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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Ｉ來襲，讓諸子百家對讀電影鍛鍊你的思辨力 

家齊高中  呂覲芬 

一、設計者簡介 

一個熱愛電影和喜歡玩桌遊的高中國文老師，任教台南家齊國文/生命教育，曾榮獲教育部 107 年度推動閱讀優秀教師，是國語文學科中心、

生命教育學科中心、中華文化基本教材等種子教師，曾擔任多年國中會考作文閱卷教師、曾擔任高雄電影館電影種子教師培訓工作坊講師、國家電

影及視聽文化中心 2019中區師資培訓課程講師等，並受邀至北中南友校進行電影思辨寫作力教學分享。 

未來持續努力用電影來推廣文學和生命教育。 

二、演示重點 

一、 以課文「漁父」為主軸—談人生兩難選擇： 

讓學生清楚分辨屈原和漁父兩種人生態度，並思考若是自己，該如何抉擇？以及其背後理由。授課時強調屈原與漁父的對話，並討論屈原的困

境和漁父的態度。 

二、 國學常識--諸子百家介紹： 

以表格呈現諸子百家代表人物及其思想核心、相關名言、相關文章等。列出九流十家，但主要採計儒道二家及參考孫子兵法。 

三、 「攻敵必救」影評分析： 

讓學生觀看全片，並以小組方式完成劇情分析（可用心智圖、表格或是圖表並陳、手繪等方式），老師補充相關知識點及閱讀策略應用，如蘇格

拉底之死、以及選擇的思考（當信念和整個大環境衝突時該如何因應？）。 

四、 以諸子百家扣合課文「漁父」和電影「攻敵必救」： 

諸子百家可以訓練學生拓展思考面向，透過小組討論及教師引導，完成以儒道二家分析兩難選擇、電影並以共編方式讓各組成員互評及相互學

習。 

 

joanna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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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相關生活應用及小結： 

結合學生經驗，口頭討論以生活可能兩難情境讓學生思考如何以所學來因應。 

諸子百家結合商業應用是市面上可見的現代意義，以諸子百家進行思辨教育有很多可開發面向，而電影或是影音是目前趨勢，筆者試圖透過諸

子百家結合文本和電影，讓課堂有趣、有用及有感。 

三、課程設計簡表 

單元

名稱 
ＡＩ來襲，讓諸子百家對讀電影鍛鍊你的思辨力 節數 6節課 設計者 呂覲芬 

核心 

素養 

國 V-U-A2 透過國語文學習，探索生活現象，提升觀

察、思辨的深度與廣度，進而反思當代課題的解決策

略。 

核心概念/

學科本質 

觀察、思辨、反思 

單元

目標 

1正確解讀漁父一文中屈原的困境與漁父的勸慰。 

2 能正確判讀儒道墨法四家的核心學說。 

3 能說出電影攻敵必救的電影劇情並能分析電影中絲隆小姐的人生兩難課題。 

4 以儒道二家扣合課文「漁父」和以孫子兵法觀看電影「攻敵必救」 

5 能應用所學思考人生的兩難選擇。 

學習

脈絡 

Ad-V-1 篇章的意義。  

Ad-V-2 篇章的組織。  

Ad-V-3 篇章的表現  

Bb-V-1 情志的抒發與省思。  

Bb-V-2 物我相應的表現手法。  

Bd-V-1 核心主張與論點。  

Cc-V-2 人文、藝術等精神文化認知。 

表現 5-V-2 能認識文章的各種表述方式、主旨、取材、結構及作者的生命態度，增進思辨與博學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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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 將全班分成 4-5人為一組，進行小組共學，完成各組學習單，同時也能互評再次學習。 

評量方式規劃：以組為單位進行小組學習單的評分等地。 

課程架構 

節次 學習脈絡 學習目標 學習內容 學習表現 學生學習活動 檢核點 學生狀況分析 

1 

1.學生已經學習

過屈原生平以

及楚辭的基本

知識，對《漁父》

文本有初步了

解。 

1.了解《漁父》的文

本內容和背景。 

2. 理解屈原與漁父

對話中的兩難和勸

慰。 

3.分析屈原的思想

和漁父的智慧。 

 

 

1.《漁父》全文閱

讀與分析。 

2.屈原和漁父對

話的背景和意

涵。 

 

1.能夠解釋《漁

父》的主要內容和

主旨。 

2.能夠分析屈原

和漁父的對話，理

解其中的矛盾和

解決方式。 

3.能夠提出自己

的觀點並進行辯

論。 

 

1.導入活動：教師簡要

介紹屈原的生平和《漁

父》背景。  提出事實性

問題：屈原為什麼被放

逐？ 

2.文本閱讀與分析：《漁

父》文本，標註不理解

的地方和感興趣的內

容。教師引導學生討論

文本中的關鍵段落和詞

語。   

3.問題討論：提出概念

性問題：屈原和漁父的

對話反映了哪些思想矛

盾？小組討論並分享意

見，教師總結並補充說

明。   

1.學生能否

準確回答屈

原被放逐的

原因。   

2.學生是否

能夠找出並

解釋文本中

的 關 鍵 段

落。   

3.學生是否

能夠提出有

深度的問題

並 進 行 討

論。   

 

 

1.理解能力：通過

學生在文本閱讀和

問題討論中的表

現，分析他們儒道

學說、孫子兵法的

理解程度。 

2.批判思考：觀察

學生在辯論中的批

判思考能力，評估

他們是否能夠提出

有深度的問題和論

點。 

3.表達能力：評估

學生在討論和辯論

中的表達能力，是

否能夠清晰、條理

分明地表達自己的

觀點。 

4.合作能力：觀察

學生在小組討論和

辯論準備過程中的2 
1.延續上一節課

的討論，深入

1.深入理解屈原和

漁父的對話內容。   

1. 屈原的兩難

選擇和漁父的勸

1.能夠清楚表達

屈原和漁父的觀

1.回顧與引導 ：總結

屈原和漁父的對話。教

1.學生是否

能夠清楚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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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屈原和漁

父的對話，進

行辯論。   

2.以 4F法釐清

屈原兩難困

境、漁父的基

本態度及勸慰 

 

