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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巨人的肩頭上，眺望世界的未來 

我讀《改變歷史的書》 

梁婉媚
 

 

主宰世界的三要素，那就是智慧、光輝和力量！ 

——歌德 

 

壹、 前言 

今年，是人類歷史上遭逢巨變的時刻，是各國政府危機管理的考驗，或

許也是自然界對人類的反撲。新傳染病 COVID-19正在全世界肆虐，個人生

命遭受威脅，疫情引發各國經濟危機、醫療危機，也使全球化面臨嚴竣挑戰。

人類的歷史正在改變中，人類的未來又將何去何從？ 

古有石洞鑿畫、龜殼刻字、竹帛寫字以至今書籍印刷、螢幕屏讀。愛迪

生說，「書籍是偉大的天才留給人類的遺產」，因此代代相傳的知識得以透過

閱讀思考化為人類智慧據以運用。圖書館學家唐斯博士（Dr. Robert. B. 

                                                 
高雄市立鼓山高級中學組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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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wns）1956年的著作《改變歷史的書》，敘述 16本在文藝復興至二次世界

大戰前，跨越 400年間，對世界命運發生重大轉變的書籍。這些書籍有些用

拉丁文寫、有些用數學符號闡述、有些無專門領域知識無法領略其精義；幸

而作者提要鉤玄、指其扼要，使一般讀者能快速瞭解近代西方文明的發展。

筆者將 16本書籍對照世界大事整理如圖 1。 

牛頓曾說：「如果我比別人看得更遠，那是因為我站在巨人的肩頭上。」

這些各領域的巨人們及其著作，影響我們現在的生活，構成我們今天的世

界，並敦促我們思考人類的未來。 

 

圖 1  16本書對照世界大事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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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巨人著作—閱讀著作，如見巨人 

影響歷史的書籍不全然都是正面的，誠如房龍說，「歷史多麼無情而又

有情，不遺忘每一個對歷史的貢獻，也不寬容每一個對歷史的障礙」。茲將

作者精選的 16本著作分為 6部分（如圖 2）簡述其重點如下： 

 

圖 2  16本著作歸納 6部分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 

 

一、 政治思想 

政治是管理眾人之事，「政治學之父」馬基維利《君王論》討論君主

的統治術，愛與畏要平衡，為達統治目的，必要時可以不守信；其主張

受到後世議論。18 世紀末馬爾薩斯《人口論》主要根據兩大假設：人要

生存就需要食物、異性相吸是必須的。馬爾薩斯認為食之者眾而生之者

寡，如何抑制人口增長？在於晚婚及道德性的自制—節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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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主義在英國演變最壞的階段，正是馬克思的時代。馬克斯《資本

論》巨著中，創造用經濟去解釋歷史的唯物史觀。他認為無產階級透過

階級鬥爭奪得政權，建立獨裁體制，走向廢除一切階級之路，影響共產

主義的崛起。馬克思提出唯物辯證法、剩餘價值論、階級鬥爭史觀，被

近世史學家嚴加批評。 

二、 爭取自由 

人類歷史上追求各種形式的自由，莫不經歷艱難的過程。亞當斯密

堪稱「現代經濟學之父」、「自由企業的守護神」，其著作《國富論》的

重點，主張不干涉主義，倡導自由貿易，認為政府對經濟生活的干預越

少越好，但某些特殊條件下應受到限制，另外也反對殖民地政策。 

北美是否要脫離英國獨立？潘恩批評英國政體、剖析北美情勢，評

論北美能力，使《常識》這本小書廣泛流傳，堅定美國爭取自由獨立的

信心。梭羅《不服從論》認為完全不管事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其

基本信念是國家為個人而存在，對於少數人的權利仍應受尊重，追求個

人自主自由。對美國的蓄奴制度，潘恩、梭羅都曾大力反對，而最有力

的控訴，維護黑人人權的第一聲號角是史佗夫人《黑奴籲天錄》或譯《湯

姆叔叔的小屋》的出版流傳，點燃美國南北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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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稱霸世界 

