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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問題需要現代解法 

--《我如何真確理解世界》讀後心得 

壹、前言  

現代社會雖然進步，但是人們不管在工作上，或是日常生活中，

也都會遇到更多的問題。而且其中有許多都是無法迴避的，以人與人

之間的社交為例，光是現代人每天互動的人數與次數，就比從前農業

時代還要多。連帶影響需要花在與社交方面的時間跟精力，還需要處

理伴隨而來的問題，像是上次開會提到同仁失誤有沒有被記恨?跟鄰

居談話提到他的小孩未成年騎機車有沒有造成誤會?這次過年需要拜

訪的長輩與客戶還有 99人沒去等等。 

雖然活在現代社會是一件有點累的事，但是資訊的發達也提供更

多工具可供利用。畢竟遇到困難不代表只能舉雙手投降，還可以不屈

不饒，持續學習並觀察環境，利用手邊所有的工具，設法解決問題。

本書主角漢斯·羅斯林教授正是這樣應對他遇到的問題，他的出身不

算好，還在非洲非常貧窮時去那裏行醫好幾年，遇過的困難一定非常

多。但令我驚訝的是，本書大部分內容卻都是在敘述發現與解決問題

的過程，而不是強調問題有多困難，或是狀況有多絕望。由此可以看

出他是一位非常正面務實的人，專注在問題的嚴重性與採取了那些行

動，而不是要向其他人哭訴命運多蹇。個人認為正因為他全心全意解

決問題，把所有心思放在理解問題本質與解讀資訊上，才有《真確》

一書的誕生。 

貳、專書介紹及重點摘要  

本書為暢銷書《真確》作者漢斯·羅斯林的自傳，針對作者從小

到大經歷摘要敘述。本書內容多採正面表述，除影響作者的重要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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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詳細描述作者面臨難解問題時，尋求解決與獲得迴響的過程，對於

問題的嚴重性與困難度雖有著墨，但僅止於必要說明，並未過度描述。

主要還是敘述作者試圖了解問題、解決問題以及最後結果，充分體現

作者正面務實的性格。本書的內容大約可以分為以下部分: 

一、作者成長與受教育的過程，摘要如下: 

(一)作者自述在成長過程中沒有明確宗教信仰，但有強烈、分明的 

價值觀。他的世界觀是在家裡和爸媽交談、聽收音機廣播以及 

和人們交流所建立的，而不是在學校裡形成的。並舉例:「他 

們是否相信上帝，並不重要，重點是他們如何對待其他人。」、 

「某些人上教堂，其他人則走進森林，享受大自然。」 

(二)作者父親在觀看探險家史坦·柏格曼的影片時，對於他把當地 

村民想要的斧頭放在濕滑木樁上，並以村民在試圖拿取斧頭的 

過程取樂感到厭惡，認為那樣非常不尊重當地村民。 

(三)從外婆與母親描述的往事中，作者整理出三個讓他的家族得以 

脫離赤貧的重要因素。 

   1、瑞典的經濟成長。 

   2、包含學校、醫療體系、國家營運的孤兒院，和針對酒精濫用者

的戒斷中心等，由國家稅收經營的社會服務項目。 

   3、民間社會以許多方式幫助與挽救邊緣化的家庭。 

(四)參與莫三比克獨立運動領導者恩達多，蒙德的演講活動，並承

諾畢業後會到莫三比克行醫。 

(五)到亞洲旅行與留學，增廣見聞之餘，驚訝發現亞洲其實比學校 

教育所講的還要進步。 

(六)29歲得到睪丸癌，經歷身心煎熬，但在接受手術後存活。 

二、作者在 1979年前往非洲莫三比克行醫，摘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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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作者為了維護現代醫學在當地的可信度，不得不放棄騎腳踏車 

上班，因當地社會認為腳踏車是給小孩子騎的。即使作者是到 

當地提供專業協助，也不能不把當地民眾的看法納入考慮，取 

得民眾信任非常重要。 

(二)作者在行醫的過程中發現當地的醫療資源非常匱乏，和瑞典相 

比百倍的需求與百分之一的資源，病患與資源的比例差距達到 

1萬倍。他被迫重新審視醫學院訓練所賦與他的目標是否合理，

並想起他的輔導員英格雷·魯斯所說:「當你在極度貧困的環境 

工作時，不要嘗試把凡事做到十全十美。要是那樣做，就是在

浪費資源跟時間，使它們沒能發揮最大效益。」 

(三)作者在防治當地霍亂疫情時，進到先前難產患者的村落，並受 

到熱烈歡迎。但出乎他意料的是那位患者其實並未存活，而且 

當時他為了救難產的母親，被迫用剪刀劃破胎兒的頭，並把他 

剪成數塊，但母親還是死去。對於他的疑惑，村長的回答是: 