2.培養學生的批判

思考和辯論能力。   

3.反思屈原的兩難

選擇和漁父的勸慰

智慧。   

 

慰。   

2.辯論屈原應該

如何面對自己的

處境。   

 

點。   

2.能夠在辯論中

有理有據地支持

自己的立場。   

3.能夠反思並總

結辯論的結果。   

 

師引導學生思考屈原的

兩難選擇和漁父的勸慰

意涵。   

2.分組討論：提出辯論

性問題：屈原應該堅持

自己的理想，還是接受

漁父的勸慰，隨遇而

安？   

將學生分成兩組，一組

支持屈原堅持理想，另

一組支持屈原接受漁父

的勸慰。每組討論，找

出支持自己觀點的理由

和證據。   

3.總結與反思：教師在

辯論過程中進行引導，

幫助學生深入思考問

題。提出反思性問題：

你認為屈原的選擇對他

的未來有什麼影響？漁

父的智慧對現代人有什

麼啟示？學生分組討論

並分享反思結果。   

達屈原和漁

父的觀點。   

2.學生是否

能夠在辯論

中有理有據

地支持自己

的立場。   

3.學生是否

能夠進行深

刻的反思並

總結辯論結

果。   

 

合作情況，了解他

們的合作能力和團

隊精神。 

5.情感態度：了解

學生對儒道學說、

孫子兵法的情感態

度，是否能夠從不

同角度看待問題，

並進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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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學生已經對中

國古代思想有

基本了解，並

學習過一些相

關的文本，如

《論語》等 

2.表格呈現諸子

百家代表人物

及其思想核心 

1.了解儒、道、孫

子兵法的基本學說

和代表人物。 

2.理解儒道學說、

孫子兵法的核心思

想和歷史影響。 

3.分析儒道學說、

孫子兵法的異同

點，並反思其現代

意義。 

 

1.儒家：孔子、孟

子、荀子及其主

要學說（仁、義、

禮、智）。 

2.道家：老子、莊

子及其主要學說

（道、無為、自

然）。 

3.孫子兵法：孫

武及其主要學說

（戰略、戰術、謀

略、兵法）。 

1.能夠敘述儒道

學說、孫子兵法的

核心思想和代表

人物。 

2.能夠比較儒道

學說、孫子兵法的

異同點，並提出自

己的見解。 

3.能夠在討論和

辯論中清晰表達

自己的觀點，並能

夠反思儒道學說、

孫子兵法的現代

意義。 

1.導入活動：教師簡要

介紹儒、道學說的背景

和代表人物，提出事實

性問題：孔子、老子、

孫子分別是什麼時代的

人物？ 

2.文本閱讀與分析：學

生分組閱讀《論語》、

《道德經》、孫子兵法

等的選段，標註不理解

的地方和感興趣的內

容。 

3.問題討論：教師提出

概念性問題：儒、道、

孫子兵法的核心思想是

什麼？這些思想如何影

響了中國歷史和文化？ 

4.總結與反思：教師總

結儒道學說、孫子兵法

的異同點，學生回答反

思性問題並分享自己的

見解。 

1.學生能否

準確回答代

表人物和時

代背景。 

2.學生是否

能夠找出並

解釋儒道、

孫子兵法的

核心思想。 

3.學生是否

能夠比較儒

道學說孫子

兵法的異同

點，提出有

深 度 的 見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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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攻敵必救」

觀影及小組影

評分析 

1.了解電影《攻敵

必救》的情節和背

景。 

2.分析電影中的主

題、人物和敘事手

法。 

1.主要情節：電

影中的關鍵情節

和人物關係。 

2.主題分析：電

影探討的主要主

題和思想，如正

義、道德、戰爭

等。 

3.表現手法：電

影中的攝影技

巧、音效設計、剪

輯風格等。 

1.學生能夠識別

和解釋電影中的

主要主題和人物

動機，展示出批

判性思考和分析

能力。 

2.學生能夠分析

電影中的攝影技

巧並能夠闡述其

對情感和主題的

影響，顯示出對

電影藝術的鑑賞

能力。 

 

1.影片觀賞：學生觀看

電影《攻敵必救》，記錄

重要情節和感興趣的部

分。 

2.問題討論：教師提出

概念性問題：電影中的

主要主題是什麼？這些

主題如何通過情節和人

物表現出來？ 

3.角色分析：學生分組

分析主要角色的動機和

性格發展，提出角色分

析問題：主角的行為和

決定如何推動情節發

展？ 

1.學生是否

能夠識別和

解釋電影中

的主要主題

和人物動

機。 

2.學生在討

論中是否能

夠清晰表達

觀點，提出

有說服力的

論點。 

 

5 

以儒道扣合課

文「漁父」和

以孫子兵法觀

看電影「攻敵

必救」 

1.深入理解儒家、

道家和孫子兵法的

核心思想。   

2.結合《漁父》和

《攻敵必救》的策

略，學會靈活應用

古代智慧解決現代

問題。   

3.提升學生的批判

1.分析《漁父》

中屈原與漁父的

對話，探討儒家

對於自我修養和

社會責任的理

解。   

2.探討《漁父》

中道家對於順應

自然和無為而治

學生在分組討論

中能夠清晰表達

觀點，提出有說

服力的論點，展

示出合作學習和

溝通 

學生能透過小組討論，

學習將儒家、道家、孫

子兵法等思想應用在分

析上 

學生是否能

夠進行深刻

的反思，並

將電影中的

思想與現代

生活相結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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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維和解決實際問

題的能力。   

 

