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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世界變化莫測，周遭事物千變萬化，在這個無法以不變應萬變的時代，「創新」二字

成為了大眾廣泛探討與嘗試的話題，眾多企業以創新帶動成長，更以破壞式創新突破

過往困境與迷思。

 

《神也鬥不過愚蠢》這本書的作者以撒艾西莫夫，是出生於蘇俄的生物化學教授，他

不僅在學術領域頗有成就，同時運用物化專業知識作為創作基底，書寫科幻小說，與

克拉克 （Arthur Clarke） 及海萊因 （Robert Heinlein） 鼎足而立為科幻三大巨

頭，其中，他在《我，機械人》（I, Robot）一書中所創立的「機器人三大定律」對

後世影響深遠，至今仍被科幻作品所採用，為科幻創作貢獻良多，《艾西莫夫科幻小

說》雜誌和兩項艾西莫夫獎皆以他的名字命名。

 

作者透過本書，以「電子換能空間」作為故事背景，帶領讀者以旁觀者的角度，看待

地球、平行宇宙和月球人的思考方式與面臨的困境，同時，作者的跨領域創作不僅成



功，更開創後世創作新局，值得我們學習與思考，本刊邀請化學系教授暨理學院院長

施增廉、教育與未來設計學系教授暨系主任鄧建邦，針對本書的內容及觀點進行探討

。

 

 

 

記者：本書為科幻小說，作者以自身的專業知識為基礎創作，兩位老師如何看待這本

小說的創作模式？

 

教育與未來設計學系教授鄧建邦（以下簡稱鄧）：科幻小說以未來學的角度來看，便

如同建立烏托邦世界，現實中，當前有太多難以處理的問題，如果跨領域和想像力可

以幫助我們跳脫現實思維，產生新的可能性，也許能夠改善現今人類所面臨的困難。

此外，未來學不只要預測未來，也要投射未來情境，思考當前應如何趨利避害，靠近

想要的未來，避免不想要的未來。未來學其中有一派會將科幻小說視作探討未來的方

式，因為未來學和科幻小說都需要設計問題，再經由同理心界定問題，進而發想並找

出與未來的關聯性。這本書的時間背景為2070年，透過幻化與想像人類社會的未來世

界，其中的許多論述至今仍有效，可以長期驗證議題，是非常優秀的科幻著作。

 

其中，本書不僅有異文化、外星人等不同社會的人種，更將時空從地球擴及至平行時

空和月球，以不同的角度看待不同社會的人對待彼此的相處方式，如同書中後半段提

及的，地球人與月球人互相看不順眼，因為彼此的文化、習慣、生活環境不同，因此

時常有紛爭出現，如果以此為切入點，反過來看我們生活的世界，這就是我們日常生

活會面臨的議題，關於人性的發展，即便過去數百年仍有共通之處，這也是本書至今

能引發讀者共鳴的地方。

 

化學系教授施增廉（以下簡稱施）：正如同鄧老師所分享的，書中不僅有劇情，也探

討了人性，即使是1972年的故事，跳脫劇情發展，把時間拉到當代，人性也都是一樣

的。在《神也鬥不過愚蠢》的故事情節中，換能空間的研究員拉蒙被換能空間之父哈

勒姆打壓，這讓我想起牛頓跟胡克之間的故事，胡克過去是萬有引力的研究者，他身

為當權者卻數學不好，牛頓是一個新鮮人，對萬有引力研究頗多，當牛頓將研究資料

遞給胡克時，胡克嚇了一跳，說：「牛頓未來會是擋住我名聲的人。」而後便極力打

壓。後來牛頓成為當權者，將胡克在英國協會的肖像燃盡，此時此刻，萊布尼茲開始

發展微積分，雖然我們都認為牛頓發明了微積分，但根據史書記載，萊布尼茲發表的

微積分計算方式比牛頓更簡潔有力，因為牛頓成為了當權者，而導致萊布尼茲的發明

備受打壓。就如同書中所言：「權力的滋味本身就很迷人，不見得一定要拿來牟利。

」本書的換能空間之父哈勒姆為了一己榮譽，不顧持續換能會導致地球爆炸的未來發



展，因此我從書中看見了人性和科學倫理，忌妒不是女人的天性，忌妒存在於每個人

的心中，包括科學家。

 

 

 

記者：對於創作者而言，跨領域的專業知識是否會成為創作障礙，兩位老師認為創作

需要基本的知識素養嗎？

 

