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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題目：數位化的環境變異－以好萊屋電影《楚門的世界》與  

         《駭客任務》為例 

研究生：蔡勝東                  指導教授：歐崇敬博士 陳正哲博士 

摘要 

  本論文研究電影《楚門的世界》中的慾望、商業體系、伊底帕斯情結、監

視系統，以及在好萊屋電影裡所呈現的數位化環境變異空間下，監視系統干預私

領域之研究，涵蓋範圍從開放的鏡頭到個人絕對的私領域，並涉及無所不在的商

業生活世界。 

  而電影《駭客任務》中則呈現了涵蓋哲學、宗教、神話及靈魂的型體空間…

等論述內容，與電子數位虛擬實境所產生的真實與虛幻，相互形塑下所呈現的環

境空間。 

    《楚門的世界》探討數位化環境變異下所建構的監視系統，而電影《駭客任

務》則討論了數位化環境變異下，真實與虛幻中意義的感知，以及靈魂的形體空

間，期望藉由本論文解析兩部電影中的環境空間，在不同的數位化環境變異下主

角所呈現的創造轉化過程並比較其當中之異同。 

    

 

 

關鍵詞: 楚門的世界、駭客任務、真人實境、監控、環境變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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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focus on the desires, commercial systems, Oedipal complex, and monitoring systems of 

the film 《The Truman Show》. It includes the private areas which are interfered by monitoring systems in 

the environments of Hollywood. It ranges from open lens to absolute private territories and ubiquitous 

commercial lives in the world. The movie《The Matrix》 shows philosophies, religions, myths and forms 

of soul issues. It makes a true and illusory circumstance with digital virtual realities  

In the film 《The Truman Show》, it discusses about monitoring systems , which are constructed by 

the changes in digital environments. Moreover, the movie《The Matrix》is studied the meaningful feelings 

between realities and vanities and the shapes of soul.   

This paper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analyzing the environment spaces in these two films which are 

in different digital conditions and comparing with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the leading 

characters’ transforming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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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導論 