的思想。 

3.分析《攻敵必

救》中孫子兵法

的謀略和靈活應

變策略。   

6 

相關生活應用 小組方式討論相關

應用並完成小組報

告。 

1.討論儒家如何

通過溝通和仁愛

解決現代人際關

係問題。   

2.討論道家如何

應對現代生活中

的壓力和矛盾，

保持內心的平衡

和和諧。    

3.討論孫子兵法

如何在現代競爭

和問題解決中應

用。   

學生進行充分討

論並統整成員資

訊，完成小組報

告。 

1.案例分析與討論   

-案例 1：現代職場中

的人際關係問題。活

動：學生分組討論如何

運用儒家和道家的思想

解決職場中的人際關係

矛盾。-目標：理解儒

家和道家在現代人際關

係中的應用。    

-案例 2：企業競爭策

略。活動：學生分組討

論如何運用孫子兵法中

的謀略和《攻敵必救》

的策略在企業競爭中取

得優勢。目標：理解孫

子兵法在現代競爭中的

應用。   

學生是否能

充分討論並

統整成員資

訊，完成小

組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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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的兩難  漁父的勸慰  

選擇一：堅持自己的理想和信念，繼續對國家和人民忠誠，雖然可能

會面臨更多的苦難和困難。  

優點：保持自我尊嚴和道德底線，對國家和人民忠誠。 

缺點：可能會遭受更多的苦難和困難，甚至影響到自己的生命安全。 

建議一：隨遇而安，順應自然，不要過於執著於自己的理想和信念，

這樣可以減少痛苦和煩惱。   

優點：心境平和，減少內心的矛盾和痛苦，追求內心的安寧和幸福。 

缺點：可能失去自我，隨波逐流，無法實現自己的理想和價值。 

選擇二：放棄自己的理想和信念，接受現實，隨波逐流，雖然這樣可

能會失去自我，但可以避開苦難。 

優點：可以減少苦難和困難，保全自己的生命和安全。 

缺點：可能失去自我，無法實現自己的理想和價值，內心可能會感到

痛苦和矛盾。 

建議二：心境平和，淡泊名利，追求內心的安寧和幸福，而不是外在

的名聲和地位。 

優點：心境平和，減少內心的矛盾和痛苦，追求內心的安寧和幸福。 

缺點：可能會被認為是逃避現實，沒有責任感和使命感。 

 

以下是以 4F法（Facts, Feelings, Findings, Future）來分析《漁父》中的屈原困境及漁父的勸慰的表格： 

4F方法  屈原的困境  漁父的勸慰  

Facts (事實)  屈原因忠於楚國、進諫遭排擠，被放逐。楚國政治

腐敗，君王昏庸，忠臣被排擠，奸佞當道。  

漁父勸屈原放下執著，不要固守己見，應隨遇而安，與世推移。  

Feelings (感受)  屈原感到孤獨、痛苦、失望與憤怒。他認為自己是

清白的，但不被世人理解，內心充滿矛盾和無奈。  

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 

漁父的語氣平和，充滿智慧和安慰。他希望屈原能放下心中的執念，

過簡單自然的生活。 

何不餔糟啜醨？淈其泥而揚其波？ 

Findings (發現)  屈原認識到自己與世俗格格不入，對世道人心失

望，但仍不願放棄自己的理想和堅持。 

豈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哉？ 

漁父發現屈原過於執著於自己的清白和理想，因而感到痛苦。他建議

屈原學會隨遇而安，以獲得內心的平靜。 

 

Future (未來)  屈原最終選擇投江自盡，表達了對現實的不滿和對

理想的堅持。  

漁父希望屈原能接受現實，放下執著，過上與世無爭的生活，雖然屈

原最終未能接受他的建議。  

這個表格展示了屈原面對的困境和漁父的勸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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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在忠於理想和現實困境中掙扎，而漁父則以道家的智慧勸慰他放下執著，隨遇而安。這兩者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反映了不同的價值觀和人生態

度。 

 

屈原在《漁父》一文中，表現出來的心態可以從儒道學說中找到相關的影響。    

1.儒家： 

   - 屈原一生忠於楚國，對君主和國家的忠誠反映了儒家的仁義精神。他因為國家政治的腐敗而痛苦，這種忠誠和責任感正是儒家所強調的。   

   - 屈原在文中提到：「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這表達了他對世道人心的失望和自我堅持，這是儒者的孤高情懷。   

2.道家：   

   - 漁父勸屈原放下執著，順應自然，這是典型的道家思想。漁父的建議反映了道家的無為而治和順其自然的理念。   

   - 漁父說：「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這說明了道家對於隨遇而安、與世無爭的生活態度。   

    

儒家觀點   

儒家強調仁、義、禮、智，注重道德修養和社會責任。   

-仁：屈原堅持道德理想，拒絕同流合污，體現了儒家的仁愛精神。   

-義：屈原為了國家的未來而犧牲個人利益，這符合儒家的大義精神。   

-禮：屈原遵循傳統禮儀，堅持正道，這與儒家的禮制思想一致。   

-智：屈原對局勢的清醒認識和對自身處境的深刻理解，體現了儒家的智慧。   

道家觀點   

道家主張自然無為、順應自然、逍遙自得。   

-自然無為：漁父勸屈原隨遇而安，順應自然，不必過於執著於世俗名利，這是道家思想的體現。   

-逍遙自得：漁父自得其樂，隨波逐流，這與道家的逍遙思想相符。   

孫子兵法觀點   

孫子兵法強調戰略、戰術和謀略。   

-知己知彼：屈原對自己的處境和敵對勢力的了解體現了孫子兵法的“知己知彼”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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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活應變：漁父建議屈原隨遇而安，這可以看作是孫子兵法中靈活應變的策略。   

-謀略：屈原的堅持和漁父的勸導都可以看作是不同的謀略，用來應對不同的生活挑戰。   

總結   

《漁父》通過屈原和漁父的對話，展現了不同的生活態度和哲學思想。屈原的堅持體現了儒家的道德理想，漁父的勸導反映了道家的自然無為精

神。 

 

「攻敵必救」相關補充講義： 

 

