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電影.經典.對話 p.1 

電影.經典.對話悅讀會 

主題：經典電影文學 

(第一次讀書活動) 

書名：分歧者   

日期：103年 11月 13日 地點：J309 

出席人：林育慶、張惠雅、吳淑美、邱珮婷、李憲宗、

吳端卿、張信盛、周榮發、蘇芮瑩、莊季翰 

【讀書心得 / 討論內容】 

你是哪一類人? 

你能夠被社會制度分類嗎? 

 

雖然台灣人始終懷著崇洋媚外的心理，認為美國的教育制度比較能"適性發展"、能夠訓練出"思考能力"，所

以比台灣教育還棒，認為華人教育就是填鴨、強迫選擇以及希望所有學生都能符合社會和父母的期待。 如果你

也一廂情願的那樣以為外國的月亮比較圓，某種程度上，代表你也是缺乏獨立思考的判斷力，聽到大家都這樣

說你就信了。 就算少數人真的有出國比較過、甚至在國外待過，也不代表他們能看透一個事實- "人性的本質，

在每個國家、每個社會底下其實都是差不多的"。 

 

這就是電影"分歧者(Divergent)"劇本所隱含的深意。 

分歧者雖然是一部背景在未來世界的科幻片，但其實完全是在諷刺了美國社會、教育的現況(雖說是美國，

但某方面拿來跟台灣、華人社會對照比一比，意識形態的層面還是很像似呢! )，片中所謂成年人的"分類性向測

驗"，就如同高中大家熟知的"大學入學考試"，當然可能還包括我們在高中的時候做的一大堆"性格測驗、性向測

驗"、"未來預測"...。而"五大派選擇"(Abnegation 克己派 Amity 友好派 Candor 直言派 Dauntless 無畏派 Erudite 博

學派)，就好像是我們做完測驗之後所面對的"科系抉擇"。美國的高等教育如大學、研究所和台灣有些許不同，

台灣基本上只要你能考上大學，大家都知道混一混要畢業也不會太難，然而普遍而言，美國好一點的學校要順

利畢業，還是得要一番拼命，撐不下去照樣會被迫退學，別忘了美國私立大學的學雜費比起台灣，台灣便宜到

爆了。 

然而無論美國或台灣，教育體制背後都有個共通點，表面上透過教育來使國家富強、有競爭力，實際上教

育同時也是一種政府用來"控制大眾"的終極手段。 說好聽一點，當每個人都有一技之長、都能安居樂業，國家

社會就能維持和平;說難聽一點，政府透過教育制度來"分類"所有的人民，並且有計畫性、適當的給予不同的思

想、意識形態，用這個手段讓多數人都活在特定的"框架"底下，政權才不容易被威脅。 

有一種人，心理學上歸類為"反社會者"，類似老師們口中常說的"思想偏差"...。這個經驗我個人倒是駕輕就

熟，印象中從我國小一年級開始，幾乎每個導師都說我"思想有問題"，想要藉由"循循善誘"的方式"導正"我那偏

差的想法，偏偏我自己一點都不認為我到底哪邊有問題，(X 的!七、八歲的小學生到底思想會有什麼問題? 蠟筆

小新嗎?)，現在回想起來，這是一個非常值得探索的方向，所謂的"老師"，也是被教育訓練成"思想的引導者"，

整個教育制度只要先培養出這一批人，加上"義務教育"的規定，真正的目的就是找出那少數的偏差者，給予他

們口中所謂"正向引導"，多數人會在潛移默化中"學乖"，變成政府想要培養、能被歸類且安居樂業的正常人，少

數始終無法被改變的，往往就會被"標記"下來，例如貼上壞學生的標籤、記過退學、甚至接受感化教育等方式

來"特殊處理"。 

各國的教育制度說穿了都差不多，想盡辦法要"預先排除"社會上可能的危脅，畢竟人類對於"未知"都是恐懼

的，所以才會不斷想要用已知的方式來定義這世間的一切。 不妨更廣義的來說，只要任何人天生所具備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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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內尚且無法被"定義"，(例如我之前常舉的例子，我國中的時候，班上有幾個朋友很愛打籃球，立志想當籃

