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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中士  

 

 

不管是要跨越史諾的「兩種文化」或實用專業知能的傲慢與褊狹，通識教育會當

然的帶著因應當代文明與環境問題的教學目標的倫理，會希望從學生真實的生活經驗

出發，透過不同通識科目教學看到個人與當代環竟與文化的關係，看見個人的環境與

文化的背景。基於此理念，我在「大學通識教育與個人意識的覺醒」教案裡一開頭便

是「我們的時代特點」，茲分述此幾個特點與期待激發學生迴響與思考如下： 

 

 

這裡所謂的「全球化」可不止是指上世紀 80 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觀點下的經濟所

蘊含的全球性市場、資本、技術與人力的生產分工體係流動，而是更具體的指超級跨

國企業成了發達資本主義無以自我節製的經濟惡性成長表徵，在過度生產與利潤最大

化的驅力下，自然資源就只是開發利用的對象，而科技就只是提高生產力與擴大市場

的工具，至於被異化了的勞動者加深加速的成為勞動成本計量單位，「你要的是勞動力

而來的卻是一個人」的左派視角成了無以否認的真實人生。在此背景下，我們可更明

白左派視角的對照價值，我們可理解馬克斯的幽靈在天上徘徊的感懷，能同理卡達杜

拜璀燦豪華巨廈背後被惡劣勞動條件整死的外籍移工的血淚，可以感受到越南千萬廉

                                                 
 方中士，南台科技大學通識教育中心人文藝術組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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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勞動力被稱為可拋棄勞動力的悲哀，我們也因此而能理解光鮮亮麗時尚產業生產鏈

背後那些在全球化裡提供生產勞動力與無能管理環境污染與寧可報廢也要維持過度生

產的資源耗竭；最終，我們是否能興起用永續經濟調節這無可節製的發達資本主義了

呢？我們是否能由此回頭看見自己社會在這樣經濟邏輯下對人對環境的傷害？ 

 

 

1%對抗 99%貧富懸殊差距社會的形成更是上述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的現實寫照，這

貧富懸殊的極端分配不正義正在全球所有大都會邊緣的貧民區上演當代悲慘世界，

2010 年美國佔領華爾街運動就只成了標記這已然成為嚴重資源分配不平等的時代記號

，《二十一世紀資本論》也只不過是把形成貧富懸殊的經濟政經結構背景說出，對於如

何縮減這差距全然無效，一種須藉由無效的慈善救濟來救贖的制度性不平等，我們可

在高房價與居住的不正義現象裡真實理解並體驗到貧富懸殊的苦果，從香港籠民到韓

國全拋式青年到日本的貧困世代到台灣與北京一般居住條件惡劣的低端人口，我們在

無人超商與電子商務風潮下目睹了青年們如何藉由夾娃娃機店的小確信來麻醉自己，

在此背景下，我們當可感受到諸如課「機器人稅」或執行「無條件基本收入」的可能

？我們也該由此看穿房地產泡沫化前被嚴重扭曲的社會……。 

 

 

全球暖化、氣候變遷劇烈、空污、水污、土地污染加上海洋污染和海洋資源的耗

竭，太多的壞消息是否能讓越來越有機會淪為氣候難民的人們覺醒並採取行動？還是

仍沉浸於科技主義的強大力量的夢境？資本主義帶來追求現實人生慾望滿足的人生目

標，市場與科技研發相輔相乘的力量是否為解決問題的唯一途徑？新能源新技術新的

污染與全新的解決途徑會不會有盡頭？最後，我們會不會在起始點 2049 年之前就進入

人工智能犧牲絕大部分的無用人類而只成就與保存一小部分的超人類這可悲的科幻前

景？最後，我們還來不及辯論全面吃素是否能救人類前，我們已被迫走入人工蛋白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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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的全面基改時代？科技究竟會把我們帶到哪種世代？ 

 

 

操控人們的意識價值與選擇的不只來自於個人的文化傳統更來自於政府與消費主

義操控下的各種訊息，滲透進我們環境中的所有訊息傳播，不只是從眾心理的順服，

更成為自我實現的目標選擇；當代的學校教育除了因應職場需求的知能培訓外，獨立

思考與具個人精神主體覺醒的批判能力尤為難得，在網際網路的海量資訊交換中，個

人的隱私權如何維持？是否有被遺忘退出的自主權？又是否能自主的觀照網路社群的

同溫層與迴音室？瘋狂的消費主義與國族規訓中，自由心靈的價值將是這新世紀最珍

貴的人類資產，最終也將要迎上超人工智慧是否能有勵識而人又真的有靈魂有自由意

志的關鍵抉擇。 

 

以上，四個當代大學通識教育要培育人文的四個時代背景，教案與議題的設定綜

攝於此也於此引發學生的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