各小組任務 

1. 以小組方式呈現攻敵必救的劇情簡介，圖或表或手繪（請清楚繪製並請清楚拍照存檔案）皆可。已經看完全片，提供電影解說 youtube 參考。 

https://youtu.be/sH94_-_dNLU?si=zJoLVA7r1AIotKTu 

（此片的逐字稿也提供參考） 

2. 請以儒道學說來思考，若採某家說法，將如何和屈原對話？或是給予什麼建議？例如，儒家中的孔子，中心思想為何，如何勸慰屈原？請以儒

道來因應。 

3. 請用孫子兵法來思考電影中的呈現，如電影相關台詞等。 

4. 提供蘇格拉底之死參考。也可思考和斯隆女士的相關性。（提供參考為主） 

5. 模擬一個人生兩難，以此學習來試著思辨。給予相關案例。 各組擇一討論並完成相關報告。 

案例 1：現代職場中的人際關係問題   

  活動：學生分組討論如何運用儒家和道家的思想解決職場中的人際關係矛盾。   

  目標：理解儒家和道家在現代人際關係中的應用。   

案例 2：企業競爭策略   

活動：學生分組討論如何運用孫子兵法中的謀略和《攻敵必救》的策略在企業競爭中取得優勢。   

目標：理解孫子兵法在現代競爭中的應用。 

  

https://youtu.be/sH94_-_dNLU?si=zJoLVA7r1AIotK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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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蘇格拉底之死相關資訊 

 

西元前三九九年，蘇格拉底被指控不信奉城 諸神還引進新的神祇，並且敗壞了青年人的心靈，審判的結果被判處死刑。蘇格拉底不顧朋友們

逃亡的勸告，坦然接受判決，最後喝下毒藥，欣然就死。此種死而無懼的態度，明白地彰顯了他的基本信念：終生奉獻哲學的人將愉悅地面對他的

死亡，而在死後可以在另一個世界獲得最大的福份。哲學家不重視生活中物質欲望的滿足，而在多關照他的靈魂，使其趨於完善。因為，死亡是靈

魂從肉體中的釋放，肉體有死而靈魂不朽，而且人死之後，靈魂要按其生前的所作所為接受審判，邪惡者接受懲罰，良善者則受到獎賞。人類靈魂

的命運若是如此，那麼在我們有生之日對靈魂的關心與照料，使其擺脫肉體的誘惑與干擾，而趨於完善，就是我們生活中刻不容緩的重大任務。事

實上，這也就是蘇格拉底念茲在茲所以生亦所以死心中所依循的準則。 

 

是人就不可不知道的，為真理而死的第一位哲學家烈士：蘇格拉底。 

蘇格拉底之死（La Mort de Socrate）。法國畫家及新古典主義畫派的奠基人雅克-路易·大衛於 1787年創作的一幅油畫。蘇格拉底：「困難之處

不在於避免死亡，而是在避免不義」。這畫描述蘇格拉底喝下毒藥執行死刑的當天，許多朋友陪著他，而蘇格拉底來與他們談起死亡與靈魂的不朽。 

西元前 399年，蘇格拉底被控不敬神和腐蝕雅典的年輕人，雅典市民決定處死蘇格拉底。 

蘇格拉底聽完判決後，直接對著審判他的人，發表答辯辭： 

我的想法是，頭可斷，血可流，風骨志節不可失。我的答辯，逆耳之處所在多有，但是我沒有理由感到後悔。我寧可依自己的方式說話而死，

也不願依你們的方式說話而活。不論是上戰場或是上法庭，為了苟活偷生而無所不用其極是不對的──不只是我，換了別人也一樣。在戰場上，武器

一丟就朝追兵雙膝跪下，八成可以死裡逃生;在其他走投無路的場合，只要狠下心來不擇手段，也有辦法大難不死。各位朋友，困難之處不在於避免

死亡，而是在避免不義，因為不義跑得比死亡還快。我垂垂老矣，身手不再矯捷，死亡已經趕上了我;原告個個生龍活虎，但是不義更善跑，已經趕

上他們了。我一步一步走到死亡，這是你們的裁決;他們一步一步走向不仁不義，這是真理的裁決。我對這個判決逆來順受，也讓他們對於那個裁決

甘之如飴吧。 

我不能教導任何人任何事，我只能讓他們思考。 

因此，各位法官，沒有必要一提到死亡就愁眉苦臉。切記：好人斷無遭殃之虞，生前死後皆然，這話錯不了的。舉頭三尺有神明，他本人還有

他的境遇全在庇蔭之下。 

如今死亡迫在眉睫，絕非偶然。生有義、利之分，死有輕、重之別，在這個節骨眼，我適得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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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大的心靈，思索理念；中等的心靈，討論事件；柔弱的心靈，對人品頭論足。 

我對你們還有個不情之請：我的兒子長大之後，各位朋友，請你們懲罰他們，不要客氣。請你們為難他們，就像我為難你們一樣，如果他們重

利輕義，宅心無德，如果他們只是井底之蛙卻猛吹牛皮，如果我的兒子這麼不爭氣，請你們好好責備他們，就像我責備你們那樣，責備他們本末倒

置，責備他們欺心罔世。如果你能成全我臨終的心願，也是功德一件，我和我的兒子都混感激涕零。 

 

離別的時候到了。我們各走各的路──我去赴死，你們去求生。哪一條路好走，只有老天知道。 

由柏拉圖紀錄 

為何雅典人要蘇格拉底死？17/03/2017 MK老師 其他哲學, 哲學史, ★★ 

 