不論是為了國家生存或政治家私慾，在強權政治擴張的時代，無不

以稱霸世界為目標。與此目的相關的《海權論》、《地緣政治學》及希特

勒即改變世界歷史甚深。馬漢《海權論》認為海權是統治世界的決定性

因素，能控制海洋的國家便成為經濟上的強權。麥金德《地緣政治學》

提出歐亞大陸為心臟地帶，歐洲亞洲與非洲為世界島，而統治東歐者即

可控制心臟地帶，統治心臟地帶者即可控制世界島，統治世界島者即可

控制整個世界。 

20 世紀最為罪名昭彰的一本書是希特勒《我的奮鬥》，杜里斯克斯

形容：百分之十是自傳，百分之九十是教條，百分之百是宣傳濫調。內

容涉及種族論、歌頌武力、擴張國土，尤其認為宣傳是最有力且無可抵

禦的重要武器，國家應全面控制教育，提出領袖至上代替民主政治。 

四、 科學宇宙 

哥白尼《天體運行論》歷經 30 年完成，推翻亞里斯多德和托勒密

認為「地球是宇宙中心」。此書以數學方法闡釋日球為宇宙中心，討論

天體之運行。哥白尼逝世的一百年後，1642年牛頓出生。牛頓三大發明：

微積分、光的組成定理、萬有引力定律，成就驚人。牛頓著作《數學原

理》內容完全簡化為數學中定理旳形式，十分艱深；內容含括物體的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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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天體的運行、萬有引力定律等。 

20世紀初愛因斯坦《相對論》使人類對於時間、空間及其運動的認

識發生革命性的變化，有別牛頓認為引力是一種力量，具有劃時代的意

義。此外，愛因斯坦研究的原子理論、光量子概念等改變了物理學發展

路徑，啟發一連串科技革命、資訊革命。 

五、 生物奧秘 

直到 17 世紀初，人類對生物科學的瞭解仍為膚淺。喜好解剖試驗

與觀察的哈維發現，血液的流動是在不斷的循環之中，而其流動是由心

臟的跳動而起。哈維著作《血液循環論》雖僅 17 頁卻生動如繪，說明

清晰而連貫，經反覆確認 12年才出版著作。 

號稱「生物學中牛頓」的達爾文在海軍獵犬號上的 5年期間遍訪各

洲蒐集許多一手資料，埋頭研究 20年完成研究提要《物種原始論》。其

主要論點：物演天擇、生存競爭或適者生存，引起世人注意，並影響普

及到每一種重要的學術領域。 

六、 心靈深處 

詩聖歌德曾說：「人類最根本的研究對象是人」，人類心靈可說是自

然界中最神秘的現象。佛洛伊德打開無意識的領域，根據觀察實驗及診

療經驗發表研究心得，理論體系極有原創性又有興味，著述豐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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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見各種著作中。《夢之解析》是最早完成的一部大著，包括他所有最

基本的理論與觀察。佛洛依德以獨創的思想，確立了心理和精神病理現

象的新領域，推動許多領域的發展。 

 

參、 巨人智慧—目光如炬，見識非凡 

哲學家笛卡兒說：「讀一本好書，就是和許多高尚的人談話。」讀《改

變歷史的書》陶醉在巨人們的智慧裡，發現他們目光如炬，見識非凡的一面。 

一、 時勢造英雄，英雄造時勢 

一本書決不能完全脫離其創作的時代，所謂「時勢造英雄，英雄造

時勢」。潘恩滿懷激情寫出《常識》，被富蘭克林稱之為「天才之作」，

據說當時每個識字的美國人都曾讀過。亞當斯密生在兩個歷史時期的分

水嶺之處，代表當時的經濟自由主義派，《國富論》在工業革命經濟起

飛中證明其正確性及重要性。史佗夫人處在為蓄奴問題辯論不休的時

代，《黑奴籲天錄》出版後，成為國際知名人物，受到林肯總統的讚譽。 

二、 挑戰舊傳統，開啟新序曲 

哥白尼曾說，人的天職在勇於探索真理。他獨自研讀古籍進行探

究，挑戰亞里斯多德以定性研究形成的理論，轉變世界觀和社會，創始

科學現代化方法，完成《天體運行論》，啟發科學革命。愛因斯坦自己



  T&D 飛訊第 277 期           發行日期：110 年 4月 1日 

                        第 8 頁，共 16 頁 
      

 8 

說，他的成就取決於 4個因素：自我批判、好奇心、專注和毅力。雖然

愛因斯坦無意挑戰牛頓的理論，但他不受常識束縛、豐富的想像力，使

他的研究貢獻卓越，開啟物理界的新序曲。 

三、 受前人智慧，立不朽之功 

牛頓《數學原理》發明微積分及宇宙間種種現象，係因先有笛卡兒、

歐基里德、喀卜勒、伽利略等前人智慧啟發，待牛頓成一綜合的理論體

系。梭羅《不服從論》成為聖雄甘地不抵抗運動的聖經，成功為印度及

巴基斯坦爭取自由；而在 18 世紀的個人主義哲學，以及法國盧騷倡導

的自由主義，梭羅的想法也獲得充分發揮，立下不朽之功。 

 