1.1研究動機 

 
    人生如戲，戲如人生。電影的普及化以及蓬勃的發展使的電影所使

用的壓縮時間及空間的表現方式，對於後現代社會有著迅速、十足張力

及影響力，最容易產生的現象，就是觀看者容易將自身的意識形態融入

劇中的主角並隨著影片的聲光效果在短時間內產生卓越真實生命體驗。 

  《楚門的世界》1與《駭客任務》2第一集，是近二十年內西方世界公認

最具有哲學批判性以及符號3象徵意涵，且同時能展現出高度的電影哲學

的兩部經典電影代表作，而這兩部電影又能獲得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影片

獎，綜合上述條件，本論文將兩部片置於同位階的比較。 

    進入數位化時代，以數位的觀念來看待空間已經是一個完全且必要

的行為，過去人類無法思考影像及聲音如何能夠儲存並且傳輸，自留聲

機時代發展到電視、電影、電腦，經過了約莫八十年的時間，聲光影像

以此型態的傳播方式已經習以為常，到了七十年代以後，數位化時代的

到來，環境變異產生的變化更加巨大，人類所需面臨及適應的課題，毫

無疑問就是數位化環境變異所帶來的衝擊與考驗。 

  數位化的環境變異所帶來的衝擊究竟有多麼的巨大？過去人類並不

可能想像以信件、紙本的記錄及傳遞方式會消失，並在日前的社會中被

運用各種數位工具所取代如：簡訊、電子郵件、手機通訊軟體等，加上

智慧型手機的出現，手機的功能性已經跨越了純文字的簡訊與電話的功

能，大大改變了人類通訊的習慣，以及資料傳遞的方式，沒有人可以統

計一天地球上所傳輸的訊息或交換的數位資料總量有多少，這個巨大的

變化，單單是在通訊及傳輸軟體上的發明之後，已經成為資訊傳遞上的

                                      
1《楚門的世界》為一部 1998 年上映的美國電影，由彼得·威爾執導，金·凱瑞、蘿拉·琳妮及艾德·哈

里斯等主演。 

2《駭客任務》是一部 1999年好萊塢科幻電影。由華卓斯基兄弟執導，基努·李維主演。 

3 符號是指代一定意義的意象，可以是圖形圖像、文字組合，也可以是聲音信號、建築造型，甚至可

以是一種思想文化、一個時事人物。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5%9C%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5%9C%8B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BD%BC%E5%BE%97%C2%B7%E5%A8%81%E7%88%BE&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87%91%C2%B7%E5%87%B1%E7%91%9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E%85%E5%A8%9C%C2%B7%E8%93%AE%E5%A6%A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9%BE%E5%BE%B7%C2%B7%E5%93%88%E9%87%8C%E6%96%A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9%BE%E5%BE%B7%C2%B7%E5%93%88%E9%87%8C%E6%96%AF
http://zh.wikipedia.org/wiki/1999%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1999%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7%91%E5%B9%BB%E7%94%B5%E5%BD%B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2%83%E5%8D%93%E6%96%AF%E5%9F%BA%E5%85%84%E5%BC%9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F%BA%E5%8A%AA%C2%B7%E6%9D%8E%E7%B6%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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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時代革命，不得不說此次的數位革命並不亞於工業革命4及石油革命。 

    面對這樣數位化環境變異的時代，對於整體空間的思維，以及影像

的思維必須要有絕對的改變，在整個環境數位化的敘述上電影《楚門的

世界》是敘述整個數位化環境變異下，影像監控的極致表現與批判；而

電影《駭客任務》則是數位化虛擬實境5形式表現的極致思考。 

    這兩部富有哲理的好萊屋電影所涉及的相關議題，對於空間與數位

化環境變異的思維，在好萊屋電影裡尚不多見，若作為文明的省思更是

罕見，事實上兩部電影背後又隱藏著大量的哲學思維，批判著種種影像

符號及數位化環境變異下對人類所帶來的整體效應跟極端的可能性，在

這裡哲學的工具就成為這兩部片的思想主軸，而這兩部片的哲學意涵，

及數位化環境變異的空間實況正是本論文的研究方向。       

 

 

1.2研究目的 

 
    在數位化環境變異的時代裡，人類社會充滿了真實與虛幻的對立，

及道德與意義感知界線不明的環境，本論文期望藉由研究電影《楚門的

世界》來探討數位化環境變異下所建構的監視系統6，以及《楚門的世界》

中導演所拍攝的環境空間裡所呈現的的慾望、商業體系、伊底帕斯情結7、

監視系統…等議題；探討在電影裡所呈現的監視系統對干預私領域之研

究，並針對人類所必須面臨的數位化環境變異下種種現象批判；研究範

圍從開放的鏡頭下，所拍攝的個人絕對私領域，從有形的攝影機監控，

到無形的伊底帕斯情感枷鎖，並涉及無所不在的商業生活世界探討。 

  而電影《駭客任務》中則呈現了涵蓋哲學、宗教、神話及靈魂的型

體空間…等論述內容；並研究在電子數位化虛擬實境中所產生的真實與

                                      
4 工業革命，又稱產業革命，指資本主義工業化的早期歷程，即資本主義生產完成了從工廠手工業向

機器大工業過渡的階段。 

5 虛擬實境，簡稱 VR技術，也稱靈境技術或人工環境，是利用電腦模擬產生一個三度空間的虛擬世界，

提供使用者關於視覺、聽覺、觸覺等感官的模擬，讓使用者如同身歷其境一般。 

6 監視是指對行為、活動或其他變動中信息的一種持續性關注，通常是為了對人達成影響、管理、指

導或保護的目的。. 

7 這一名稱來自希臘神話王子俄狄浦斯的故事。俄狄浦斯違反意願，無意中殺父娶了母親。是指兒子

親母反父的複合情結。它是弗洛伊德主張的一種觀點。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B5%84%E6%9C%AC%E4%B8%BB%E4%B9%8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B5%84%E6%9C%AC%E4%B8%BB%E4%B9%8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B5%84%E6%9C%AC%E4%B8%BB%E4%B9%8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7%A5%E5%BB%A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7%A5%E5%BB%A0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C%BA%E5%99%A8%E5%A4%A7%E5%B7%A5%E4%B8%9A&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B%BB%E8%85%A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A1%8C%E7%82%B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8%8C%E8%85%8A%E7%A5%9E%E8%AF%9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F%84%E7%8B%84%E6%B5%A6%E6%96%A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F%8D%E4%BA%B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83%85%E7%B5%9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A5%BF%E6%A0%BC%E8%92%99%E5%BE%B7%C2%B7%E5%BC%97%E6%B4%9B%E4%BC%8A%E5%BE%B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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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幻相互形塑下所呈現的環境空間，以及在電影《駭客任務》中，討論