蘇格拉底之死（399 BC），在柏拉圖的筆下成為了千古傳頌的經典。他的死有甚麼值得歌頌？我們先從一個大略說起 ── 蘇格拉底之死標誌着

一位哲學家為了捍衛哲學而死。做哲學犯不着死吧？且看箇中原因！ 

蘇格拉底經常走到市場上與人討論哲學。他討論的方法十分獨特，人稱「蘇格拉底式對話」。他常常謙恭地（不知是裝的還是真的）問別人一個

看似十分幼稚的問題如「甚麼是勇敢」，然後順着對對方的回答繼續追問下去，不消幾個來回，定必使其答案破綻百出。他不像其他哲學家一般希望

正面地提出一套關於某議題的看法。與之相反，他的哲學旨在以詰問與難題使人自覺到自己的無知。他有一句名言足以總結他的哲學態度：「我所知

道的一切就是我對一切皆無所知。」因此，我們可以看到，他的謙恭其實來自於對無知的自覺，而他在別人眼中的「狂傲」亦來自於坦白揭露別人

的無知。 

好吧。那蘇格拉底就是一個出了名得罪人多而且很煩人的「廢老」吧。究竟他犯了甚麼罪而要被處死？雅典人審判蘇格拉底時，主要是控告他

兩項罪名：荼毒青年（！）與不敬拜雅典眾神。今人多不能認真看待這很大程度為「莫須有」的罪名。勢之所至，權貴要人死，只需要一些攪動人

心的罪名。 

「叛教者／不信者」的指控就是如此一回事，聳動程度相當於今日的「叛國者」。當然，亦有一些表面證據是可以抽秤一番。例如他有時會吹噓

自己聽到「來自神的聲音」，並告訴他不要做錯事。唯一有趣的地方是，他在抗辯中仍然以哲學方法來否定這個指控（申辯篇 27a-e）。 

荼毒青年的罪名又是甚麼回事？難道頑皮的蘇格拉底在街頭言行粗俗以致「教壞孩子」？當然不是，他只是一貫地與青年進行哲學討論而已。

其實蘇格拉底也知道這個罪名根本不是他被控的真正原因，教育青年從來不是他們真正關心的事情（申辯篇 24c-26c）。其實，一旦認真考究這個

罪名，便會得知蘇格拉底之死的深層原因：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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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揚言不妥協，無懼死亡 

其實蘇格拉底有多次避開死神的機會，但他就是不作任何策略性的妥協或讓步，始終忠於自己一貫的信念。 

當審判蘇格拉底之時，陪審團像現在的一樣，由公民所組成並抽籤決定，人數多達五百人左右。另外與現今制度特別不同的是，連刑罰亦是陪

審團一併直接投票決定，而非像今日般由法官決定。 

法庭上，蘇格拉底明知如果他放軟態度，對陪審團說話恭恭敬敬，案件的勝算便會大大增加，但他反其道而行之，只說他認為對的事。還未判

決之前，他說： 

「我已經惹來一些苦澀的敵意。如果有甚麼能夠毀掉我的話，就是這些敵意，而不是那些控告我的人，反是一大群人的誹謗與妒忌。這些誹謗

與妒忌曾經殺死了很多人，而且今後亦會繼續如此。它們不會在打擊我之後就停止。不過，也許有人會問：『難道你不後悔選擇了帶來死刑危險的道

路嗎？』我可以清楚地告訴他：『我的朋友，如果你覺得一個有價值的人應該在生死問題上耗費時間的話，那你就錯了。在做任何事情之前，他只需

要考慮一件事：就是他的行為的對錯。他像是一個壞人還是好人。』」（28a-c） 

在被判有罪之後，蘇格拉底又有一次機會避開死神，就是當控告人提議了死刑之後，作為被告的蘇格拉底可以提議以另一種刑罰取代，再由陪

審團決定採取哪一種。可是，蘇格拉底竟然說： 

「各位，我提議我應該獲得一些獎賞……真正合乎正義的處罰，就是由國家負擔我的生計……也許你們以為我正在故意表現得剛愎。非也，我確

信我是無害過任何人……」（36a-e） 

其實眾人都想蘇格拉底提議以放逐取代死刑，可是最後蘇格拉底只是想以一些借來的金錢來取代死刑。而要他靜靜安度餘生不再走上街頭討論

的提議，他說：「如果我告訴你們，每日討論善與其他題目、反省自我與他人就是一個人所能夠做到最好的事，而且未經反思的人生是不值得過活的，

你們不會相信我。」（38a） 

蘇格拉底最後一次免去一死機會是在獄中等待報刑的時候，有朋友向他提供逃離雅典的方法。可是，他嚴正拒絕了，並且認為他既然接受了雅

典的法律，就要服從到底。蘇格拉底的這種態度無非是要堅持著一個大原則：人應該忠於正義的事而無懼死亡。 

一個哲學家忠於哲學事業，挑戰大眾與權威的看法，最後落得被群眾處死的下場，在今天值得歌頌，但當日卻是非常傷害人心的事件。柏拉圖

年少時便認識亦師亦友的蘇格拉底，面對這件事情，他會有甚麼看法？ 

一方面，蘇格拉底為他上了最後的一課，教導所有人縱然面對死亡的威脅也要堅持正義。另一方面，法庭的錯誤決定斷送去他一個朋友的生命，

亦是雅典民主失效的一個慘痛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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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格拉底似乎擁抱雅典民主的精神，不論在街頭還是法庭都想以道理說服群眾，最後即使民主制度要奪去他的性命，也始終選擇去服從它。可

是，柏拉圖在這件事情之後，慢慢就走向了與蘇格拉底不同的道路了。 

柏拉圖在蘇格拉底死後便離開了雅典周遊列國，途經埃及、西西里與意大利半島。跟畢達哥拉斯學過數學，亦從過軍上戰場打仗。最後又回到

雅典，創立了學院「Academy」。不久之後，他便寫好了對話錄《理想國篇》，鮮明地論述了反民主的立場。詳細內容不能於此再說太多。 

值得一提的是，他對群眾的看法負面至極，視之為洪水猛獸。他又認為哲學家在現實裡敗壞的政治之中，應離開政治，過安逸的生活來保存自

己。柏拉圖寫道：「他既不想一起為惡，又沒有能力與所有的野獸抗衡，在幫助城 及朋友之前，他已經死了，對自己及其他人都變成了無用之人。

考慮過這一切以後，他保持靜默，做自己的事。就像在風暴之中，他在牆後躲避風帶起的塵沙。」（496d-e） 

與蘇格拉底的態度相對，面對凶險的群情與政治氛圍，柏拉圖認為不應該試圖說服群眾，卻應避開對生命的威脅。自此，在亂世中保存自我成

為了明智者的抉擇。這彷彿又呼應了亞里士多德提出，從個人幸福為基點的道德哲學。如果有人說，這一種思想是蘇格拉底之死所遺留下的哲學陰

霾，似乎亦不無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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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攻敵必救 解說逐字稿（潤飾過） 

