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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烈日當空下，我領着五個人前往中央倫敦條件設置中心。

　　蘇格拉底一路上連珠發炮地問了一連串問題：「你理想中的烏托

邦是怎樣的？」又來了，這已經是第二十三條問題，嗯，我終於明白

為何雅典人要處死他。1

　　「到了。」我指向一幢灰白色的矮大樓，正門上「社會、本分、

穩定」的格言映入眼簾。我領他們到會議室，會議室桌上中央還有

一盤桑麻 2，孔子、蘇格拉底、莊子、盧梭、一行禪師順序圍圈坐下 

—他們都是我從保留區帶來的人才。原本耶穌也在我的邀請名單

中，但他拒絕前來，看來還在生氣新世界把《聖經》列為禁書 3。

　　「感謝大家前來幫忙，我們現在就開始討論如何為新世界建

立……」「太多東西要改了！」孔子打斷了我的說話：「他們怎能不

為父母守喪呢 4？噢不，他們沒有父母，哪怎麼行呢？這不就失去了一

倫嗎？而且他們怎麼能不向朋友互相學習呢 5？還有……」

1	 公元前400年，梅勒托等人以下述兩項罪狀指控蘇格拉底，並要求判處其死刑：一
是不敬神；二是荼毒青年。（Kong）

2	 由於桑麻在新世界十分普遍，故會像糖果一樣，放在會議室招待客人。
3	 《聖經》在新世界被列為禁書，「總統書齋的一個保險箱裏藏着一些被禁止的古書 

─《聖經》、詩歌─究竟是甚麼，福帝才知道！」（阿道斯‧赫胥黎 13）
4	 孔子十分注重子女為父女守喪，參見《論語》17.21宰我與孔子的對話。
5	 孔子認為朋友之間可以互相學習，「三人行，必有我師焉」。（《論語》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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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咳，我們只能作兩個安排。」我清一清嗓子，說：「所以要

選取最迫切的兩個安排。」我望向盧梭，希望政治哲學系的他能帶領

討論。6

　　「人是生而自由的。7」盧梭開口了：「新世界的人用自由換取安

定，是盲目而不智的……」「安定不是很好嗎？這不是公平交易嗎？」 

蘇格拉底打斷了他的發言，盧梭白了一眼：「在牢獄的人雖等着被處

死，也住得很安定呀！牢獄會因此成為悅意而可居住的地方嗎？8」 

蘇格拉底臉色一沉，他才剛從保留區的牢獄保釋出來 9，這句話似乎戳

中了他的痛處。盧梭續說：「大家想想看，新世界的統治者又不是負

責人民的生活所需，反而是逼使他們工作，從人民消費中得益，為甚

麼人民反而為統治者而失去自由？10　這關係應該轉換呀！」

　　「但新世界的人在出生之前，就已經被統治者決定了命運，例

如德爾塔和愛普西隆的智力天生低下，11　只能做勞動工作。」我嘗試

為這個現象作解釋。「這就是問題所在了，這裏的人民打從一開始就

無條件地喪失選擇生活方式的自由！」盧梭厲聲道。我尤如被當頭

棒喝，問道：「所以應該取消劃分胚胎階級的制度，對嗎？」盧梭 

搖頭，道：「單純地取消這個制度並不能改變統治者操控人民自由的

現象，治標不治本，我建議從根源入手，使人民可以主宰自己的生活

6	 盧梭是啟蒙時代著名的政治哲學家。
7	 出自盧梭《社會契約論》第一章第一句，「人生來是自由的，但卻無往不在枷鎖之

中。」（6；第一章，第一卷）
8	 參盧梭在《社會契約論》第一卷，第四章有關牢獄的比喻：「如果這種太平的本身

就是對人民的一種災難，人民從這裏又能得到甚麼呢？監獄裏生活得很太平，這就
足以認為監獄也很好嗎？」（12）

9	 見注1。
10	 參原文：「……全體人民為甚麼要出賣自己呢？國王遠不能以生活必需品供應他的

臣民，反而只能從臣民那裏獲得他自身的生活所需」。（盧梭 12；第一卷，第四
章）

11	 新世界中，在出生之前，就已被劃分為「阿爾法（α）」、「貝塔（β）」、「伽瑪
（γ）」、「德爾塔（δ）」、「愛普西隆（ε）」五種「種階層」，其下加正負細分階
級。（阿道斯‧赫胥黎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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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人民制定法律 12，使他們受具公意的法律規管，而不是單純受 

