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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心得 

 

讀書會名稱 1984 

指導教師/ 

負責人 
王啓銜 

組 員 王啓銜、黃辰吉、葉育宏、黎彥宣、李彥璟 

聚會時間 

一、111 年  4  月 7 日 

二、111 年  4  月 21 日 

三、111 年  5  月 22 日 

成果心得 

（1500字以上） 

1984 是一部關於反烏托邦、反社會、反極權的假想社會，在

書中每個黨員的言行舉止，都會被監視著，就猶如被關在城牆內，

而牆內佈滿了監視器及錄音機，無時無刻都被監控著，一有差錯就

要被思想改造。其中有一句話令我印象深刻，「無知即力量」，就像

軍人一樣，不需要知道自己為什麼要這麼做，上面怎麼說就怎麼

做，不要去思考上面沒有交代的事情，因為有可能你得到的答案也

是被捏造出來的，那又何必一開始去思考這件事情是否合理。整個

歷史在獨裁政權下，都是可以被改變的。自由即奴役，沒有人能夠

獲得真的自由，越想接近自由，越會被禁錮在牆中，當牆中有一群

人想接觸自由，想要逃出牆中，那極權者可能會透過轉移目標讓牆

內部份的人轉移目標，戰爭即和平。整篇書本，透過多種的矛盾讓

讀者反思，這極權政府的作為。 

 

1984 對我而言不只是故事，而是預言；譯本對於現在世界的一

則寓言。在現在能有許多不可數的集權國家使用此方式統治，在這

些國家中，人民以對領導的狂熱與打倒一個共同的敵人為食。在貧

困與飢餓中掙扎，製造無階級的制度背後的涵義等同於除了權力中

心以外的人都是庶民事一樣的。另外在書中說到新英社說研究出能

夠使人交媾食無快感這件事，我的看法是慾望每個人都有。想要斷

除用外力只能付出嚴重的代價，如果要無傷下斷除淫慾其實應該以

教育著手，而非以規範控制。從心下手才是正解，何以故，因淫欲

從心生出。但其實從心生出的東西仔細觀察可以發現沒慾望的心其

實只是個念頭。剎那間生滅，既然是剎那間生滅那就意味著他本質

上是空性。有生有滅的東西本質上就是”暫時性存在”，了解後不難



看出其他的慾望也是，念頭也是。因此只要在念頭生起後不予理會

時間到了，緣分盡了自然就消失。正如六祖所說的一樣: 

菩提本無樹 明鏡亦非台 

本來無一物 何處惹塵埃 

連心都是剎那間生面滅，更何況是從心所生的念頭。 

 

1984 這本書講述著一個共產世界對人們的影響，我曾經研究過

俄羅斯的歷史，書中的世界和我讀的蘇聯歷史非常相似，國家機器

和意識型態可以如何控制一個國家的人民，「掌握現在就掌握過

去，掌握過去就掌握未來」只要學過歷史的人就一定會聽過這句

話。黨一直利用國家機器控制著人民的思想，消滅語言、改變歷史

讓人們對黨更加相信，而溫斯頓在和茱莉亞交往的時候覺得做這些

事不是很正常的，但為何黨一直認為這是錯誤的，從他開始買日記

開始，他就已經有了自己的思想，對於黨來說這是個犯罪，但溫斯

頓認為這些才是對的，他覺得人應該要有自己的自由思想可以說出

2+2=4 的思想。在書中不難看到黨對人們的控制，隨時都有一副眼

睛盯著你，周圍有思想警察，一旦他們覺得你不忠誠就被消失，而

且一直利用戰爭進行內部消耗，讓人們沒有時間去思考對錯。歐威

爾在寫這部小說所參考的對象很像蘇聯，我覺得他是想提醒我們要

好好想想為何德國希特勒會崛起、蘇聯馬列主義的覺醒語言的煽動

力可想而知，歷史上的暴政都會被人民推翻，但如果獨裁者掌握國

家機器，對人民進行思想管制，甚至從童年就開始洗腦，改寫歷史

甚至消滅文字，創造新的文字像書中的「新語」就是因此而誕生的。

如果要阻止這樣的一個獨裁政府就必須要擁有知識和自由的思想。 

 