肆、 巨人啟發—眺望世界，祈禱未來 

霍金留給世人的大哉問：我們能在地球上存活下來嗎？我們如何形塑未

來？筆著大膽的站在巨人的肩頭上，試著眺望世界的未來，從 7個課題（如

圖 3）論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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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未來世界的課題 

資料來源：筆者自繪。 

 

一、 資本主義的融合  

一個國家的富有不在於貨幣的多少，而在於生活必

需品的豐富。 

——亞當斯密 

《國富論》在 1776 年即問世，但英國、美國直到 1860 年後才改走

自由市場貿易。資本主義走到今日將近 200年，經濟學家張夏準（Ha-Joon 

Chang）認為資本家、工人、市場、錢（金融體制）已面貌大異；在經

歷數次經濟（金融）危機，已體認到放任自由市場的危險，政府實有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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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干預的必要。不幸地，經濟全球化正因新冠肺炎疫情遭受考驗，富有

國家的生活必需品遠在他國，全球資本主義進入再次修正的新階段。張

夏準說：「經濟學應該是雞尾酒」，長遠來看，資本主義必須融入其他不

同的經濟學派理論，以適應未來世界的變化。 

二、 政治力量的交鋒 

想要收穫自由之果的人，必須承受維護自由的勞苦。 

——潘恩 

二次世界大戰前世界上演著法西斯主義、共產主義及自由主義的故

事。自由主義曾企圖一統世界，但觀諸現今世界形勢，全球化分崩離析、

恐怖主義仇外威脅、歐盟內部分歧加劇、疫情造成經濟蕭條，加以移民、

難民問題，各國開始回歸國族主義、保護主義。美國川普（Donald John 

Trump）、中國習近平、俄國普丁（Vladimir Putin）等領導的政治力量，

各自為國家利益在全球交鋒，牽連世界政治局勢。歷史學家哈拉瑞

（Yuval Noah Harari）認為這世界未來幾十年間的特色，可能就在於強

烈的自我反省，以及建立新的社會和政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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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人口演化的進行式    

生存下來的物種不是最強壯，也非最聰明的，而是

最能夠適應改變。 

——達爾文 

馬爾薩斯《人口論》的厭惡人類觀留給 19 世紀各國一道陰影，造

成漠視饑荒引發的大量死亡、優生學的絕育、謀殺正當化及中國一胎化

等政策，然而這樣的人口干預是沒有必要的。生物學家瑞德利（Matt 

Ridley）認為，綠色革命和人口結構的轉型緩解人口爆炸，這完全是一

突現的現象，而這是演化而來的，不是規範出來的。人類經過一代一代

天擇而保留下來，擁有適應環境改變的能力。時至今日，北半球國家少

子化和高齡化造成人口減少危機，而南美洲及非洲國家因醫療及糧食改

善人口正在增加中，人口演化持續進行中。 

四、 科學真理與錯誤  

真理到錯誤，相距只一步。 

——潘恩 

科技趨勢思想家 KK（Kevin Kelly）認為，過去 200年來，人類最

偉大的發明不是特定的器具或工具，而是發明科學方法。然而，人類無

論在那個年代都以為當時的知識是千真萬確的真理，直到幾千年、幾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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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後才被證明是錯誤的。哥白尼推翻人類一千多年錯誤的宇宙觀，繼起