君主的強力統治。13　劃分胚胎階級的制度並不是重點，法律也可以 

定出各種階級，甚至像現在一樣，定出各種階級的資格，但它不能 

指定某人屬於某個階級，14　民主與極權的差別就在這裏了。」

　　「好！那就讓我安排人民對立法發表意見吧！」當我正打算用智

能聲控系統記錄這個決定時，盧梭為難地打斷了我：「但就在剛才，

我發現了一個問題─只有團結、不迷信、有智慧的民族才適合立

法，否則大概不可能共識出有利整體的法律。15」然後我那些對彼此沒

有感情、視福特的話為真理、一輩子從沒思考過的人民在我腦海中浮

現，開甚麼玩笑！這些條件不是與我的人民相反嗎？

　　本來以為找到了方向，但一下子又重回到原點，會議室的氣氛頓

時變得死氣沉沉。

　　「普遍人民之所以會如此迷信又沒有智慧，是因為他們從來沒認

真思考過自己人生的意義。」蘇格拉底打破了沉默。

　　「那如何能逼使他們思考呢？」我問，他續說：「要向他們提

問，16　問他們為何不能與別人建立感情，問他們為何要聽從福特的

話，那麼他們就會開始思考，如同一個囚徒獲得釋放後轉身走向光明

的地方，會發現以前所看到的都是虛假的和騙人的。17」

12 參原文：「服從法律的人民也就應當是法律的創立者」。（盧梭 50；第二卷，第 
六章）

13	 盧梭認為人民不應服從強力，參原文：「強力不能構成權利，人們只能有服從合法
力量的義務。」（11；第一卷，第三章）

14 參原文：「法律可以劃分公民為若干等級，甚至於規定取得各該等級權利的種種資
格，但是它卻不能指名把某人某人列入某個等級之中」。（49；第二卷，第六章）

15	 參第二卷，第三章「如果人民能夠充分了解情況而進行思考的話……」一段（40）
及第二卷，第十章「甚麼樣的人民才適宜於立法呢？……結合聯繫在一起……沒有
傳統又沒有根深蒂固的迷信的……」一段（64）。

16	 參見《柏拉圖對話錄‧普羅泰戈拉篇》，蘇格拉底說：「我接近真理的方法是提出正
確的問題。」（柏拉圖 192）

17	 參見《柏拉圖對話錄‧理想國》，蘇格拉底以洞穴比如解放思想一段，「如果一個囚
徒獲得了釋放並且站立了起來，那麼當他轉身走向光明的地方時，他會發現以前所
看到的一切都是虛假的和騙人的，但現在他終於可以看到真相了。」（柏拉圖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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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認為必先這樣開民智，才有立法的基礎。」盧梭同意蘇格