數位化環境變異下真實與虛幻中的環境空間下意義的感知，以及靈魂的

形體空間狀態。 

期望藉由本論文解析兩部電影中所呈現的環境空間其所展現的數位

化環境變異；並藉由兩部電影主角所呈現的創造轉化過程，對於人類在

面臨數位化環境變異下，所需面對著既真實又虛幻的存在環境，在充滿

了各種空間、符號、影像的幻境能夠了解自身的存在向度，掌握最終的

真實創造人生。 

 

 

1.3研究問題 

 
   1.在電影《楚門的世界》裡所呈現的環境空間，對數位化環境變異截

至目前為止，處在監控系統下對人類的影響為何？如何自處？ 因應方法

有哪些具體方向？ 

   2.在電影《駭客任務》第一集中數位化的虛擬空間下，意義的感知為

何？真實與虛幻如何分別？如何達到自我創造轉化的目的？ 

 

 

1.4研究方法 

 
    關於研究《楚門的世界》與《駭客任務》兩部片的導演所使用的哲

學基礎略有重疊，及相異之處，在此將其分成兩部份，來加以陳列其研

究方法的相關書籍以及作用。 

1.     首先《楚門的世界》運用了法蘭克福學派8，社會哲學家馬庫色9的著

作單向度的人10，以及愛慾與文明11兩部書作為虛假者的存在向度表現。 

                                      
8 法蘭克福學派是以德國法蘭克福大學的社會研究中心為中心的一群社會科學學者、哲學家、文化批

評家所組成的學術社群。被認為是新馬克思主義學派的一支。 

9
 赫伯特·馬爾色，德國哲學家、社會學家和社會理論家，法蘭克褔學派的一員。 

10馬庫色，《單面向的人》，臺北：南方叢書出版社，1967。 

11馬庫色，李亦華譯，《愛慾與文明》，臺北：南方叢書出版社，198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E%B7%E5%9B%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E%B7%E5%9B%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4%BE%E6%9C%83%E7%A7%91%E5%AD%B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6%B0%E9%A6%AC%E5%85%8B%E6%80%9D%E4%B8%BB%E7%BE%A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3%B2%E5%AD%A6%E5%AE%B6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A4%BE%E4%BC%9A%E7%90%86%E8%AE%BA%E5%AE%B6&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3%95%E5%85%B0%E5%85%8B%E8%A4%94%E5%AD%A6%E6%B4%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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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馬庫色對於虛假者的批判，則使用了法蘭克福學派創始人霍克海默12的

批判理論，也就成為本論文的研究方法，其次作者運用了德勒茲13的反伊

底帕斯14這本書，來說明伊底帕斯情結在資本主義15的消費現象，進而結

合德勒茲式的尼采，來重估一切價值；因此德勒茲的著作：尼采與哲學16、

反伊底帕斯以及馬庫色的單面向的人和愛慾與文明，應該列為同位階的

解釋用途。  

    對於《駭客任務》則是柏拉圖哲學，以及基督教哲學和尼采與德勒

茲思想相互做交互對話；首先柏拉圖哲學涉及到的是理想國17與饗宴篇18

這兩篇對話錄，而基督教哲學則以聖奧古斯丁19的上帝之城作為代表，其

餘關於尼采的部份，導演還使用了權力意志20與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21兩

部書裡觀念的結合，反而法蘭克福學派使用上，在電影《駭客任務》中

是比較少見的，批評流行體系或者實物體系並不是《駭客任務》的主要

目標，電影《駭客任務》第一集的重心在於討論什麼才是真實。  

    德勒茲的理論，對於兩部片的作者顯然都佔有極重要的地位；德勒

茲的核心著作：差異與重複或尼采與哲學在兩部好萊屋電影中，都扮演

著重要的方法性和觀念性的台柱地位，所以將上述著作，作為影片中符

號的解析及作為研究方法上的運用，是本論文主要討論的參考作品。 

 

                                      
12 麥克斯·霍克海默， 德國哲學家，法蘭克福學派的創始人之一。 

13吉爾·德勒茲，法國後現代主義哲學家。 

14德勒茲，劉玉宇譯，《反依底帕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2001。 

 
15 資本主義，亦稱自由市場經濟或者自由企業經濟，其特色是私人擁有資本財產，且投資活動是由個

人決策左右，而非由國家所控制，經濟行為則以尋求利潤為目標。 

16德勒茲，劉玉宇譯，《尼采與哲學》，北京，社會科學文獻，2001。 

 
17《理想國》，是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在大約西元前 390年所寫成的作品。 

18《饗宴篇》是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的一篇對話式作品，在前 385 年後不久寫成。它是一段關於對愛