「你為這名婦人和她的家人做了一件重要的事，遠遠超出我們 

這個偏僻荒遠、貧困至極的村莊居民的預期。我們一直認為， 

大城市醫院裡的醫生是重要人物，絕不會為一名來自鄉村的貧 

困婦人這麼做─你向她的家屬致上個人的哀悼之意後，穿過醫 

院前方的庭院，攔下當時正準備開走的疫苗注射車。你請司機 

將這名婦人的遺體運回她家中，以便安葬。你給婦人的丈夫一 

大塊乾淨的床單和另一片比較小的床單，讓他能夠包覆自己妻 

子的遺體與小嬰孩的屍塊。你也允許婦人的丈夫和兄弟一起搭 

乘運屍車回家。他們在下午回到村裡，使我們得以在晚上舉行 

體面的葬禮，讓她全家人和全村的人都能夠出席。在艱困時刻 

還能這麼尊重他人尊嚴的人，是會被銘記在心的。你和司機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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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索取運輸費用，而我可以老實告訴你，這位婦人的丈夫和 

兄弟都窮到負擔不起運屍的交通費。如果不是高醫生幫忙，他 

們就得挑著死屍，走上整整一個晝夜。」對作者來說，這個經 

驗正說明了赤貧在現實生活中的意涵，身無分文的現實，會將 

人的最基本尊嚴剝奪殆盡。 

三、作者基於在赤貧地區行醫與對抗傳染病的經驗，開始接觸公衛領

域的研究工作，最後回到瑞典成為教授。 

(一)作者在研究綁腿病時發現病患都以樹薯為主要糧食來源，且都 

沒有對樹薯進行去除毒性的處理。背後的原因也是赤貧，沒有 

其他的主要糧食來源，也沒有時間、知識與設備來進行適當的 

處理。作者因此將注意力轉移到疾病背後的更深層原因。 

(二)作者開設課程，為有志到開發中國家行醫的學生，提供必要訓 

    練。並向他們強調應重新檢視「盡可能給來到醫院的患者最完 

善的照護，才符合醫學道德」的思維。 

(三)作者在授課過程中發現許多學生並不清楚世界各國的現狀，許 

多開發中國家其實已有長足進步。但是部分學生還是堅持那些 

國家仍然貧窮落後。為了說服他們，作者發展出了彩色泡泡圖。 

(四)作者無意間與家人分享彩色泡泡圖的構想，兒子與媳婦在認同 

之餘，更設法開發程式，將泡泡圖數位化，並增加畫面切換、 

動畫等功能，成為效果驚人的簡報工具。 

(五)作者以「提高大學生與援助款機關部門對世局的理解力」為使 

命，後續並受邀至國際書展、TED等重要場合演講，希望幫助 

大家解讀統計資料，真實地了解世界現況，進而消弭誤解與歧 

視，並促進援助資源的合理運用，以期發揮最大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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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延伸思考及心得啟示 

以個人的認知來說，人們之所以花時間精神閱讀成功人士的自傳，

應該是希望從對方身上學習，從而在自己身上複製成功經驗，比較不

功利的說法就是見賢思齊。因此個人在閱讀這本書時，是將重點放在

作者如何成為一個能夠真確理解資訊的人，以及他為何會將這麼多心

力放在這方面。個人以為一些影響較大的事件，都是經過一段時間累

積才會發生。因此在討論一件有影響力的事件時，除了參與者具備的

經驗與受過的訓練，讓參與者能夠持續投入的動機，也很重要。 

作者兼具大學教授、臨床(無國界)醫師、數據學家與全球公衛學

家等身分，在專業領域有出色的表現。最讓人印象深刻的是發展出一

種更容易理解、視覺化的數據解釋方法，他一開始是為了向學生說明

全球開發中國家的現況，後來驚訝的發現許多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也都

有誤解，為了避免學生以錯誤的認知投入國際醫療體系，他因此努力

向學生說明目前許多國家的整體狀況已有改變，希望能說服他們將資

源做更合理的分配，達到更好的效益。個人覺得如果不是像他這樣正

面務實的態度，持續不斷的想要去解決問題，恐怕也沒有機會發展出

這樣的工具。 

本書內讓個人印象最深的內容，應該是有關那位難產的母親以及

作者後來到她住的村落時發生的事。據書中的描寫，她當時的狀況非

常糟，先脫出母體的是胎兒的手，而不是頭。結果是整個胎兒卡在母

體中，只有 1隻手在外面。村裡的傳統助產士無法處理，才由家屬用

走路與搭便車的方式將她送到醫院，到醫院時已經過了相當長的時間。

而他只能將胎兒剪成數塊，試圖挽救母親，但最終還是失敗。經歷這

樣的事，作者當時一定很沮喪，但他在書中描述的卻是深刻體會赤貧

對人們的恐怖影響，而沒有對自身當時的情緒多做描述。而他聽從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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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助產士羅莎老媽的指示，請疫苗注射車送患者與家屬回去，在之後