施：本書的故事設定和其提到的許多量子儀器、熱力學觀念都是正確的，雖然有虛構

的物理設定參雜其中，但作者用基礎的知識建構故事背景並延伸劇情，讓故事看起來

真實又有趣，因此，我認為創作不需要專業的知識背景，但是具備基礎的概念，能夠

讓創作更加生動。以我自身為例，這幾年，我的研究都是經過與不同領域的人交流而

得，不同領域的人可能會因為不瞭解自身的專業，反而能夠發現專家無法發現的盲點

，點出問題並幫我們想到突破方式。

 

鄧：知識產生都有其脈絡性，跨領域知識也是。學科的分類是因為學術發展漸深，才

開始分門別類，成為各自的專屬領域，早期的基礎知識沒有區分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

，大家都唸哲學為主，這些學術分類都是後來延伸而來，再分成經濟、政治、社會學

等學科。因此我們可以發現，現在的學術太過專精化，導致隔行如隔山，我們對於自

身的專業知識相當了解，卻對其他學科一概不通。然而，跨領域則逐漸變為近期趨勢

，也成為大家逐漸探討的話題，因為知識越基礎就越共通，如天文學、理學、人文社

會科學等學科，在基礎知識的部份，有許多觀念相互關聯、交錯複雜。其實學問探究

回到最根本的問題，就是人性，因為所有的知識都以人為本，理學院要探討與回答的

問題，與人文社會科學相同，由此角度來閱讀這本科幻小說，就覺得沒有想像中虛幻

，因為他探討了許多真實面的議題。

 

 

 

記者：本書透過許多轉化和描寫讓看起來艱澀的科技技術變得有趣，鄧老師在教學上

會如何運用？

 

鄧：早期大學部沒有教育與未來設計學系，未來所在大學部教導學生的知識都被歸入

通識課程中，可以發現學生多半還是在乎考試分數，對於通識本身的博雅知識並不抱

持熱忱和期待，其實知識的延伸及跟其他系所合作的能力，是大學不可被取代的優勢

，大學是人文、社會和未來經濟資本的培養場所。此外，合作本身的洞察力很重要

，學生應學習系統性的觀察周遭事物，透過聊天發覺潛在的問題解決方式，同時透過



跨領域的對話與合作，完成自身不能達成的任務，這項能力在未來職場中十分受用

，因為當今社會的問題與需求都越來越複雜，需要不只一項學科的能力來解決。

 

 

 

記者：整體人類識字率在近兩百年來大幅提升，過去只需要一樣技能就可以養活自己

，當今世代似乎只會一樣技能不足以立足社會，兩位老師認為應如何培養學子第二專

長以及其出社會後的解決問題能力呢？

 

施：我在教學的過程中，發現淡江的學生很「乖」，大多是認真上課卻不發問，過去

我在上課過程中，試圖給予播放思辨之旅的影片給學生看，當影片播放完畢，提出問

題時，學生卻不會給予回應，因此我認為透過互動的方式教學，是不容易實行的。因

此我會以「改善與學生的溝通方式」為主，過去我們常跟學生說，「你有沒有聽懂我

所教的？」當我們這樣問時，學生不會說不懂，但如果老師倒過來說，「我有沒有解

釋的很清楚？」他就會說，老師你解釋的不夠詳細，因此我們在引導學生時，有時候

說話的方式會讓他不敢回答，身為教師，應嘗試與學生交流，同時激發學生互相交流

，培養學生發現問題的能力，進而試圖解決問題。

 

鄧：傳統的教育制度侷限了學生的觀察與發覺能力，傳統教育較不鼓勵觀察生活周遭

或發覺問題，考試的問題有選項和標準答案，學生會根據引導找到最終的正確選擇

，然而，人生問題沒有正確答案，當學生畢業，跳脫教育體制時，就會面臨不知道如

何面對人生抉擇，也不知問題出現在哪的狀況，更不懂如何解決問題。

 

如同施教授分享，發現問題的能力非常重要，要能夠發現問題，才能夠解決問題。很

多人剛開始都不懂如何發覺問題，以本書來看，若本書沒有先預設問題和背景，也很

難寫出這麼精彩的故事；而以臺灣社會的角度來看，臺灣有很長一段時間都生活在太

平的世代，年輕一輩在安穩的環境被扶養長大，沒有經歷過戰爭，也沒有經歷過絕對

的飢餓，長大之後只憂心是否有工作，在這樣的現況中，臺灣的小孩問題意識會較薄

弱，也因此缺乏交流，如果有更多年輕世代交流、文化接觸，將會激發他們的問題意

識，在上課過程中多發問，讓他們多發想，刺激發現問題的能力。

 