球國手，而老師則是不斷開導他們，說台灣人根本沒幾個可以當運動員、多的是之後連工作都找不到的，屢屢

規勸他們乖乖讀書比較實際)，此時教育就要負起責任，想辦法靠老師的引導來"改造"這個人，希望能想辦法養

出其他的"專長"，否則這傢伙畢業出社會以後很有可能會找不到"正常"的工作，進而失業造成社會問題，甚至是

做"非法"的工作來生存、或是蠱惑人心引發動亂。 無論哪一項，都可能對表面上的和平造成威脅。 

無論華人社會或是歐美，幾十年來發展出各種"制式的測驗"，企圖歸類人們該有的歸屬，就算你的能力、

天賦無法被順利的歸類，你仍然得要想盡辦法"努力適應"自己所選擇的路，如果半途而廢，那下場就很有可能

去"撿角"、當流浪漢去了。就如我們從小就被灌輸的觀念一樣，"不好好讀書以後就去撿破爛"，"好好讀書"是台

灣社會的分類標準，要是你沒有努力的撐下去，自然就可能淪為"無派別"、也就是找不到工作的窘境。 

客觀來說，自古到今執政者用這些控制手段來維持社會的運作，是非常合理的，畢竟小至國家、大至整個

世界，要維持長治久安，"分歧者"總會是不定時炸彈，在我看來，女主角讓執政者"恐懼"的地方，就是她具有"

看透真相"的能力，他能辨別真實與虛幻、甚至在面對自身恐懼的時候，不只是想辦法克服、排除恐懼，進一步

的理解恐懼與現實的因果關係、藉此自打破框架。 這大概就是所謂"獨立思考"精神的基本意涵，要能達到這個

能力，不只需要天分，還得要搭配勇氣與自我面對的魄力。 

電影最後倒是有一段劇情我覺得很不錯，值得給我們每個人作為借鏡。 最近學運剛結束，一堆年輕人都喊

著"我要開始思考! 我要反抗!"，的確，世界上多數人都"自認為"自己與眾不同，自我感覺良好不是一件壞事，但

關鍵在於，並不是你自稱為"分歧者"就足以改變這個世界，如果僅有"反社會"的思想行動，同時卻沒有努力地求

取各種知識、學習不同領域的內涵、提高自己的眼界、擁有看穿現實的能力的話，那你很大的機率會變成成天

嘴巴上抱怨、實際上沒權沒錢、只能靠著理想與抱怨過活的悲劇魯蛇。 

總而言之，如果你的專長剛好能被這個社會分類、能被需要，那麼恭喜你，也建議你開心的活在這個社會

體制下，讓自己快樂的過這一輩子吧! 然而，若你從小就被定義為"思想偏差"，甚至你的興趣、天賦、能力以及

想從事的目標，沒有任何的學校、科系、教學資源可以讓你順利地學會這些能力，你就得要做出真正的"抉擇"。 

是要努力的迎合社會制度，學習當個平凡人過一輩子;或是仍堅持自己的理想，想盡辦法學習並整合相關資源、

拚出屬於自己的一條路，當然後者絕對是非常辛苦，卻很有可能在未來某一天，親手改變這個世界。 

唯獨永遠不要忘記，知識就是力量，沒有足夠的知識以及現實資源，一切理想都難以達成。 

 

後記- 

 

這部電影的影評不多，僅有的幾篇幾乎都是認為"就是要破壞秩序、挑戰不合理"的觀點來闡述這部電影。 有

點類似"末日列車"當初上映的時候也是幾乎每一個影評都在宣導"打倒權威"的觀念。然而，這幾部電影在我看

來，我認為原作者真實想要表達的意義，並不是表面上的階級抗爭、勇敢的反抗這麼老套的思維，而是更進一

步，希望能從人類千百年來不斷循環的鬥爭歷史中，反思這背後的癥結。到底什麼制度對人類而言才是最好的，

民主、專制、共產? 或是說，人類基因本質上就是一個有缺陷的物種，任何再完美的體制都會因為人性而終將

崩壞，人類的下場必定走向自我滅亡之路? 