《一九八四》是在一個集權統治的背景，由共產主義的黨進行

管制，黨以前說過的話都變成現在黨想要的結果，也就是掌控過去

就掌控未來，未來想要回溯過去的事情就要有一些證據來證明，而

有改變過去的能力就能夠影響未來對歷史的看法；黨掌握著現在所

以有權力修改過去，使過去、現在、未來這三個時間都被黨所掌握，

主角發現了黨會由此操控著真實，使真實只存在主角的腦裡，因大

家都被黨的竄改而不會有人認同過去歷史的錯誤，黨不止會竄改歷

史還會洗腦群眾，為了社會的穩定樹立永遠的外敵、永遠的戰爭時

期都是黨編織出來的假消息。 

 

主角想要的自由是不會被黨改變的事實，譬如 2+2=4，這種自

明的真理可以被認定是真的，他不想要活在謊言之中，他愛著茱莉

亞是不會改變的事實，雖然黨知道事情後會要他招供、改變他，但

他覺得招供沒關係，只有讓他真的不愛茱莉亞才是真正的背叛女

主，雖然身體上被控制，但心靈上扔有意志的自由就好。不過在痛



苦之前沒有英雄，他最終還是被黨給改變，2+2≠4，而是黨說多少

就是多少，他戰勝了自己，他愛老大哥。 

 

黨的過度極權會導致這種沒有自由的悲催生活，沒有了證物的

參考標準，就無法知道永遠活在謊言當中；雖然腦中有一種真實的

事實，卻會被黨逼著認同另一種想法。黨擁有過大的權力會讓人變

得沒有任何自由，只有黨說的才是正確，畢竟掌握現在就掌握過

去，掌握過去就掌握未來，提醒著人民不可以讓一個黨獨裁成擁有

這麼大的權力。 

 

故事發生於 1984 年—界大部分地區都陷入了一場永久的戰

爭、政府監控無處不在、資料記錄中滿是歷史否定主義及政治宣傳。  

在《一九八四》裡，思想與自由本身就是最嚴重的犯罪行為，

生活中的一舉一動都會受到監視及監聽，甚至連表面天真無邪的孩

子們都是糾察隊，因此，在沒有了言論自由及人身自由，甚至連思

想的都受到箝制的情況下，連腦袋裡運轉的都必須小心翼翼地不被

表情、細小的動作給出賣。  

 

主角所在的國家在黨的宣揚下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斷的提高、每

一季的配給額度都在增加、人民友愛而富足、前線戰事屢傳捷報，

簡直是就是完美的的烏托邦。但當你仔細看清，映入眼簾的卻是貧

窮、飢餓、疾病，與被轟炸的滿目瘡痍的街景。顯而易見的矛盾與

衝突，要察覺不對勁根本不是什麼難事，然而，面對黨的洗腦與監

控，人民只能信假為真，甚至久而久之，放棄思考，成為了盲目相

信黨的人偶，那如果有一天，真發生如書裡所說，黨宣布二加二等

於五時，我們該不該去相信他？  

 

從小，我們被教導要聽從及服從，久而久之，我們便慢慢喪失

了思考及改變的能力，對一切盲信不疑，一切都變得不變、單調，

甚至在不知不覺中，掉入了話術圈套而不自知。我認為作者想告訴

我們的，是希望我們可以學會思辨的能力，而不是盲信與盲從，正

如曾有人說過“人類之所以有進步，主要是因為下一代不怎麼聽上

一代的話”，因此成為一個能獨立思考的人，是我們應該學習的課

題。 

 



活動照片 

（6張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