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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發展與人文關懷」領域

IF NOT US,WHO? IF NOT 
NOW,WHEN?

─ 我讀《人類大歷史》省思

【佳作•林崑木】

壹、序幕－揭開人類大歷史

臺諺：「人無照天理，天無照甲子」 1，在2014年11月28日尼泊

爾毗鄰印度邊界的村莊巴利雅普（Bar�yapur），展開每5年舉行一次

世上最大規模的動物屠殺祭典，將數十萬隻動物集體屠殺，以獻給

他們信仰的女神加蒂麥（Gadh�ma�）；不幸，尼泊爾在2015年4月25

日發生喜瑪拉雅山大地震，造成數萬人慘烈傷亡。

從老子道德經第五章中提到「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上

蒼實有好生之德，生死原本都是萬物自己的事情，天地只是提供了

這個環境給萬物而已，但往往造成人神共憤、不公不義憾事的，仍

是泯滅人性的人類。

今（104）年國家文官學院推薦之指定專書中《人類大歷史》2 

一書主要是在描述認知、農業和科學三大革命如何改變了人類和周

遭的生物。內容涵蓋了智人（Homo Sap�ens）3 如何崛起、如何被

農作物綁架……乃至影響現代生活甚巨的資本主義、一神教、基因

工程……如何興盛的重大脈絡，讓讀者思考「身為一個人」生活的

1　比喻人若不按天理行事，大自然必定反撲。

2　 專書原文書名: Sap�ens（From An�mals Into Gods）:A Br�ef H�story of 
Humank�nd（2012.07），哈拉瑞（Yuval Noah Harar�）著。

3　 Homo sap�ens 是人屬的人種，Homo 指「人」；sap�ens 是「明智」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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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觀到「人類」生存的宏觀，並「體悟人定不能勝天、時間空間經

緯交錯、權力智慧步步為營、物換星移更迭改變、灰飛湮滅以史為

鑑」……。

貳、發現－人類大歷史架構

宇宙的物質、能量、時間、空間，約在一百三十五億年前，

經過所謂的大霹靂（B�g Bang）之後，才應運而生。後來，大約

三十八億年前，在這顆叫做地球的行星上，有些分子結合起來、形

成一種特別龐大而又精細的結構，稱為生物。到了大約七萬年前，

一些屬於智人這一物種的生物，開始創造出更複雜的文化，而這些

文化繼續發展，就成了「人類大歷史」架構（圖1）。

圖1　《人類大歷史》架構
資料來源：整理自專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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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智人崛起

本書開宗明義指出人類是「一種也沒什麼特別的動物」，

早在史前就已存在，兩百五十萬年前，已經出現了非常類似現

代人類祖先的動物：南猿（Australop�thecus），到了大約一萬

年前，人類歷經不斷演化，整個世界上已存在數個不同人種 4 

的事實。其中，大約七萬年前，智人已經從東非擴張到阿拉伯

半島，並且很快席捲整個歐亞大陸。後來，從2010年基因定序

的研究成果發現，「就現代中東和歐洲的人類而言，擁有1%到

4%的尼安德塔人DNA；居住在大洋洲的現代美拉尼西人及澳

洲原住民，最高擁有6%的丹尼索瓦人DNA。」，這佐證了科

學家先前提出人類互相融合之「混種繁衍」（�nterbreed�ng）理

論和互相滅絕之「替代」（replacement）理論，更重要的結論

是智人藉由「獨特的語言優勢」，征服全球，取代了所有先前

的人種。然而，經過世世代代，萬萬沒有想到，他們的後代有

某一天竟能在月球上漫步、分裂原子、瞭解遺傳密碼，還能寫

寫歷史書和專書心得報告。

（一）三大重要革命

人類大歷史的路徑上，有三大重要革命：

1.  認知革命（Cogn�t�ve Revolut�on）讓歷史正式啟動：

大約在七萬年前，人類能夠描述非現實的語言，有能

力談八卦，想像不存在的事物，讓陌生人開始合作、

建立組織。

2.  農業革命（Agr�cultural Revolut�on）讓歷史加速發

展：大約在一萬兩千年前，人類馴化動植物，出現了

永久聚落，渴求和生產更多，團體上分工分職更趨細

膩。

4　 在專書中指出有：尼安德塔人、直立人、梭羅人、弗洛瑞斯人、丹尼索瓦
人、魯道夫人、匠人和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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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科學革命（Sc�ent�f�c Revolut�on）讓歷史再創新局：