也許這才是我們真的需要反思的關鍵問題、也是幾乎沒有人願意面對的問題。 不喜歡這個政府，就算能夠

順利奪權，然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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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經典.對話悅讀會 

主題：經典電影文學 

(第二次讀書活動) 

書名：自由之心 

日期：103年 12月 11 日 地點：基河校區 J309 教室 

出席人：林育慶、張惠雅、吳淑美、李憲宗、邱珮婷、

吳端卿、張信盛、周榮發、蘇芮瑩、莊季翰 

【讀書心得 / 討論內容】 

自由之心讀後感 

皮萊特，故事的主角，也是本書作者索羅門．諾薩普成為奴隸時的名字。 

 

這則真實的故事是發生在十九世紀的美國，索羅門．諾薩普身為自由人卻被綁架成為奴隸長達十二年，只

因為，他是有色人種，不，應該說是「有色財產」。在當時的美國南方，黑奴不是人，而是一種會動，只聽指令

的財產，在選購黑奴時，你可以把他們（不分男女）脫脫光光作細部檢查，也可以看看他們的牙齒如何，就像

選馬一樣…。雖然早已明瞭「奴隸」這個詞等同於失去作人的尊嚴，形同貨品，但當作者提到，即使有 100 個

黑奴親眼目睹有人被殺，也不能當作呈堂供詞時，我依舊無法理解，世間竟有這樣的不平等待遇。為了保住性

命，盼望著能和妻子和三個幼子團聚，皮萊特放棄了自己的真名，也放棄了好幾次逃亡計劃，但隨著被折磨的

日子一天天過去，寧可死去以獲得解脫的念頭和生存下來以求團聚的信念不斷反覆爭扎。 

我很喜歡皮萊特在文中敍述印地安溪邊原住民部落生活的景像，他說這群人雖蠻橫無禮，但不會傷害無辜，

只是恣意享受著無拘無束的原始生活，而且他還參加了他們的迎賓舞會。不被尊重的黑色皮膚，在這卻受到殷

切款待。這段原住民樂天自由的生活，讓不自由的皮萊特道出，更顯珍貴。而那些所謂文明的奴隸主卻殘害著

一起生存在這片土地上的同類，人類的文明，人類的道德，讀到此處更顯諷刺。 

以自由之身成長而沒被愚民化的皮萊特，在眾奴隸中自然脫穎而出，他的創新思想、一雙木工巧手以及會

彈奏人人讚賞的小提琴替他的主人賺進不少銀子，當然奴隸們的領班就常由他擔任，但那也不是什麼好差事，

不過就是帶著鞭子的奴隸，若你不鞭打你的伙伴，就換你被打，皮萊特選擇鞭打他的伙伴，狠狠得打，我一開

始以為他是身不由己，但後來才發現他是為了保護伙伴，因為讓主人打，更慘！而且後來他還練就一手鞭子功

夫，就是他可以控制鞭子落在背後、耳邊、鼻子旁，卻完全不會碰到身體，所以若主人遠遠監視著時，也不會

被發現，大伙就能少挨些打。有時所謂的善良，非但不能救人，反而會害人；而不友善，有時反而更有智慧的

幫助了別人。 

這本書並沒有特別犀利或聳動的字眼，只是中肯的委委道來為奴十二年的生活，我可以感受到作者的慈悲，

即使受到非人的對待，帶著恐懼度過每分每秒，他仍幫一些好的奴隸主說話，他認為是制度在殺人，一代代的

傳承，孩子看著大人們買賣奴隸，耳濡目染，在那樣的環境成長，自然就不會對奴隸制度有所質疑，不會了解

這種制度壓根兒就是一種錯誤。從作者的筆鋒間，可以感受到他對神的信任，也因此他能帶著心中的愛，熬過

著十二年。在良善的環境裡作好人很容易，可要在地獄裡仍能堅持心中的那份信仰，堅持對的事情，是多麼不

