步提昇最低薪資，提高廣大勞動階級的消費力，跟上甚至超越生產力，當人們消費

能力勝過生產時，市場變成需求大於供給，企業必須擴大產能，結果市場就開始恢復運轉，如

此方能創造一個旺盛的經濟體。

 巴特拉認為，想達成上述狀態，最好作法是分割大企業，不讓財團壟斷市場，破除壟斷資

本主義，走上競爭資本主義。當競爭激發創新，能同時壓低成產成本又提高產能，加上薪資保

障，產能能夠帶動薪資，勞動者也消費得起市場上的產品，最後就能進而形成正向循環。

 遺憾的是，這套理論雖然我也贊成，但很難突破財團寡佔的社會，企業主把持政治，制定

對其有利的壟斷資本主義政策。想要達成目標。得有其他力量介入。

以集體行動改變社會－《如何改變社會》／時報文化

 小熊英二從福島核災之後，日本民間社會自發性的投入反核運動切入，回溯性的介紹了戰

後日本的社會運動發展狀況和特色（菁英主義、道德純潔至上論），點出戰後日本社會運動之

所以無法成為推動社會變革的原因（被汙名化，淪為小眾的遊戲）。

 花了半本書的篇幅談戰後日本與社會運動的關聯，接著話鋒一轉，花了半本書的篇幅，介

紹起當代社會的構成元素，從西方哲學與社會理論家的學說，深入淺出地說明了你我現在所處

之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由來，然後才又接回日本的社會發展史，導出小熊英二的結論，以集體

行動的力量，推動社會變革的發生。

 為什麼小熊英二要花半本書的篇幅，寫下類似現代社會型態導論的文字（附帶一說，這三

章是非常淺顯易懂的現代社會導論，想了解社會學或社會是什麼的朋友千萬不要錯過）？關鍵

在於，作者認為想要呼籲更多人站出來支持社會運動，團結眾人以集體行動力量要求統治階級

修改錯誤的法律和政策，必須先讓大家知道我們所身處的環境究竟是由哪些核心元素構成？還

有過往社會運動之所以失敗的原因？以及如果我們不希望改革社會的力量再被沖散，該做甚麼

事情？

小熊英二說：「要改變社會，首先你要先改變。要改變自己，你就要動起來。這聽起來像

是陳腔濫調，但時代已經改變，社會已經處在分歧點上。這句話將會活出新的意義來。」

有太多人不知道我們身處的風險社會，威脅人類的風險早已不分階級性別年齡與財富，一

視同仁的傷害所有被風險觸及的生命（核汙染是不會因為某人是總統或有錢人就避開的），而

不了解風險危害的嚴重程度，將無法喚醒廣大國民積極投入反核或其他反污染反生態環境破壞

的新型態社會運動（不是由少數菁英主導，而是由廣大群眾鬆散串聯，以網路將群眾高效率的

串連起來參與公民抗命），而這將攸關運動的成敗以及人類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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