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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圖書作者與內容簡介： 

本書是匯集線上社群「沃草烙哲學」的文章所組成。「烙哲學」是由沃草公民

學院發起，在線上的「交誼廳」討論，藉由交換意見、想法，希望能達到哲學

普及化的目標。 

 

本書分為：價值、生活、性別、政治、自己和藝術六個章節。每個章節皆是以

事件貫穿，如價值是以道德為題，用康德的不能說謊為例。每個作者都對事例

提出自己的看法與論證。 

 

 

二、內容摘錄： 

「人生」不是短期的生活，而是包含過去我們所經歷的一切，也包含所有我們

對於未來可能的計畫與想望。(p.59) 

 

我們能思考在真實世界中，理想的審議情境有多難實現。而這些狹義文明中所

依賴的背景條件沒有成立，是不是更進一步代表現實生活中存在諸多系統性的

壓迫？(p.148) 

 

我們與作品的接觸，其實是與作者的一場邂逅，這場邂逅的動人之處不是來自

美麗的曲解，而是真誠的理解。(p.328) 

 

 

三、我的觀點： 

閱讀完這本書，我修正了自己舊有的錯誤觀念：哲學不是一門「玄學」，而是

一門經得起質疑、值得去討論的學問。針對同一個議題，不論立場，每一篇文

章都是經由問題討論、提出看法、引用學說、舉出例子，不是雄辯，而是有邏

輯的提出觀點。 

 

其中提到的兩個主題：性別和自己，是我特別感興趣的議題。 



 

性別是以同性婚姻引發議題思考，探究差異和平等，以及對反同聯盟的理由提

出討論，延伸到存在和本質的關聯。 

 

反同和支持同性婚姻的團體常以自由和平等作為爭論的主題，而婚姻到底是自

由，還是責任？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所以作者以政治和權力的角度重新思考

臺灣社會對同性戀的看法與如何理解多元社會，提出「無論是修民法，或是立

專法，都是不平等的。」因為「我們事先『人為挑選差異』再依照部分被挑選

出出來的差異為標準，進行合法的差別待遇」修民法的不平等在於一種上對下

的施捨：你們是弱勢，所以我們要幫助你們。而創立新法則有種你們和我們不

一樣，所以要用特殊方式對待你們的感覺。 

 

我很認同「差異是人為挑選」的觀點，因為如果性向和信仰一樣成為被挑選的

差異，那身為臺灣占多數的佛道教徒，是不是該立法保障其他宗教？或是覺得

那些「異教徒」很奇怪？答案當然是否定的。我們有選擇宗教的自由，信仰什

麼是自己的事，沒有人會去干涉他人，這是處於多元的台灣社會中我們所習以

為常的事。然而性向也是自己的事，那為何我們會以特殊的眼光看待那些非異

性戀的人呢？ 

 

作者在文中提到護家盟所提出的一個理由：男同志婚禮背後是肛交，市府難道

要教育下一帶，肛門不僅用於排泄，用於性交也無問題？我認為把愛和性掛勾

本身就是一件非常有問題的事情，而且用「市府教導」也很奇怪，畢竟市府又

不是用宣傳喝酒不開車的方式去跟孩子說政府鼓勵肛交，他們只是同意「同

婚」這件事，兩者並不相等。況且政府那麼「賣力宣傳」，每年還是有許多的

酒駕案件發生。 

 

不過作者以另一個角度，探討存在主義對於「人體部位的功能決定了人該怎麼

生活」的看法。「本質」是事物真正的本性，比「存在」更為純粹。而存在主

義者相信存在先於本質，認為本質是文化、社會所創造的，所以人要如何存在

是因為信仰，而非本質，他們並不認同「因為本然如此，所以應當該如此」的

論點。無論是肛交，抑或是色情刊物等常人認為低級、噁心的東西，存在主義

都為它們提出比「這本來就很髒」的看法外，更多、更深的反思。 

 

另一個主題是自己，是以笛卡兒的我思故我在來探討「我」的定義以及此理論

的缺陷。 

 

我思故我在是用主體「我」去思考的動作，證明「我」的存在。但這個理論有

很大的問題：它的論證是有前提的。笛卡兒假設有一位全知全能的惡魔在欺騙

我們，所有知識都有問題，而當我們用懷疑的眼光審視一切時，我們唯一可以

確定的事情是我們在懷疑，所以我們執行這個行為的我們存在。但如果真有全

知全能的惡魔，那我思故我在的理論也會被質疑。 

 

雖然他的理論並不完美，但我非常相信它，因為它是我往前走的動力。看完電

影「楚門的世界」之後，我就在想自己是否和主角一樣，活在他人正在觀賞的



螢幕裡？這樣算活著嗎？還是我其實根本就不存在？那時候我很徬徨，如果我

不是我，那我是什麼？但看到我思故我在時，我的心定了下來，因為他肯定了

我的存在。即使這個理論並不完美，但它讓我有繼續努力的理由。 

 

這本書讓我思考許多問題，無論是自己或是社會，而這些思考打破我需多就有

的觀念，使我可以用不同角度重新去世界。 

 

 

四、討論議題： 

一、康德曾說：「世界上只有兩樣東西是值得我們深深景仰的，一個是我們頭

上的燦爛星空，另一個是我們內心的崇高道德法則。」他認為沒有事物能凌駕

於道德之上，那善意的謊言是對的嗎？ 

 

二、你認為存在的先決條件是什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