到了大約五百年前，人類承認自己的無知，努力取得

前所未有的能力，快速進步，讓我們擁有媲美上帝的

力量，同時也帶來毀滅的危機。

（二）三波物種滅絕

認知革命之後，智人發展出航海、狩獵、火耕等各

項技術，加上有了組織和貿易能力，才能夠走出亞非大

陸。從移動的路徑（圖2），智人4萬5千年前抵達澳洲，

造成整個生態系和食物鏈重新洗牌，這也是當地生態系

數百萬年來最重要的一次轉型；到了1萬4千年前便侵入

美洲。

智人以採集者殖民擴張姿態，造成所謂第一波動植

物界滅絕浪潮，這也是最快速的一場生態浩劫；後來，

農民圈地耕作擴張是第二波滅絕浪潮，前兩波受害者都

屬於陸上生物；到了第三波則是工業活動造成，這回苦

主大部分是屬於海洋生物。智人就是造成最多動植物滅

絕的元凶，穩坐「生物學有史以來物種殺手」的寶座。

:

:http://www.aussiebushadventures.com.au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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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2　智人移動的路徑
                        資料來源：http://www.auss�ebushadventures.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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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種全球秩序

書中指出金錢、帝國和宗教是導致全球大一統和人

類大融合的三種關鍵因素，歸納如下：

1.  經濟上的貨幣秩序：貨幣（金錢）的主要功能是為了

讓雙方或多方合作進行交易與交換，取代以物易物的

市集，作為媒介物與計價單位，其次，它是可以儲存

購買力和方便攜帶儲存運送，其背後運作是依靠一套

複雜的政治、社會與經濟網路互信系統。

2.  政治上的帝國秩序：帝國仗著武力和國家力量把許多

戰敗者的文化變成自己附屬的文化，再藉著徵稅、徵

兵手段，行國土規劃與公共建設治理目的，帝國自此

越來越強大，到最後經由不同的文化與利益相互結

合，變成多個民族菁英共同統治。

3.  宗教上的全球教派：人類在狩獵採集時代相信泛靈主

義（an�m�sm），天地萬物和人一樣平等；在農業畜

牧時代有相信多神論，萬物之上有各種不同的神明。

隨著時間過去，信徒開始對某位神靈越來越虔誠，各

地的多神教都演化出各種一神教，其信徒認為只有自

己看到世界的完整真相，其他宗教都不可信，因此不

斷發動武力消滅其他競爭對手，例如：西元500年，

基督教收服當時世界上最大的羅馬帝國。最後，多神

教漸漸演變成一神教的世界。

（四）一場永遠的革命

工業革命讓全球使用相同的度量單位、統一標準時

間，國家和市場取代了傳統家族與地方力量，雖然近代

個人較為自由，相對的卻也較為疏離與孤單，今網路社

群團體取代了國家界線，但不同政治、消費意識形態依

舊，種種觀點或議題的隔閡與潛在衝突仍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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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生物學革命

全球資本和帝國主義形成以後，結合當代最新、

最先進科技的「生物學革命」，包括：基因（gene）

工程、半機械人生命（cyborg）和無機生命（�norgan�c 

l�fe），將再一次顛覆和重新改變人類在認知、農業和科

學成就上的新革命，也會造成人類深遠和永遠的影響。

二、智人末日?

七萬年前，智人只是一種微不足道的動物，當達爾文的演

化論驅趕了上帝創世說。現在，人類藉由基因工程扮演上帝，

人為育種開始取代物競天擇，現代人類可能是天擇創造出來的

最後一代原始智人，人類的進化將脫離生物學的束縛，沒有人

可以預見以上變化將帶給人類在倫理、法律與社會的種種衝擊

為何？

當人類擁有神的能力，若仍貪得無厭、不負責任，而且連

自己想要什麼都不知道，則天下至險，莫此為甚！最終，人類

必須作一智慧抉擇,才能免於毀滅的危機。

參、探索－人類發展PDCA循環

筆者提出人類發展PDCA循環觀點，P（Pole）是指「極」，

也是太極之意，D(Dual�sm) 是指「二元」論，也是兩儀之意，C

（Course）是指「歷程」，意指人類何去何從，A（Ach�evement）

是指「成就」，意指人類所作所為？PDC是「天、地、人三才合

一」，Ａ是「人與人共存共榮」，前者構成人類發展的外在環境，

從太極生兩儀， 兩儀生三才，本文試著從智人到智能、從反僕到

反撲和從微觀到宏觀「三從」，談人類何去何從；後者則構成人類

發展的內在環境，探討人類「四得」，是否得到歷史教訓、幸福快

樂、生命啟發、和諧共生？人類發展隨著世代交替前進和後退，而

當代隨著人類發展PDCA循環興衰或毀滅（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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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3　人類發展PDCA循環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創見。

一、天、地、人三才合一

（一）一極

易經中「太極」哲學觀點，一般是指宇宙最原始的

「無極」（0）混沌狀態誕生，而後形成萬物的本源。

人類的發展，從無到有，從有到優，成長終究會有「極

限」（∞）的障礙。

（二）二元

人類存在天與地之間，而眾神存在人們心中，

產生了善與惡的宗教二元觀點。誠如英國文豪狄更斯 

（Charles D�ckens）之名著「雙城記」開場之引言：

「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我們什麼都

有，也什麼都沒有；我們全都會上天堂，也全都會下地

獄。」，是善果？是惡果？人類的發展就在我們的一念

之間。

（三）三從

1. 從智人到智能

人類從只能啃食虎狼吃剩殘骨的猿人，到躍居食

?

