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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圖書作者與內容簡介： 

  《美麗新世界》是英國作家赫胥黎創作於戰爭期的名著。赫胥黎是個對社

會充滿關懷的人文主義者。他將充滿時代色彩的警世預言融入小說之中。除了

故事本身寓意深遠、對未來人類文明發展的精彩推測與剖析，書中所出現的生

物技術與各樣科技，更是建立在嚴謹的科學理論上，使得本書不論在科學或文

學領域都佔有一席之地。 

 

 

二、內容摘錄： 

  「直到最後，孩童的心靈就是這些暗示，而這些暗示的總和也就是孩童的

心靈。不僅僅是孩童的心靈而已。成年人的心靈亦復如此─終其生而不渝。那

用來判斷、希冀和下決定的心靈——都是這些暗示所組成。而所有這些暗示都

是我們的暗示！」（P.45） 

 

  他頑固地堅持道，「奧賽羅是好的，奧賽羅比那些感覺電影好。」「當然

是的，」元首同意道。「然而那些是我們用來償付安定所需的代價。你必須在

快樂和從前所謂的高級藝術之間做選擇。我們犧牲高級藝術。我們以感覺電影

和香味機器取而代之。」「可是它們什麼意義也沒有。」「它們的意義就是它

們自己；它們對觀眾的意義就是大量愉悅的感覺。」「可是它們……它們是被

白癡道出的。」(P.233) 

 

 

三、我的觀點： 

  如果有一個世界，在那裡家庭、愛情、父母不復存在，人們在「共有、劃

一、安定」的和諧社會中生活，在那裡每個人都屬於每個人自己，人人都很快

樂，你願意生活在那樣的世界嗎？ 

 

  為了維持社會的安定，《美麗新世界》裡的人類被分為五種階層，並且為

徹底落實階層分級，人類的繁殖受到「孵育暨制約中心」嚴格操控，因此失去



家庭，愛情與親情等價值與需求。而在「人類」出生後，為使人們接受被賦予

的階級，再透過一系列的睡眠學習與制約控制幼童的思想，使他們終其一生都

不會對自己的角色與工作產生懷疑。 

 

  階級總共分為五種，由上而下分別為：阿爾法、貝塔、伽馬、德塔及埃普

西隆。他們在出生前就已經被決定階級，最低階的埃普西隆，智力低落、身材

矮小，而最高階的阿爾法，聰明且高大帥氣。不過，即便有如此明顯的差異，

埃普西隆卻不會起身反抗，反而安身立命、謹守本分。 

 

  而「索麻」的使用，則能抑制人類任何不愉快情緒產生的可能，透過這一

連串精密計算過的措施，美麗新世界成為一個秩序安定的世外桃源，居民們快

樂無憂的「共享」這美好的樂園。 

 

  然而，在安定生活的背後，新世界的居民失去許多本來應該擁有的人性，

他們不曾思考自己為何活著，也不曾自由無拘地創造屬於自己與眾不同的價

值。我們能清楚讀見，新世界中的「控制者」，也曾因為這種人性慘遭抹煞的

必然結果感到迷惘，但幾經損益考量之後，他仍堅定認為追求純粹的快樂，依

舊是對大家最好的安排。 

 

  至於在新世界外的「野人保留區」，被視為是舊時代的產物，在這裡家

庭、宗教與文學藝術等觀念依然深植人心，這裡的人們更注重精神層面上的進

步，個體與個體間獨特的差異以及身心上的自由。不過，相對落後的科技，使

得野人需要花更多精力維持生理基本需求，隨之產生的憂慮與煩惱也就成為他

們生命中的一部分。 

 

  追求安定與崇尚自由，這兩種截然不同世界與價值系統在故事中的接觸，

產生精彩的碰撞與火花。曾經對美麗新世界與屬於阿爾法階級的蘭妮娜十分嚮

往的野人約翰，在真正認識了這個世界後大感失望，也徹底體認到在兩種不同

世界成長下的人類，其價值觀念差異將會有多大。雖然如此，崇尚自由愛好文

藝的野人約翰在進入美麗新世界後，仍然努力向新世界中的居民宣揚舊時代的

價值，但卻一直遭受冷嘲熱諷的待遇，甚至被當成博物館中的展示品一樣被觀

賞。新世界的人們始終無法理解為何「自由」會比安定和純為快樂更加被野人

所重視。 

 

  自由與安定可說是人類歷史上始終無法平衡的天秤。追求自由是人類的天

性，自由的發展經濟、發表言論、拓展財富⋯⋯。可是隨之而來個體間因互動或

衝突所帶來的戰爭與資源分配不均則是大家所不樂見的。從人類歷史來看，不

同時空的人們，因為不同的環境與背景，在這天秤的兩端不斷游移難以做出最

後的抉擇。但這也同時代表，個體與生俱來的獨特性，註定人類永遠不可能達

到同質化、均質化，永遠會有新的想法，引領著人們朝另一個方向邁進。 

 

  抹煞人性，要求大家安於某一種設計好的狀態，也許是不可能的事情。美

麗新世界雖然精密克制人們的「本我」，但卻無法預料人們是否覺醒，去打破

這不堪一擊的安定。美麗新世界的出現，充其量就只是逃避問題的做法罷了，



且問題也不曾因為逃避而消失，只是相信的人被蒙蔽看不清而已。 

 

  本書與一般烏托邦小說不同之處在於，快樂卻又缺乏靈魂的新世界並不是

由人性的貪婪所生，你甚至可以在書中的對白中發現，新世界的控制者費心努

力的損益新世界的設計是否真的能帶給人類最大的幸福，但就如同清末劉鶚在

老殘遊記所提道的「清官尤可恨」、「清官則自以為不要錢，何所不可，剛愎

自用，小則殺人，大則誤國。」人性的凶險與貪婪，人人皆知，反而容易堤

防，但不可忽略的，大災難的發生往往是由立意良善卻剛愎自用的人而來，當

人們過濾掉不同的聲音一意孤行的往自己宏大的目標前去之時，才正是警惕的

開始。也許當新世界中的控制願意傾聽不同的可能性時，美麗新世界才會真正

的存在。 

 

  一個能包容多元聲音不同想法的群體，才是能一個能解決問題、磨合協

調、持續向前的社會。正因人們自由的思想與思考，創造各自的可能性，才真

正體現身為「人」的價值，而不只是一個可被取代、隨時可能消失在人們記憶

中的複製品。 

 

 

四、討論議題： 

  近年來，歐美國家興起反移民、反全球化、孤立主義的思想，探究原因不

外乎兩點：厭惡全球化自由經濟所帶來的失業與貧富懸殊加劇，以及因長期人

道外交政策所接納的大量難民。因為人性與自由帶來的負面影響，民眾逐漸傾

向安定生活，閉門自守，與《美麗新世界》中新世界居民所信奉的價值不謀而

合，小說是以悲劇收場，而在現實又將如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