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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影響短暫而微弱，書的影響則廣泛而深遠
普希金

閱讀選粹

認識媒介、語言、思辨與社會運動
文字工作者      王乾任

本欄目主將以主題評介的方式，介紹一年內臺灣出版的重要社科人文出版品，希望讓更

多好書能被讀者看見，更多人樂於閱讀。

本次主題鎖定在「認識媒介、語言、思辨與社會運動」，起因於過去一年來，臺灣彷彿

在補修媒體識讀、邏輯思考與語言使用課程般，推出了不少精彩的好書，深入探討一般學校

教科書不會談的媒體與財團、方言與國語、邏輯思辨與獨立思考，乃至人民的公共參與等面

向的作品，而且全都有別於過去的學術氣味濃厚，相當好懂好讀，是以群聚而介紹之，讓更

多讀者對此一領域有更深入的了解與掌握。

跨國財團，壟斷閱聽媒體選擇權！大媒體的金權遊戲／漫遊者

今天雖然看似媒體百花爭鳴的時代，每天打開電視或網路，頻道選擇目不暇給。實際上，

這種過量供給的選擇性背後，卻是由少數幾家跨國媒體集團所掌控。

媒體集中化現象，越演越烈。電影也好，電視也罷，還有報紙、雜誌、網路、圖書出版

品、音樂，都是由少數大型媒體集團提供內容，且幾乎壟斷了所有市占率。獨立媒體不是沒

有，少得可憐且苦哈哈，市占率又微乎其微。

媒體集中化不能說全然沒有好處，豐沛的資金，讓好的創作作品不用擔心預算問題。像

是好萊塢電影越拍越好，就是拜巨額資金湧入所致。然而，也不是沒有問題。雖說大部分控

制媒體的財團不會直接介入某一部作品的審查，但是，製作節目的工作人員會自我審查，加

上廣告主也會主動對內容表達意見，還有唯收視率至上的經營模式也讓冷門但重要的議題分

配到的資源越來越少，形成另外一套審查機制，破壞了多元性所能呈現的豐富美好。

 另外，商業入侵教育與校園，越來越多學校因為缺乏經費而將教材等外包給企業（請

求贊助），讓原本應該教導孩子獨立思考與批判能力的教育界，淪為企業培養品牌忠誠消費

者的先修班。

 媒體集中化對你我的日常生活影響甚鉅，是你我無可迴避的事實。唯一能夠補強的做

法就是強化媒體識讀教育，讓更多人懂得辨識媒體放送之訊息的真偽與目的，讓我們能夠抵

擋媒體集中化造成的訊息發送偏誤，導致的社會圖像建構扭曲的問題，在過度供給的大量訊

息中擷取需要的部分使用而不被誤導。

 

讓孩子愛上閱讀／麥格羅希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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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比說提升下一代的閱讀力，就是強化媒體識讀與辨別力的好方法。讓孩子們愛上閱

讀，還能提升下一代的競爭力。知名媒體人陳安儀女士為此便寫了一本書，暢談如何幫助孩

子愛上閱讀。

在書中，陳安儀闡述了閱讀的重要性（讓孩子變聰明、有好品格、不怕寫作文），解

決了沒時間讀書的困擾（讓家裡變無聊，沒有電視電玩……，孩子自然為了打發無聊就會讀

書），建議父母要建立和孩子共讀的習慣（約莫到十歲），幫助孩子挑對書（選錯書常常是

造成孩子不愛讀書的原因，偏偏坊間有很多推廣閱讀的活動所推薦的書籍很無趣，反而讓孩

子遠離閱讀），挑選孩子喜歡的書，透過有系統的循序漸進引導孩子愛上閱讀，且強化閱讀

的深度和廣度。

千萬不要輕忽閱讀力，閱讀力是作為一個人一輩子繼續成長茁壯最基本而關鍵的核心能

力！閱讀力強大的孩子，思考力與創造力也一定強大，寫作能力一定不會差，也能從書中學

習到好的品格與做學問的方法，學會探索世界的方法，懂得與他人溝通互動的能力……，閱

讀力的培養，無論是生命品格的自我提升還是未來出社會的競爭力都大有幫助，讓孩子一輩

子受用無窮。

 