絲隆女士，永遠帶著精緻的妝容踩著紅底跟高跟鞋，每天周旋於政客財團之間游刃有餘，他每天的工作時間超過十六個小時，為了保持頭腦清

醒，就是違禁藥來刺激大腦，他總是抱著手機不放，不是在聯絡委託人，就是在聯絡下 1個委託人的路上，他碰到有生理需求時，也只是找鴨子來，

她強硬敬業的作風令男同事都自愧不入，絲隆女士可是美國說客中的戰鬥機啊。 

先來簡單介紹一下，什麼是說客吧有人曾經把美國的政治體系比喻成一輛車，各個政府部門是這輛車的發動機、車輪等重要部件，金錢和名義

是保障和推動車輛正常運轉的汽油和潤滑劑，而說客則是連接政客、財團、民眾三者連動齒輪和磨合裝置，中國春秋戰國時期的蘇秦和張儀，都是

有名的說客。美國一向支持控槍的新立法，要求對槍枝購買人進行更嚴格的背景審查，這遭到了眾多用戶美國憲法第二修正案的政客，以及相關利

益財團的反對，他們將槍枝、包裝成母親保護孩子其實免受家暴的工具，希望以此爭取更多女性選民支持，反對控槍，這個任務落到了說客絲隆女

士身上，可無情嘲笑，並拒絕了政客。絲隆女士不是沒有看到美國愈發頻繁的的槍擊事件，所以他認為支持控槍是正確的選擇，而且更重要的是支

持控槍的勝算很低，人生贏家絲隆女士就是喜歡這種贏來不易的刺激挑戰，所以它一言不合，就炒了老闆魷魚，當支持控槍公司的老闆，光頭強給

他伸出橄欖枝時，他毫不猶豫就跳槽了，而且幾乎挖走了舊東家，整個說客團隊，但是他的心腹助手眼鏡小妹，卻不願意跟著他走，因為贏面實在

是太小了呀。 

這項新立法將在八十四天後舉行公投，支持控槍的需要一百票中的六成才能通過，絲隆女士的說客團隊能確定支持的有四十四票，中立的有二

十二票，反對的有三十四票，也就是說，絲隆女士需要在短短兩個多月內，從中立的二十二票中爭取十六票才能贏，而對手那些有錢的，老大們只

需要拉攏七個搖擺的議員，他們就能穩贏了，這無疑是一場惡戰呀。為了贏，絲隆女士無所不用其極，在有大量媒體聚集的醫療會議上，絲隆女士

安插了自己繼續逼中立的議員表態，對方知道絲隆女士會來這麼一手，從中搗鬼，換掉了晚宴事先安排的提問人員，絲隆女士不是吃素的呀，他永

遠都備著 1個 plan B，她還安排了另 1個人進去，最後當然是絲隆女士，又贏得了一張支持自己控槍一張的選票，而這個 plan B只有絲隆女士自

己 1個人知道，因為他不相信任何人。 

接下來的選戰進入了白熱化階段，絲隆女士突然決定拉攏 1個沒有什麼影響力的議員，光頭強不理解他為什麼做無用的事，原來絲隆女士，不

過是以此來揪出對手安插在自己團隊裡的間諜金髮女，光頭強不得不服，同時。光頭強也很好奇她是怎麼做到的？所以光頭強偷偷，跟著絲隆女士，

發現了絲隆女士的秘密竊聽隊，這班人以前，可是在國家安全局幹活的呀。因為對手作祟，之前握著六票支持票的議員，突然反口說，想要再想想，

絲隆女士打算用非法監聽來把這個議員見不得光的事，以此來要脅他堅定原先的立場，光頭強，一聽是犯法的，一口就否決了，沒關係，絲隆女士

還有別的辦法，因為這個議員最開始就公開的表明了自己支持控槍的立場，所以絲隆女士就順水推舟利用公眾輿論，說議員是背信棄義的鼠輩政客，

逼得議員，再次重新表態支持控槍，看到這裡已經表示驚呆了，但絲隆女士的政治手腕，可不只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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絲隆女士的新團隊裡有一位黑人姐姐，她看到絲隆女士請她吃中國菜，這麼真誠的份上，就告訴了絲隆女士自己是從前校園槍擊案的倖存者，

並且希望絲隆女士保密，絲隆女士心想有這麼好的一張感情牌，豈可放著不用。接下來，絲隆女士不停的安排，黑人姐姐出席各種公眾活動，增加

黑人姐姐的曝光率，然後在一次電視直播中，絲隆女士出其不意的，當眾揭開了黑人姐姐的傷疤，以此來博取公眾的同情心，支持控槍。可憐被利

用的黑人姐姐，非但沒有升職加薪，還被極端份子用槍指著腦袋要取她性命，最後竟然被 1個帶槍的路人救了，硬生生的被反對控槍扳回一城。 

光頭強，看到自己的下屬被欺負，腦火的找了絲隆女士理論， 

你正常過嗎？怎麼會有人有這樣思維？ 

我就是狠角色。 

光頭強的話一直在絲隆女士的腦海徘徊不去，平時找鴨子都只是單純的發洩慾望，而這次絲隆女士想要找個人說出心裡話， 

我擅長說謊，我不想但我很擅長。我寧願有正常生活也不要有這項專長。 

對手控槍的政治老大，決定乘勝追擊給絲隆女士來個致命一擊。讓他一世英名一朝喪。 

他們把絲隆女士在舊公司鑽法律漏洞的老底，掀了出來，把她告上了法庭，還使手段讓審判的法官必須剷除絲隆女士，他們還把絲隆女士的 sex 

panna性伴侶傳喚出庭，試圖搞臭他的名聲，看來絲隆女士大勢已去，他已經成為了砧板上的魚肉，正當對手勝券在握，準備手刃絲隆女士的時候，

反轉開始了，還記得第 1個背叛絲隆女士的眼鏡小妹嗎？其實他是凡事留一手的絲隆女士凡事留一手在對手團隊的臥底，眼鏡小妹故意找出絲隆女

士違法的證據，不僅贏得對手的信任，還麻痺了這幫人，這些人真的是電影，看得太少了，他們居然不知道主角天生他就有逆天的本事。總之，這

個煙霧彈讓眼鏡小妹成功的竊聽到對手和審判法官的骯髒交易，所有人都大跌眼鏡，聽證會淪為一場政治笑話，絲隆女士現身說法告訴我們，什麼

叫做要玩，就玩大的， 

有時候我們行動不是為了自己，而是單純相信這是正確的。 

對手拿到檯面上的都是些雞毛蒜皮的小事，真正博弈的是看不見的利益關係，最後絲隆女士然因為小罪被丟進監獄，但是沒過多久出來，又是

一架閃閃發亮的無敵戰鬥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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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孫子兵法簡介 