 

 

記者：第一部以研究員拉蒙為主角，第二部以平行時空的感性體作為女主角，他們分

別在自身的時空找出問題並嘗試解決問題，然則到最後，換能問題始終沒有被解決

，而是將問題拋到更遠的時空，人類是否持續的為解決問題而創造問題?這幾年強調



問題意識，是希望增加學生對問題的洞察力嗎？

 

鄧：2050的世界經濟論壇中，數據指出，至2025期間的十大工作力，第一個就是分析

與處理的能力，第二個則是解決問題的能力，由此可見，解決問題相當重要，社會變

化迅速，當傳統專業力不敷使用時，就要培養學子主動發現與解決問題的技能，才能

使他不被取代，成為專業工作者。當今世代AI發展成為主要趨勢，使得人文與社會學

科的學子背負龐大壓力，因為大眾認為除了AI以外，其他都不是好工作。其實AI應該

發展於人類之下，解決人類的問題，以人為中心去設計有利於人的技術運用，並非取

代傳統工作，否則AI就是帶來破壞的工具，傳統雖然聽起來是過去式，卻也有很多重

要的文化，養活許多人民，也有值得保存的地方。

 

回到專業本身，解決問題的專業力需要有正當性的回答，因此學科知識是最基礎也是

最重要的，人文與社會科學中，學生應審視自身是否能夠串聯起所學的專業知識，並

連結教育、社會和未來，實行跨界專業力，才能在變化迅速的社會中，有足夠的能力

面對持續更新的環境與問題，解決不同場域面臨困難的能力，所以除了基礎知識以外

，教設系強調實作，讓學生不只課堂聽講與考試，學習觀察環境的變化，用專業知識

找出解方，這正是我們目前在做的事情。因為我們面對的問題太多了，傳統學科不見

得能找到答案，跨學科說不定能找到新的可能性。

 

施：本校的畢業校友、穩懋半導體董事長陳進財過去曾是會計系出身，接任快要倒閉

的公司時，從自身專業發現帳務有誤，因而解決了公司危機，成為現今的半導體董事

長，這就是他的過人之處。以此為例可知，所學的基礎知識相當重要，如這本書的作

者，要有基礎的物理與化學知識，不能在故事中寫完全不相關的內容，會讓讀者無法

理解。剛剛鄧老師提到的通識教育，我希望學校的通識教育可以徹底落實，劃分為專

職單位，讓學有專精的老師傳授基本的博雅知識，或許學生會有興趣，也會更有收穫

。

 

 

 

延伸性閱讀：

 

施：推薦東野圭吾的《分身》，以當時的科學背景來看，這是一部探討前衛生物科學

的作品，和本書同樣探討了人性、科技倫理等議題，相當值得閱讀。

 

鄧：人文科學方面，我推薦《成長的極限》和《1984》。《成長的極限》故事設定與

本書相似，故事中，地球生態限制將對全球發展造成重大影響，人類大量使用的非再



生資源，都將在二十至五十年內突然地消耗殆盡，進而探討永續發展等相關議題；而

《1984》則探討極權主義、政府權力過分伸張對人民和社會的影響，是一部反烏托邦

的代表作品，引人省思。

 

 

 

書中金句摘要：

 

第78頁：「你以為大眾會想要保護環境，或是保住自己的命嗎?你以為他們會感謝那

些肯為這個目標奮鬥的理想主義者嗎?告訴你，你搞錯了。他們想要的，是讓自己的

日子過得舒服。經歷過二十世紀的幾次環境危機後，我們深深領悟到這一點。有一段

時期，大家都知道吸菸會導致罹患肺癌的機率升高，那麼，解決的方法顯然是戒菸

，然而，大家想要的解決方案卻是不會致癌的香菸。還有一段時期，大家發現內燃機

引擎顯然會嚴重汙染空氣，那麼，解決不方法顯然是廢棄這種引擎，然而，大家想要

的解決方案卻是發明一種不會汙染空氣的引擎。」

 

第274頁：「人類永遠是環境的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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