自然養成思辨邏輯力—哲學哲學雞蛋糕／紅桌文化

除了閱讀，還有邏輯思考力也對媒體分辨大有幫助。說起邏輯思考可能會想起哲學，讓

人感覺高深莫測，其實，哲學一點都不難而且相當生活化。哲學是很有趣的，且生活中處處

可見。

 在網路上開設「哲學哲學雞蛋糕」網站，又被暱稱為「戰神殿」（一天到晚有人在上

面爭論的網站），號稱華文世界哲學類網站流量第一的主持人朱家安，從網站中所寫的一千

多篇文章中，挑出數十篇最有趣且與你我日常生活最切身相關的文章，編成了《哲學哲學雞

蛋糕》這本書，透過淺顯易懂且風趣幽默的文字，佐以臺灣人較為關心的議題，向更多人介

紹哲學的好（玩）處，吸引更多人來搞 / 玩哲學。

 朱家安從「哲學是甚麼？」「概念的定義」、「真理是什麼」等最基本的哲思概念／

工具入手，逐一教讀者分辨「事實描述」與「價值判斷」的差別，分辨「真理」與「真實（謊

言）」的差異，了解哲學家為什麼要花心力探索看似毫無實用性的矛盾問題，探索日常生活

中常見的道德難題（殺一人而救百人幸免於難，殺嗎？），以及哲學史上一些經典的論證（如

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是如何推導出來的……。

 

朱家安全使用簡單到不可思議，而且好笑得不得了的文字告訴你哲學的精妙與用處。讀

懂哲學，甚至使用哲學看世界，不再是難事！搞懂哲學其實是性命攸關的大事，因為哲學裡

藏著教人邏輯思考、分析推理、論證觀點的方法，若是不懂這些思考方法，經常被騙了恐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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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大聲向騙子說感謝。

 

題外話，臺灣語言文體的混生—想像和界線／群學
 

無論閱讀媒體、書籍還是哲學思辯，全都得使用語言（符號系統），今天生活在臺灣的

我們，主要使用北京話為主發展而成的國語，雖然有一些臺派人士致力推廣羅馬拼音或白字

文取代國語，撇開政治力因素不談，實際上仍很困難。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方言不能上升成為國語而終究只是方言？ 許許多多關於我們日常生活語言構成

的問題，常常有超越政治力以外的其他社會文化成因在影響。

陳培豐教授的《想像和界線：臺灣語言文體的混生》一書，從日本殖民統治臺灣後的語

言政策與發展，探索臺灣今天語言構成的特殊（混成）情況。臺灣有別於全世界其他曾經受

殖民的國家，是唯一一個受到同文語言國家殖民的殖民地。日本在漢字文化圈下發展出自己

的漢語使用系統，且當現代文明進入日本後也使用此一漢語系統將語言現代化。因而當以摻

雜使用漢文的日本語透過帝國殖民進入臺灣後，意外順利的融入臺灣社會。因為當時的臺灣

只有方言和一套尚未承接文明開化的國語，都不若日文來得精確齊備好用（於解釋／描摹現

代社會）。

此一獨特的同文（一種漢文，三種表述）混生狀況，造就了臺灣語言的獨特性。雖然暫

時因為 1937 年後的日本皇民化運動而受挫，卻在戰後又繼續延伸開展。即便中國語言以強勢

國語的姿態進入臺灣，卻因為此套中國語言在進行現代化洗禮時也大量吸收日本和製漢字，

臺灣人並不感到陌生。

為什麼臺灣地區使用的閩南方言不應該稱為閩南語而該稱為臺語？只要走一趟香港北角

或中國廈門，跟同樣操持所謂閩南語的族群實際互動便知道，我們的臺語裡面有許多字彙文

法受到日本語影響，已經和源自閩南的那套方言系統大不相同。 

為什麼長老會推動的羅馬字拼音法無法推廣，因為雖然好學卻沒有足夠豐富的文本可以

閱讀（例如作者所指出的，沒有羅馬文字版的哈利波特等書可以讀）。

為什麼方言無法上升為國語？因為方言的字彙，強項在表達俗民情感而無法乘載整個現

代社會的概念系統（廣東粵語字也有類似的現象）。

宅女小紅的小紅體是否是個突破口？

能熟練地使用漢語文字隨意拼接臺語音，或借用其他外語音來創造臺語文字，堪稱近

代以來第一次出現能夠如此純熟的讓臺語文達到文言一致（文言一致是成為國語的其中一種

評估標準），雖然小紅文多是生活抒發無涉政治文化或抽象學術概念，從近年來小紅體的流

行與越來越多人的仿效與自行開展（學術人在寫一般文章時也開始有人仿效這類文體），甚

至融入網路日常書寫來看，語言本來就是約定俗成且不斷變動（根據時代需要創造新字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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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假以時日未必沒有機會上升為語文而非只停留在方言的地位。