的天文學家泰喬、喀卜勒研究修正，到牛頓以萬有引力及行星運動定律

來闡述行星和太陽系的諸多現象；然而愛因斯坦又再度修正宇宙觀。科

學研究是由人發現發明出來的，每個人都有機會犯錯，因此科學是走在

一條持續修正錯誤、尋找真理的道路上。 

五、 科技顛覆的必然 

有一個現象的明顯程度已經讓我毛骨悚然，這便是

我們的人性已經遠遠落後我們的科學技術了。 

——愛因斯坦 

20世紀初普朗克、愛因斯坦、海森堡等科學家開創原子概念以及量

子革命，開展現代的科技世界，顛覆我們的生活方式。科技催化人類進

步的速度，科技的成長也勢不可擋，甚至人性也落在科技之後了。KK

認為我們毋需阻撓新科技，透過法律和科技手段防止真正的傷害，使其

成為文明的一部分。但我們也要先瞭解科技帶來的挑戰，悲觀者哈拉瑞

即認為未來生物科技和資訊科技將顛覆這個世界，為人類帶來前所未有

的艱難考驗。樂觀者如霍金即認為，未來智慧城市裡將有自己的「數位

分身」，腦機介面的溝通方式，還有更多美好、神奇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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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人類浩劫的威脅 

我們足夠聰明地設計出核武器，但我不確定我們

是否足夠聰明地能夠不使用它們。 

——霍金 

我們與大自然共存在地球上，微生物在人類史上數次改變歷史，如

鼠疫（黑死病）、天花、流行性感冒及現今的新冠肺炎。再者，牛津詞

典 2019 年度詞彙：「氣候緊急狀態」（Climate Emergency）顯示此已成

為全球關注的議題；我們必需採取緊急行動以減少碳排放，避免因此造

成的可能不可逆轉的環境損害，進而威脅人類的生存環境。另一方面，

核武帶來的毀滅性威脅，仍具有潛在危險性。霍金也提醒我們，小行星

撞擊地球，是完全無法防備的事。面對人類可能產生的災難浩劫，我們

要保持警覺，採取行動。 

七、 活得自由的追尋  

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 

——盧梭 

人們爭取自由，藉以擺脫社會、生物和實體的限制，如重視人權、

禁止人口買賣等。然而科技世界帶來的孤獨、上癮、網路霸凌，也造成

個人心靈問題。在心靈上怎樣才能活得自由？或許可以從個體心理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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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德勒（Alfred Adler）的理論獲得答案。阿德勒認為生而為人，我們有

選擇生存方式的自由，被別人討厭，就是活得自由的證據；但做自己也

要尊重他人的選擇與差異，不要互相操控干涉；而要讓自己幸福的三要

件就是接納自己、信賴他人、貢獻他人。無論身處在那一個時代，人生

應該就是要自由地去感受、思考、渴望和發明去創造意義。 

 

伍、 結語—公務人員的智慧、光輝和力量 

目前世界政治及經濟局勢，無疑是最不穩定的一個階段。歌德曾說：主

宰世界的三要素，那就是智慧、光輝和力量！公務人員藉由閱讀體現此三要

素，可望有助國家局勢的穩定。  

一、 智慧—化知識為智慧 

所謂「書籍是培植智慧的工具」，公務人員多閱讀可以增長知識，

知識經過思考化為智慧，智慧結合經驗體現在工作中，便能提升政府行

政效能，促進民眾服務品質。 

二、 光輝—指引民眾前進 

曾國藩說：「讀書不獨變人氣質，且能養人精神，蓋理義收攝故也」。

是以，公務人員藉由閱讀，培養廉潔自持、正直誠信、同理關懷的精神，

方能成為照亮國家道路、指引民眾前進的光輝。 



  T&D 飛訊第 277 期           發行日期：110 年 4月 1日 

                        第 15 頁，共 16 頁 
      

 15 

三、 力量—涵養自身五力 

郝明義在《尋找那本神奇的書》認為，閱讀書籍可以培養理解力、

想像力、集中力、傾聽能力和整理能力。公務人員若能涵養此 5種能力，

有助政策規劃、民意理解及服務效能。 

在紙張和印刷術發明後，文字和圖像得以方便傳播；在數位科技發

明後，聲音和影片也得到解放。每年臺灣出版約 4萬種新書，加以各國

出版的新書，古今書籍已浩如煙海；單一書籍對世界的影響及重要性已

不及過去。 

隨著科技的日新月異，傳播方式的多元化，未來的知識會更快速變

動，新鮮的事物會層出不窮，學會與未知相處，甚至創造新事物，是未

來每個人的必修課題。多閱讀增長智慧，多思考蓄積力量，多行動善待

地球，或許就能在未來世界悠遊自在、迎向無限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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