PDCA

: PDCA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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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鏈頂端的智人，借力使力，以工具取代體力競爭。

時至今日，當人類的智慧結合機器智能的潛力，已從

雪維洞穴（Chauvet Cave）壁上的原始人「手印」，

突飛猛進到阿姆斯壯踩上月球的「腳印」，知識就是

力量，創意無止境。

隨著世代推移，時間和空間已因此而壓縮，你可

以站在世界的一頭輕聲細語，在世界另一頭就可以清

晰聽見。這與傳統人類學對照，現代智人因使用科技

穿戴，都已變成生化機器人（cyborgs），這不是人體

本質的進展，而是心智本質的擴展。

2. 從反僕到反撲

狗是智人首先馴化的動物，同時狗也學會了如何

反僕操縱人類，好滿足牠們的需求，但一些殘忍又非

人性化的禽畜圈養，更造成很多傳染病毒與流感病因

的反撲來源，例如：狂牛病到禽流感、伊波拉病毒、

SARS和MERS等疫情蔓延，令人類束手無策；同樣

地，農業革命不是人類馴化小麥、稻米，而是這些植

物馴化了智人，讓人類更加辛勤農作，但當農藥越用

越多，土壤微生物一旦反撲，有一天面對光禿禿的大

地，人類將面臨無處可耕的窘境；還有，工業革命帶

來地球的溫室效應，更嚴重影響地球氣候變遷，造成

大自然無情的反撲。

如果持續自作孽，置各種問題於不顧，人類的滅

絕，顯然已不是危言聳聽。自大的人類應更謙卑的向

大自然學習生命的價值，回到天人合一、反璞歸真的

境界，才能讓萬物得以在平衡生態下生生不息。

3. 從微觀到宏觀

同是十五世紀東西方兩位偉大航海家，鄭和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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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1405年首次下西洋比哥倫布西元1492年遠洋，提早

了八十七年。不同的是前者目的和手段為了「厚往

薄來」、「和平親善」，結果「造福亞非」；後者

則是為了「東方金夢」、「殖民擴張」，結果「禍殃

美洲」。這說穿一件事，要不是商人想賺錢，哥倫布

不會抵達美洲；要不是發現新大陸帶來的巨大財富，

帝國不會爭相前往地圖空白之處探險；要不是為了探

險，帝國不會投資探勘與科學研究，而這些探勘與科

學研究又進一步助長了資本主義與帝國壓榨殖民地的

效率。

我們從鄭和與哥倫布海上冒險動機這段史觀，

讓我們瞭解為什麼科學是在歐洲崛起，而不是在當時

中國？印證哈拉瑞（Yuval Noah Harar�）教授認為中

國缺乏的不是製造蒸氣機的科技，而是其背後的價值

觀、共同虛構的故事、司法體制和社會政治結構的支

撐。

二、人與人共存共榮

（一）人類得到歷史教訓？�

歷史一再讓我們看到，許多以為必然發生的事，常

常因為不可預見的阻礙而無法成真；而某些難以想像的

情節，最後卻成為事實。看來某些無可避免的事，在當

時的人看起來卻毫不明顯，事後歷史發展就是選擇了一

條完全出人意表的道路，不管這樣「馬後砲」的論述謬

誤是歷史學的特色！還是人們從來都不知道汲取歷史的

教訓？

歷史推動著人類，同樣，推動歷史、改變歷史的也

是人類。《人類大歷史》不單是過去的事情，更光芒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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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的照亮人類的現在和未來，教導我們生存的方式，終