不過無論如何，臺灣語文的獨有特色混成現象，是既定的事實，且臺灣人將繼續受惠於

此一多語混成臺灣語文的優勢，不斷拓展深化語言的豐富度，創造出臺灣社會在的使用的語

言文體！

 

歷史並非你從教科書中讀到的那些而已－鏡子：照出你看不見的世界史／八旗

擁有思辨工具之後，便可以試著試試看以不同的方式閱讀世界。歷史，從來不只是我們

從學校教科書中讀到的那一些而已，還有許多隱而未顯的部分。 

有人說，這世界上的歷史，都是勝利王者所寫的。我們所能讀到的歷史，都經過篩選、

整理，剔除了不符合統治者意識形態的部分。

拉美知名作家愛德華多．加萊亞諾，試圖從龐大的人類歷史本文中，挖掘出被統治者遺

漏未刪除整編過的碎片，編寫了一本《鏡子：照出你看不見的世界史》，揭開統治階級不想

讓後人知道的歷史。

世事如鏡，表面呈現的樣子，卻未必是真實的樣貌。歷史往往有另外一面更應該被理解

並學習。加萊亞諾的書，毋寧是這個意思。

白人是如何自我合理化聖經，作為買賣黑奴與統治亞拉非洲的藉口；美國是如何合理化

死了兩百萬越南人的那場戰爭的理由，；基督徒如何以上帝之名侵略世界，征服異教；熱愛

自由的奴隸販子會把它最鍾愛的兩條船分別命名為「伏爾泰」和「盧梭」，有的則是會加上

宗教色彩十足的名字：「憐憫號」；感恩節原本感恩的對象（北美印地安原住民）日後卻成

了美洲白人迫害追殺的對象；IBM 總裁接受納粹授勳；洛克斐勒基金會給納粹醫學界充滿

種族主義色彩的種族研究提供贊助；德意志銀行贊助奧斯維斯集中營的興建；瑞士的銀行向

希特勒購買遇難者身上的黃金；可口可樂公司特地為大戰期間的德國市場開創了芬達這個品

牌……。

這世界上有很多事情，是學校的教科書不會告訴你的，必須自已從浩瀚的文本中探索、

推敲，如此行是很有意思的，同時滿足了人探索未知的好奇心，又能將不為人知的歷史重新

攤在陽光下，令惡者無所遁形，並警告來者莫犯相同錯誤。

雖然人類從歷史中學得的教訓，常常是人類不懂得從歷史習得教訓！

 

隱藏在日常生活之外的廉價生產勞動力—隱形生產線／南方家園
 

被隱藏的往往不只是歷史，還有一些資本家不願人們知道的事情，好比說，藏在都市底

層的隱形生產線。

我們生活的世界，看似文明又便利，有許許多多科技產品輔助我們的生活運轉，讓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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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日子過得開心又愜意。然而，替我們生產這些美好產品的人們，未必也能活得開心又愜意，

往往是被社會主流媒體排除在關切名單之外的一群化外之民，而我們的便利性則是建立在日

常生活中難以看見的「隱形生產線」。

《隱形生產線》是衛報的臺籍女記者白曉紅的臥底採訪實錄。她深入老牌工業大國英國

的許多不為人知的偏僻城鎮，深入探查非法移民來到英國的中國人在此的工作與生活情況，

再將其報告改寫成書。

透過白曉紅的文字，我們看到這一群替我們貢獻勞力卻不被承認其存在的非法移民如何

受盡剝削，工作毫無保障（受傷不能看醫生，隨時會被解僱，薪水遠低於最低工資，得無止

境的加班，還要自費高額食宿，重新找工作還要繳交鉅額仲介費……），連生命安全都毫無

保障（有人專門搶劫非法移工，知道他們不敢聲張）。

白曉紅掀開了一攤惡臭毒瘤，展示給自詡為文明有禮的廣大主流中產階級看個清楚，原

來我們生活的便利與文明，是建立在這等剝削與傷人的基礎上？

你說是他們自己要非法偷渡，沒人強迫他們，這等悲慘際遇是自找的……，誠心的建議

您不妨先讀一讀《隱形生產線》，了解這群最底層的現代賤民奴工的生活光景再說！

 