《孫子兵法》是春秋末年齊國人孫武，為了向吳王闔閭展示他的兵法智慧所寫，也是他第一次見吳王時所贈送的見面禮。在 13 篇約 6 千字的

內文中，除了適用於軍事的戰略制定和戰術設計，也包含對人性的深刻洞察。 

其核心思想在於「勝兵先勝而後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戰爭需要有策略性的籌劃，包含了解敵方弱點、優勢地形的占領，或是透過外交手段

獲得支持等，在最小的損傷下，以策略贏天下。而這樣的核心思想，也同樣適用於提高政治、企業等的決策和解難能力，在生活和工作中也能找到

實踐的機會，因此也為現代人提供了寶貴的實用見解。 

1.始計篇 

「多算勝，少算不勝，而況於無算乎！」為謹慎計劃，勝算就大，若計劃不謹慎，則不能取勝，何況是完全不計劃。孫子兵法於現代可重點解

讀為，不論是國家還是企業，成功經營都需要擁有良好周密的計劃。 

2.作戰篇 

「兵貴勝，不貴久」為戰爭應該迅速決勝，而不應拖延時間。在瞬息萬變的商場，要在戰術策劃後迅速出擊，並隨時調整。 

3.謀攻篇 

「知彼知己，百戰不殆。」為應了解敵人與自己的情況，不在不明敵情的情況下打糊塗仗。想要成功經營，應全面分析並掌握情勢，擁有周詳

的思考架構。 

4.軍形篇 

「昔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要創造不被敵人戰勝的局面，取決於我們的主動努力；而敵人是否能被我們戰勝，則取決於他們

自己的錯誤，而不是我們的意願所能決定。孫子兵法於現代可重點解讀為，不僅要擁有實力，同樣也要學會等待時機。 

5.兵勢篇 

若是不善於利用奇正虛實四法，為局勢造勢，勝算也將大幅減少。 

6.虛實篇 

「能使敵人自至者，利之也」白話可翻成，敵人自願來到我方陣地，是因為在這裡對他們有利。孫子兵法於現代可重點解讀為，談判時候，要

怎麼誘之以利，使對方來到對我們相對有利的地置。 

7.軍爭篇 

「以守為穩，見機行事」根據情況變化，採取相應對策。在商業管理上，企業可以先保守防守，穩固實力，等待時機再主動出擊，爭取領先地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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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九變篇 

「九者，數之極。用兵之法，當極其變耳。」探求權衡變通之道，使得戰略戰術能夠靈活運用，從而實現克敵制勝的最終目標。企業應培養經

營管理者的素養和靈活應變能力，以應對市場的多變。 

9.行軍篇 

「見利而不進者，勞也。」當一個人看到利卻沒有動作時，可能是他已經疲累。孫子兵法於現代可重點解讀為，觀察微小的細節能夠讓你洞悉

對方，進而判斷可能發生的情況。 

10.地形篇 

「地形有通者、有掛者、有支者、有隘者、有險者、有遠者。」在易達之地要占據有利地勢，確保順暢，利於與敵對戰；在難行之地則需謹慎

出擊，避免無法回程而陷入不利局面。天時地利人和的組合，對經營策略也有著重大的影響。 

11.九地篇 

「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身處於無路可退的境地，勢必要拚盡全力向前，爭取生存。同理，當企業身處困境時，須拼盡全力求生

存，即使走投無路，也要奮力一搏，尋找生機。 

12.火攻篇 

孫子兵法要旨在於避免交戰，「非危不戰、非利不動、非得不用」，不是征服對手，不是擊敗敵人，而是為避免自己陷入失敗，即「不戰而屈人

之兵」的全勝戰略思想。不要衝動行事，不要惡性競爭，不做損人又不利己的事。 

13.用間篇 

「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於眾者，先知也。」了解敵情、收集情報是戰爭成功的關鍵，明智的領袖能夠在出兵前就掌握敵方情勢，從而取得勝

利。企業同樣的，需要搜集市場相關的資訊和數據，以掌握市場脈動。 

★孫子兵法在現代的實例應用 

孫子兵法中除了講軍事戰略外，還提及了「道、天、地、將、法」等 5個要素，這 5個心法，不光是用在軍事上，也可以實際運用於現代各種

商業關係，以及各種道理上。以下為你列舉幾個常見的實例應用。 

•領導與管理 

孫子兵法的帶兵智慧中蘊含豐富的領導與管理哲學，經營者應以仁政凝聚人心，有效組織團隊，同時設定經營方針、制度、規章以及行銷策略，

使員工理解經營者理念，形成命運共同體，以達共同追求目標，提升管理效能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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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競爭 

企業要取得成功，必須制定周密的策略，全面把握市場變化。同時評估自身與競爭對手的實力，針對不同情況採取相應措施，在面對危機時，

才能從容應對，並在市場競爭中脫穎而出。 

•國際關係 

孫子認為，國際關係是關乎國家生死存亡的大事，必須深入研究。他倡導不戰而屈人之兵，以謀略、外交優先，戰爭為下策，強調信息戰的重

要，知己知彼才能百戰不殆，當準備充分，抓住了時機，才能在國際舞台上立於不敗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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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各組作業（原汁原味呈現） 

第一組：如何運用到職場？ 

儒家：運用「仁愛與包容」解決問題 

道家：不強求不屬於自己的事情、順其自然、無為而治：學會適應周圍的環境，而不過度干預或強求控制儒家讓我們積極與人交往（仁） 

道家讓我們適當放手，減少執著與屈原的對話與建議： 

墨家：會勸屈原放下過度的自我犧牲與孤立的理想，將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為人民和國家實際改善的行動中，並以更為包容、務實的態度來面對困境，通過理性