究「以史為鏡，可以知興衰」！

（二）人類得到幸福快樂？

現代各國追求GDP和經濟成長成為最重要、甚至

是唯一的目標，可是世人的幸福感卻不增反減！一來

瞬息萬變的創新讓景氣循環的波動加劇，不確定性提

升；二來各國政府「拚經濟」，競用寶貴有限的自然資

源，演變成掏空的局面，經濟全球化，同時將帶來災難

全球化，在氣候變遷、地球暖化和天災人禍愈演愈烈上

呈現，讓永續發展愈來愈沒希望，在「欲望無窮」引導

下，衍生出貪念、自私的膨脹，人心沉淪和道德敗壞。

法國經濟學家皮凱提（P�ketty）在《21世紀資本

論》一書中提出一重要的論點：「經濟成長不一定造成

全民幸福」，「經濟成長」不是不對，也並非不好，而

是需「生生不息」的「永續發展」，所以政府扮演的角

色和制度設計的良窳才是關鍵。

（三）人類得到生命啟發？�

赫胥黎（Aldous Huxley, 1894～1963）寫於1932年

的小說《美麗新世界》，曾經預言人類將扮演上帝「重

塑自然」，甚至「改造生命」的角色。90年代「人類

基因定序計畫」（Human Genome Project）基因圖譜和

DNA定序的解碼完成，加速發展中基因工程的突破性

革命。面對生物科技的世紀，人類甚至有可能變成標準

化，可量化生產的有機活體「複製人」，其與人屬於同

種生物會不會造成新的種族和階級問題？對神聖的生命

與人的尊嚴會不會造成不同程度的衝擊？令世人既期待

又怕受傷害。

基因科技其所帶來劇烈改變，恐將遠超過電腦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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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衝擊！人類不但可以創造出精挑細選的「生」，更可

以解決人生最苦難的「老、病、死」等問題，透過基因

科技應用來對抗疾病、抗老化、甚至尋找器官移植，這

項技術的應用使我們重新思考對生命的看法。甚至可能

創造出原本不會出現的基因或生命型態，甚至促成原本

不會出現的生態系統（ecosystem）－最有名的例子就是

「侏儸紀公園」（Jurass�c Park）創造了一個從來不曾有

「人與恐龍能共存」的世界，生命會不會自己找出路？

難道只能在電影院裡拭目以待？

（四）人類得到和諧共生？

傳統亞當史密斯理論，「經濟人」假設追求自私自

利和考量自身利益。歷史上對資本主義的批評也從未間

斷，其造成的惡果就是贏者全拿，貧富兩極，忽略生態

永續和經濟開發之間的衝突。

人類應重視人與自然脣齒相依、和諧共生的倫理

觀，企業更應善盡企業社會責任，讓人、制度和自然生

態，共生融合和包容增長。呼應孟子所提倡的：「斧斤

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才是現代企業永續

經營的精神。

肆、結語－人類力量愈大責任愈大

英國天文學家馬丁．里斯（Mart�n Rees）爵士2014年3月 於

TED Talk演說中強調：「地球過去的歷史，威脅主要來源於大自

然：疾病、地震、小行星等等。但是從今往後，最大的威脅來源是

我們自己。現今不止是核威脅，在這個相互連接的世界裡，網路故

障可以波及全球，航空旅行可以在幾天內將流行病傳遍世界。社會

媒體簡直能以光速散播恐慌和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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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現代智人自認由「從野獸到扮演上帝」，擁有神一般造物

主的力量，創造出的科技擁有更多改變世界的力量，有人樂觀人

類未來發展，可以獲得前所未有的繁榮和自由，例如：科學家雷

伊．科茨威爾（Ray Kurzwe�l）在2005年提出「奇異點迫近」（The 

S�ngular�ty Is Near）觀點，預測當人腦智慧和電腦智能完美結合，科

技知識成指數式改善的驚人威力時，人工智慧會比人類還要聰明，

還要有能力；但也有人憂心忡忡，可能遭逢前所未見的災難，例

如：物理學家史蒂芬．霍金（Stephen Hawk�ng）2014年接受BBC專

訪時表示，「人工智慧（art�fic�al �ntell�gence，AI）的發展恐會超越

人類演化，甚至導致人類滅絕。」

所以，我們必須深入思考究竟想要什麼？重視什麼價值？現代

人類比過去任何世代承接了更多改變的機會，在微生物大反撲前的

最壞時機，我們亦何其有幸的擁有知識，了解大自然平衡的運行，

接下來的命運就端看人類如何去掌握！唯有當我們審慎選擇時，才

有樂觀的可能和未來，科技不是宿命，唯有人類才能塑造自己的命

運。

在面對全球化經濟和民主浪潮、生物科學革命、恐怖主義等

各層面的種種挑戰，現代智人應「智於抉擇、仁於愛物、勇於承

擔」，秉著邏輯思維、正義思辨和正向思考，追求「世界和平」、

「和諧共生」和「永續發展」。有朝一日，當地球毀滅來臨，「如

果不是我們智人自救，難道要等到外星人拯救？如果不是現在採取

行動，難道要等到世界末日？」5 悠悠萬世，匆匆一生，值得人人深

思和省思。

5　筆者意譯句子，原文“If not us, who? If not now, w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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