更是產生戲劇性的影響。村民的反應令人驚艷，雖然親人沒有能夠獲

救，但仍然願意感謝他人的善意，即使結果不如原先期待。最後作者

雖然無法挽救那位母親，但是這樣尊重他人尊嚴的舉措，讓家屬所在

的村落對整個醫療體系產生信心，比任何的言語都還要有說服力。 

本書的作者雖然在專業領域服務多年，而且有許多建樹。但之所

以受到廣大關注，還是因為積極向社會大眾宣揚真確認知事實的重要

性，同時也發展出一套非常有效的泡泡圖簡報系統。有一點引人注意

的是，像作者這樣理論與實務經驗豐富的人，為什麼會認定真確認知

事實是最優先的事。個人認為他是希望藉由說服與引導大家「求真」

的方式，來消除誤解與偏見。「求真」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以盲人

摸象的故事為例，首先故事中的盲人沒有多花時間，把象的外表摸遍，

直接導致資訊不足。其次也很難僅從象的外表了解其本質，準確解讀

資訊也是不容易。雖然日常生活難免會遇到麻煩事，但是額外的誤解

或甚至歧視，不管對誰來說，都是不必要的。 

以個人的經驗來說，在遇到難題時，第一時間會想要找出難題的

成因。但個人不算是一個博學的人，因此常會遇到相關資訊不足又沒

有時間收集的窘境，就只能用手頭有的資訊作為依據來下判斷，在累

積的資訊不足或解讀不正確時，最後的結果通常還是會跟用猜的差不

多，中間過程花費的時間精力等同白費。這也是個人認為羅斯林教授

應該是在長年面對並設法解決難題的過程中，體會了正確理解事物的

重要性。畢竟判斷的正確與否，會影響問題是否能有效解決，因此對

探求解決方案的人來說，正確的資訊與解讀通常是重要的第一步。 

以日常生活常用的重量單位為例，目前市面上常用的重量單位有

公斤與台斤兩個系統，1台斤等於 0.6公斤，因此每公斤 100元的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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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事實上是比每台斤 70 元還便宜的。若是在採購時沒有確認清楚，

就可能誤解台斤的單價比公斤的單價便宜。因為下判斷的人對常用重

量單位不瞭解，也就是累積的資訊不足，因此解讀的時候容易遺漏這

個部分的差異，進而決定向後者採買。這裡的一開始的期望，是以便

宜的價格採買，但因為誤解沒有得到想要的結果。 

另以日常對話為例，同樣聽到一句話，每個人的解讀會不一樣。

父母對孩子說要努力過得充實，原意可能是希望他好好融入社會並保

持身心健康;但是孩子的解讀卻可能變成要努力賺大錢，過不虞匱乏

的生活。無法否認兩種生活方式都相當充實，但語言作為溝通的工具，

其功能應該是盡量在減少誤差的前提下傳遞資訊。同樣看到或聽到一

件事發生，每個人對事件成因的理解，也不一定會完全一樣。這也是

科學方法要求先做出清楚定義的原因，因為一般口語的溝通方式不夠

精確，在傳遞訊息的過程中容易產生超出容許範圍的誤差。個人認為

誤差雖然是極難避免，但仍應該控制在不會造成失真，能夠容許的範

圍內。 

在針對一個問題下判斷時，必須先解讀與問題相關的資訊。若是

資訊本身或解讀的結果出了問題，即使下判斷的人再睿智，也很難做

出適當的判斷，進而無法得到一開始想要的結果。日常生活常會遇到

類似的情形，雖然有時是遭到有意的欺瞞，但不管是自己誤解還是被

人欺騙，就結果來說都是差不多的。累積的資訊越多，解讀資訊的能

力越強，不只能夠避免誤解，也能夠減少被騙的風險。因此能夠協助

解讀資訊的工具，對現代人來說是十分有用的。 

肆、結語 

作者簡介上說他自詡為認真的「可能性主義者」，既不抱持無端

的希望，也不抱持無端的恐懼，持續抵抗過度誇大的世界觀，並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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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會持續進步。個人以為作者雖然出身歐洲國家，但也許是因為家

庭影響，又或許是個性使然，從他對事物的反應一直感覺不到那種身

處優勢地位的滿足感，從他年輕時期到處遊歷，到完成學業至非洲行

醫，後來又為了向其他人說明世界的現實狀況而傷透腦筋，表現他對

持續理解並改善世界的期望。有一句諺語是說:「行動比言語還要有

說服力。」他的行動讓人無法懷疑，也難怪會得到那麼多有識之士的

支持。 

生活在現代社會，每天雖然得面對快速變遷的環境，以及種種合

理或不合理的要求，但也有更多機會接觸新的工具，在個人的學習過

程中也深刻體會，許多現代工具所能提供的服務，跟二十年前相比真

的像用了魔法一樣。雖然生活中難免會遇到沒有其他選擇的狀況，但

還是可以保持熱情，借助任何可以使用的工具，往自身的目標持續前

進，借鏡羅斯林教授正面務實的態度，持續修正自身對事物的理解，

將時間與精力專注在解決問題，這樣才有機會改善自身的處境，進而

幫助改善周遭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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