沉默的共犯—平凡的邪惡：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玉山社
 
歷史有時候被隱藏，有時幸運時則能被凸顯、被看見。納粹屠殺猶太人此一歷史事實，

則是先被隱藏，不被承認（即便一直在你我身邊發生），直到大量的證據接二連三地爆出來，

藏無可藏的情況下，人們才被迫面對。

有時人們隱藏歷史是因為統治者不想被看見不光彩的黑暗面，有時則是人們不願意面

對歷史正在發生時自己的漠然以對，納粹屠殺猶太人事件誠然屬於後者。透過漢娜鄂倫這本

《平凡的邪惡：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我們不但看見了執行六百萬猶太人大屠殺的，其

實是跟你我一樣平凡的普通人（透過一套有紀律有組織的方法），更看見此一巨大的邪惡之

所以能夠被順利執行，更多是因為像你我一樣平凡的老百姓的漠然以對。

邪惡除了必須擁有幫手才有辦法執行（至於幫手是聰慧或愚笨其實無所謂），還必須是

眾人都願意冷漠旁觀。此書揭露更令人難以承受的真相，不是艾希曼的平凡如你我，不是希

勒勒的可惡，而是被迫害的當事人（群體）自己都相當程度的參與了迫害事件的執行（例如：

書中提到猶太復國主義者對於納粹驅除／屠殺猶太人的默許），以及廣大世人不以為意的冷

眼旁觀（例如納粹時期的歐洲基督教會普遍對於迫害猶太人一事無感）。

正如羅馬不是一天造成的，巨大的邪惡，也不是橫空出世，而是由無數的平凡之惡累逐

漸積而成就的。書中舉了幾個非常重要的反例，說明不冷漠的強大力量足以驅除惡，小國如

丹麥、芬蘭，因為不願力挺希特勒的最終解決方案，使得納粹驅除猶太人計畫在丹麥推動的

成效非常差。漢娜鄂倫毋寧認為，只要人民不冷漠願意關注，邪惡再巨大都無法順利推動如

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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挺身而出、抵制邪惡—公民不冷血／紅桌文化
 

和那些故作冷靜的人想的不一樣的是，成熟的公民其實是很熱血的，不會故作中立，不

會看見惡事橫行卻不表態，更不會冷眼旁觀，只要能力所及，總是樂於積極參與其中。

公民是深切了解自己是國家主人，必須團結起來才能對抗並抵制國家機器與財團聯手的

惡行。身為公民，渴望在自己的國家成家立業、養兒育女，希望國家富強之餘也能夠兼顧公

平正義，還能永續發展，而不是殺雞取卵，一時享樂。

《公民不冷血》一書，某種程度可以視為二十一世紀臺灣社會公民的懶人包，書中整理

了大埔拆遷、國光石化、美麗灣、都更與暴力拆遷、中科四期、捷運新莊線與樂生療養院、

高科技冷血運動、臺灣原住民運動……等近年來重大的社會運動與運動背後的公共議題之來

龍去脈。

透過這本小書，可以了解許多主流媒體不願告訴你的真相，關於為什麼晚間時段的新

聞，總會有一堆大學生不好好在學校讀書，要沒禮貌的，對掌權者罵髒話、丟雞蛋……，跑

去政府部會門口抗議的事件背後的真相。

一個真正意義的成熟公民，不可能讀完這本書卻還能冷冷地說，是那些年輕人有問題。

只顧反省抗議者的不禮貌，卻不去思考為什麼迫使人民變得不禮貌的原因，是很荒謬的情。

只想自己耳根子清靜，卻不管不公不義之事正在你我周遭上演的人，縱然保住了自己的小確

幸，也只是一種遲早會被戳破的虛假意識。我們生活在這塊土地上，風雨同舟，不可能一直

過著眾人皆差我還好的日子，或遲或早，因為我們的沒在關切，總有一天，那些惡者也會騎

到我們頭上來，且到那個時候，不會有人奧援，因為當初我們冷眼旁觀，其他人早已被惡者

欺凌壓制，再無法替你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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