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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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知得失。」今年暑假，修習了「世界史 -文明的起源」一課，希望不僅做為

畢業後人生的鏡子，也藉著課堂上學習到系統性的思考來看待事物。整理這一個

月所學，將心得與課程內容交織，反思過去展望未來，希望對自己和社會都有所

助益。  

 

    何謂成功？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都曾言：大多數人將「有權、有名、有財」視為成功

的定義。然而因它們多稍縱即逝，而且總是有人會比自己擁有更多這些特質，人們往往會

變得在無限的追求中將自己生命消耗殆盡。因為想要有權，政治出現；因為有財，經濟發

展；因為有名，社會間相處的關係才得以建立。可見這些條件本質上是驅動我們不斷前進

的動力但是否這是需求抑或是我們的慾望？ 

 

回到問題起源，之所以成功是因為我們是人類，動物不會去區分何謂成敗。那，身為

人類的意義是甚麼？有哪些特質讓我們與其他事物有所區隔？我們身為人類是因為我們

有理性能夠創造科學、發展科技，我們有創意去做藝術的欣賞與創作，我們有道德人倫讓

我們去追求信仰、探究哲學，種種相互的關係，讓我們成為一個無法取代的存在。如何能

在這些特質與前所述的成功條件中找到最適當的平衡點，而不偏廢任何一項，也許才是身

為人類的我們對成功該有的定義。 

 

    自由 (freedom) 與權威 (autority)，課前總是視這兩者為相反對立的概念，經過課堂後

才慢慢了解到他們彼此存在的互補與協調性。自由，人們總是嚮往自由，希望無拘無束，

任意而為；然而，沒有權威，立法制度難以落實，人們會因為獲得自身最大利益而互不相

讓、毫不退步，以致掌握資源者的自由被保護而其他則否。多數人都視權威為萬惡淵藪，

但卻不了解，在權威體制的落實下，自身的自由才能獲得更大的保障。權威通常意味著階

級化的架構出現，這使的許多複雜的機構或是體制得以落實，但也往往造成下面的意見無

法被忠實反映，造成決策者的失誤導致底下無數群眾的損失與受傷。由上而下的階梯架構

和由下而上的反應機制相互搭配才能抑止許多不必要的錯誤產生，如當代社會利用頻繁的

選舉機制來淘汰不適任的官員來避免權威被濫用。此外，自由有兩種，「脫離」束縛的自

由，如脫離考試課業的自由，但只要有人，就永遠會有束縛，所以這種自由往往被成為自

由的陰暗面；「選擇」去做的自由，如父母親逼迫小孩去得到一定程度的教育，也許在小

孩眼裡是種無法抗拒的權威，但其實父母意旨在讓小孩長大後有能力去選擇自己的職業，

而不受侷限，這種自由也常常稱為正面的自由。在自由與權威間的相互關係，是至今人們



一直竭力希望去做協調的事情，我們必須要去了解，更多的自由往往需要伴隨著更大的權

威，不能偏重任何一邊，才是我們應有的態度與思考。 

 

    簡單與複雜，危機一字，代表著危險通常提供了更多的機會。如同自然一開始的演化

一般，生物可以選擇繼續維持原樣或是進行突變以適應環境。但在突變的過程中大多數的

物種都滅絕，我們能持續存活到現在，是有前面無數物種的犧牲(不適者淘汰)，正因他們

選擇了有所變化 (趨向複雜)，才有現在的我們。而對人類而言，語言的出現，使的我們能

夠傳承技巧，有系統性的溝通，讓文明起源，是人類生活趨向複雜的主要原因。符號的抽

象化，讓數學與物理能夠用簡單的算是建構出複雜的理論系統；科學的進展，如一開始的

真空管到現代複雜的積體電路讓人們能更加簡單的使用通訊工具。複雜化往往是讓人類生

活更加簡單便利的必經歷程，如同擁有都市的興起，人類才能快速的交流，都市內複雜的

交通，使人們能快速抵達目的地，種種看似簡單的生活都是建立在許多複雜的系統架構下。

然而，如同前面所言，趨向複雜，往往也意味著我們必須承擔其風險，如快速的網路讓人

們溝通更加便利卻也讓網路詐騙、人們難以集中精神等現象發生。連鎖的飲食企業往往使

食安問題影響廣大的消費者。了解到趨向複雜背後所帶來的危險，並向前邁進，是面對日

趨複雜的生活型態我們應有的態度。 

     

    雖然這門課稱為世界史，卻讓我了解到，人類的歷史正是效法自然從最小的分子開始，

不斷自我組織，沒有誰去下命令，而是不斷建立在自身與他人的關係中。這門課，讓這個

暑假，別具意義，因它讓我知道，存在的價值，也讓我知道如何能「成功」的繼續存活下

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