與實際的方案來改變社會，而非單靠情感的爆發與自我悲憤。這樣屈原的理想能更有效地落實，並真正促進國家與人民的福儒家核心思想：仁愛、禮樂、信

義、孝悌、忠恕、恭敬「仁 J 最重要 

道家核心思想：提倡君主順應自然的規律，跟著世間萬物運轉，不勉強、逆天而行、減少執著儒家：儒家強調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指一人應先修身齊家，再

關心國家大事。屈原雖然志在復國但過於偏執理想，忽略了現實中的調和和實踐，儒家會勸他逐步改善自己與他人的關係，才能有效地實現自己的理想。 

蘇格拉底之死跟絲隆女士的相關： 

蘇格拉底跟絲隆女士都是因為與現代社會的觀點不和而產生的反抗，蘇格拉底利用喝下毒藥直面死亡的方式來堅持自己的信念並且將自己的小孩托福給朋友們

希望可以督促自己的小孩成長，讓自己的犧牲不影響到其他的人，我覺得絲隆女士的作為也是一樣堅持自己理念讓自己犧牲，也不讓自己的部下受到影響，兩

者皆是堅持自己的信念自己的職業而做出奉獻，反抗社會主要的觀點。 

 

  



564 

 

 

 

F302 第二組 

組員：1.2. 9. 16. 18. 

第一：《攻敵必救》（Miss Sloane）是一部探討美國政治遊說業的電影，通過女主角絲隆（Jessica Chastain 飾）冷酷、精明且不擇手段的個性，展現出遊說

客的複雜內心和為實現目標的執著。電影的劇情緊湊，充滿反轉和意外情節，使觀眾不斷猜測接下來的發展。絲隆的角色雖然有些難以理解，但她的精湛演技

讓觀眾對她的矛盾性格產生共鳴。 

第二：在電影《攻敵必救》中，孫子兵法的謀略也體現了策略與智慧，這與屈原如何面對困境的思想有相似之處。孫子兵法中的 

"知己知彼，百戰不殆"教導我們通過深入了解敵人來選擇最合適的策略。絲隆在電影中運用了這一理念，對敵人進行謀略部署，並沒有直接與敵人硬碰硬，而是

巧妙地尋找敵人的弱點來達成目標 

第三題:蘇格拉底堅守信仰，為真理犧牲自己；而斯隆女士則在複雜的道德選擇中運用計謀達到目的。兩者都面臨選擇，但方式與動機完全不同，這反映了不同

時代對於「真理」和「正義」的看法。 

第四題：墨家與法家最大差異是在於法家具有強制性，用白紙黑字來訂定規矩，而墨家採取順應自然，如以分配角度來看，墨家是見者可分，法家會鉅細靡遺

的精準分配，雖如墨家的分配自由，如同資本主義般，每人都能吃到這塊餅，但能分到多少是需自行爭取的，而法家如所謂共產主義，每人所得一樣，毫無偏

袒的達到一定的平衡，但你不能保證分配的人是否唯一中立，沒有徇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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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組 03、20、22、25 

1. 以小組方式呈現攻敵必救的劇情簡介，圖或表或手繪（請清楚繪製並請清楚拍照存檔案）皆可 

 

2. 請以儒道墨法四家來思考，若採某家說法，將如何和屈原對話？或是給予什麼建議？例如，儒家中的孔子，中心思想為何，如何勸慰屈原？請

儒道墨法四家任選二家。請用孫子兵法來思考電影中的呈現，如電影相關台詞等。 

（屈原儒家）：堅守自己的信念及想法，不被外人影響干擾，獨清獨醒，了解自己想要什麼。 

（墨家）：為女性謀取福利，讓社會及國家改善民眾生活質量，提倡社會保障，促進公民方面所採取的各種措施。 

3. 提供蘇格拉底之死參考。也可思考和斯隆女士的相關性。 

引用斯隆小姐的一段話：「有些時候，超越本我，為了夢想而行動，也是一種昇華。」，送給蘇格拉底，堅守自己想法，贏取場面才是一種昇華。 

4. 模擬一個人生兩難，以此學習來試著思辨。給予相關案例。 各組擇一討論並完成相關報告。 

案例 2：社會資源分配不公平 

活動：學生分組討論如何運用墨家和法家的思想解決資源分配不公平的問題。 

目標：理解墨家和法家在現代社會公平中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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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資源分配不公平 

（墨家）思想獨有的政治屬性，以兼愛方式為社會大眾發聲， 

強調社會資源分佈不均問題，維護這個世界的和平。 

（法家）法家治國的方式完全從「統治者的角度」出發，以審視社會資源分配不均的問題，使社會資源得到最大限度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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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302 第七組 

組員：10、13、24、31  

1、道家思想強調順應自然、無為而治，跟內心的和諧。這些理念在現代職場的人際關係處理上，也具有重要的作用，特別是對於如何應對複雜的職場局勢、壓

力與人際摩擦，提供了獨特的處理方式。 

儒家思想注重倫理規範、禮儀、道德修養以及和諧的人際關係，尤其強調“仁”、“義”、“禮”三者的實踐。在職場中，這些原則可以用來建立穩定、合作且積極的

工作環境。 

2、蘇格拉底的思想與死刑的關聯 

蘇格拉底堅持他對真理的追求，並認為自己是為了改善雅典社會的道德水平而進行哲學辯論。這一立場使得他與當時的政治與宗教權威發生衝突，最終導致了

他的被判死刑。他的死刑判決被許多後來的哲學家視為對思想自由和哲學探求的重大打擊，並成為反對政治暴政和思想壓制的象徵。 

3、《孫子兵法》中的“攻敵必救”策略可以解釋為：當你準備攻擊敵人時，應該選擇敵人最脆弱或最需要的地方進行攻擊，從而使敵人難以反擊 

定位競爭對手的弱點 

在企業競爭中，可以通過識別競爭對手的市場空隙、產品短板或客戶服務的不足來制定攻擊策略。例如，競爭對手可能在某些市場區域的影響力不強，或在某

些產品領域缺乏創新，企業可以集中資源，攻擊這些空白市場，迅速搶占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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