易的事。 

索羅門．諾薩普最令我敬佩的，並非他爭取自由的勇氣，而是即使在飽受凌虐毒打的恐懼下，他仍能感恩，

感恩他的第一個奴隸主，感恩每年聖誕節的短暫休息，感恩他還能拉小提琴。真正的自由是不論你身處何處你

都可以感覺被照顧，你是自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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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經典.對話悅讀會 

主題：經典電影文學 

(第三次讀書活動) 

書名：攻其不備 

日期：104年 1月 15日 地點：基河校區 J309 教室 

出席人：林育慶、張惠雅、吳淑美、李憲宗、邱珮婷、

吳端卿、張信盛、周榮發、蘇芮瑩、莊季翰 

【讀書心得 / 討論內容】 

「攻其不備」是一部溫馨感人的電影。 

黎安是個虔誠的基督教徒且熱心的母親，與丈夫西恩育有一對子女；是幸福美滿的家庭。一家人衣食無缺，

相處和睦，能夠去接納一個不知來處，膚色不同的麥克實在不容易。 

一個母親既能為孩子唸睡前故事，事業成功又與老公百年好合，然後熱心正義，這是真實故事改編，有多

少的幻想跟織造的畫面就看觀影人本身的認知與接受度。然而我們也隨同故事漸漸去確認這些人的無私付出，

去相信這個孩子的良善。電影當中有笑有淚，即使是商業娛樂片，卻也細膩的表達出我們應該對這個社會保有

一絲正面光明；倘若預設太多立場，或者心中有成見的人，看這部電影大概就會覺得它流於造假。 

黎安與貴婦們的聚餐，鎮日的言不及義，流於空泛的言談。的確是個很享受生活的太太；在麥克成績進步

時帶全家上館子而不選在自家經營的速食店大吃。每次出場換過幾款 GUCCI 提包，與人爭執一塊波斯地毯的價

值，客廳裡一萬塊的沙發，甚至把客房佈置成麥克房間的用心。黎安是一個闊氣甚至是有品味的女人，而她並

不吝於分享她所有的。 

雖然我覺得整部電影看完實在是太溫馨，劇中人物都太偉大以致於不可思議；但是那至少提供我們一個自

省的空間，一個儘管無法效尤卻願意感動的時刻。還有一個相當令人深省之處；麥克在成為炙手可熱的美式足

球明日之星時，黎安夫妻兩人的動機便遭到了質疑。現今的社會中，我們都被教導著需要去思考別人對我們釋

出善意的原因，必須懂得自我保護，不能相信別人；每一件簡單的好事都要層層去標籤上政治或者利益商機。 

畫面帶過一則年輕男孩在幫派中喪生的新聞，一個也許將來也會被改變並且改變周遭人們的男孩。他有機

會跟麥克一樣好好思考自己想要做什麼，還有決定未來的前程。現在的年輕人，除了電視電影偶像劇終日耳提

面命地說著男女情愛跟友情義氣，是不是更該學習著付出、尊重還有許多被視為旁枝末節的重要瑣事。 

每個人都是洋蔥，在層層剝開後才能逐漸瞭解，麥克膽怯的巨大身軀裡想保護家人的決心。在別人顯見的

外貌下，各有不同面相的個性存在。感恩節時，當一家人都窩在電視前看球賽佐著豐盛的菜餚，黎安發現麥克

一個人坐在餐桌邊靜靜吃東西；她突然想起這個節日的意義，想起此刻應該是要一家人圍坐一起分享著生活，

並且感謝主賜予的一切。我們實在是太容易把擁有的都視為理所當然，忘卻思源感恩，還有珍惜當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