拉底。

　　「不夠。」孔子突然開口，「思而不學則殆 18，除了思考，還要

學習。我前日一天不吃飯，連覺也沒睡，就是為了整天思考，發現如

果不輔以學習，根本沒有益處。19　大家剛才覺得我對新世界的要求太

多，但其實所有都可以透過教育一步一步付諸實行。既然想要人民思

考和學習，我建議建立一所學校，讓所有人民都可以在那裏學習，而

且更是要互相學習，互相發問之餘，又能見賢思齊。」

　　「確實，新世界要改善的有太多，單憑兩個安排是沒法改變現況

的。建立學校，使每個人都有學習思考的機會，讓他們學懂自己去爭

取自由才是長遠之計，不如就先建立學校，對每個人進行強制教育

吧，如何？」盧梭問。

　　「好，這就是我們第一個安排，你們會幫忙做新學校的老師 

嗎？」眾人點頭，與此同時，智能聲控系統已經自動記錄了這個決

定。「那你們對第二個安排有甚麼建議？」我望向未曾發言的一行禪師

和莊子。

　　一行禪師緩緩拿起桌上的桑麻，說：「我建議取消桑麻。」他看我

們露出了疑惑的目光，續道：「新世界的人民，無論有甚麼煩惱，都

會吃桑麻，讓自己忘記所有不開心的情緒，對嗎？」我點頭，但還是

不明白他的用意。「他們如此抗拒不開心，是因為他們被開心與不開

心的概念束縛着。大家想想看，如果沒有『左』，『右』就不能成為 

『右』；如果沒有『魔』，『佛』就不能成為『佛』；如果他們的記憶

裏不曾留有不開心的回憶，開心又怎能算是開心呢？20　人不可能永遠

18	 原文：「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論語》2.15）
19 參原文：「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論

語》15.31）
20	 參原文：「我們被我們關於善和惡的概念束縛住了……善和惡也是如此。你不可能

只是善的。你不可能把惡的都清除掉，因為有惡，善才存在，反之亦然。」（一行禪
師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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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得高興，桑麻帶給他們的，是虛假的快樂罷了，如果他們永遠逃避

不開心，便永遠不能感受真正的快樂。」

　　忽然，莊子抬頭道：「我一直在想，我們是否真的需要改變新世

界呢？」「甚麼？」我感到頭昏腦脹，莊子搔一搔頭，繼續說：「我的

意思是，我們之所以要改變新世界，是因為我們依據自己的成見作為

判斷正確的標準，故認為他們現有的生活方式是錯的，但誰能保證我

們的固有執念是對的呢？21　在新世界人民的眼中，我們不吃桑麻才是

錯誤的啊！這世界並沒有對與錯之分！」

　　「既然你認為吃桑麻沒有對錯之分，那你要不要吃一口？」一行

禪師微笑道。莊子果真拿起幾片桑麻往嘴裏送，只見他忽然失去意

識，又突然嘻嘻地笑着，大家都嚇呆了，只有一行襌師語重心長地

說：「他一起來，就會忘記曾為這個會議而苦惱，那麼當會議完結

後，他又能憑甚麼去感到高興呢？」

　　「君主，如果你想你的人民得到幸福，就必須取消桑麻。」一行

禪師誠懇地說。

　　後來，我命令把所有桑麻銷毀，桑麻自此在新世界裏消失。雖然

引起了一輪暴動和抗議，但在學校的教育下，人民很快學會如何正確

地處理情緒。會議那天晚上，我拖着莊子沉重的身軀返回保留區，腦

海裏卻不斷浮現他的說話，確實，我憑甚麼保證這兩個安排是正確的

呢？我深深地嘆了一口氣，忽然想起蘇格拉底問我的問題─「你理

想中的烏托邦是怎樣的？」

　　月下，我低頭笑了。在我理想中的烏托邦，人民真心地歡笑，自

由快樂地生活着。為了這樣，即使我不肯定自己所做的是否正確，也

願意去試。

21	 參原文：「如果依據自己的成見作為判斷的標準，那麼誰沒有一個標準呢？」（陳鼓
應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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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老師短評

　　林同學的作品給我很深的印象，是她對「痛感」的重視。她說，

《美麗新世界》中快樂藥「索麻」令我們永遠快樂—但永遠快樂，

不正正就是永遠都沒有真正地感受快樂？的確，現代社會鼓勵我們正

向思維，對負面的情緒冷處理，但是，情緒並不會因此而自動消失。

只有感受和面對它，才能看到情緒背後的真正問題。這篇文章是一個

很好的提醒。值得一提的，是林同學寫作故事的能力甚佳，寥寥數筆

就把各個思想家的面貌刻劃出來，這不止要熟悉各個經典文本，還要

有不錯的想像力才能做到。希望林同學繼續從事創作，期待你日後的

作品！（李智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