的本質的作品，以演講和對話的形式寫成。 

19 聖奧勒留·奧古斯丁，羅馬帝國末期北非柏柏爾人，早期西方基督教神學家、哲學家。 

20 權力意志，德國哲學家尼采提出的一種哲學概念，作為他用來進行價值判斷的依據。 

21尼采，林建國譯，《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台北：遠流，198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E%B7%E5%9B%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E%B7%E5%9B%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3%95%E8%98%AD%E5%85%8B%E7%A6%8F%E5%AD%B8%E6%B4%B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3%95%E5%9B%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3%95%E5%9B%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7%AA%E7%94%B1%E5%B8%82%E5%A0%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7%AA%E7%94%B1%E5%B8%82%E5%A0%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B3%87%E6%9C%AC%E8%B2%A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8%A9%E6%B6%A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A4%E5%B8%8C%E8%85%8A%E5%93%B2%E5%AD%A6%E5%AE%B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A4%E5%B8%8C%E8%85%8A%E5%93%B2%E5%AD%A6%E5%AE%B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9%8D390%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F%8F%E6%8B%89%E5%9C%9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9%8D385%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84%9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84%9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D%97%E9%A9%AC%E5%B8%9D%E5%9B%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C%97%E9%9D%9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C%97%E9%9D%9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A5%BF%E6%96%B9%E5%9F%BA%E7%9D%A3%E6%95%9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A5%BF%E6%96%B9%E5%9F%BA%E7%9D%A3%E6%95%9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3%B2%E5%AD%A6%E5%AE%B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0%BC%E9%8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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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文獻回顧 

 
    根據台灣博碩士論文加值系統網站進行搜尋並且查詢有關《楚門的

世界》與《駭客任務》電影主題的相關論文結果，如下表： 

表 1： 

論文相關文獻探討與回顧列表 

編號 論文作者及名稱 

1 黃雅欣（2008），偷窺、美學、後現代：以《楚門的世界》和《艾

德私人頻道》為例〉。南華大學美學與藝術管理研究所。 

2 郭禾瑄（2012），論布西亞之擬仿現實：以電影《駭客任務》對其

理論之誤論為例，淡江大學法國語文學系碩士班。 

3 詹豐造（2009），從宗教寓言到通俗動作片：談《駭客任務》字幕

翻譯，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 

4 游信章（2010），《駭客任務》中的階層、虛擬/真實二元性與尋求

自由，中國文化大學英國語文學系。 

5 蔡善閔（2009），《駭客任務》三部曲影像記號之研究，高雄師範

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研究所。 

6 陳玉珊（2008），幻想、快感、陰謀論：《腦界魔法師》、《駭客任

務》與網路文化之精神分析批判，淡江大學英文學系碩士班。 

7 侯守謙（2006），《駭客任務》三部曲：穿越機器世界到真實的荒

漠，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應用媒體藝術研究所。 

8 黃敏雯（2006），後現代神話：閱讀《駭客任務》，國立東華大學

創作與英語文學研究所。 

9 梅璦先（2006），賽博龐克電影中的虛擬真實：以《駭客任務》三

部曲為例，臺北市立教育大學視覺藝術研究所。 

10 梁台仙（2005），鬼魅活猛：退離與重返《白鯨記》、《魔法師》、

與《駭客任務》中再現的人的魅影，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英語學系。 

11 洪立仁 (2013)，電影中的數位哲學隱喻─以《駭客任務》三部曲

為例，南華大學建築與景觀學系環境藝術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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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所舉出所有關碩博士論文對於本篇論文在後續的發展上有著指

引的作用。本論文透過上述論文並且為人的存在，在數位世界中的未來

性的可能加以深度探究和定位，而可以提供作為本研究思維的題材作為

下列引用： 

    1.黃雅欣（2008），偷窺、美學、後現代：以《楚門的世界》和《艾

德私人頻道》為例。南華大學美學與藝術管理研究所。 

    此篇論文對於本論文的貢獻，在於對偷窺的視野以及空間的敘事具

有啟示性的作用，如此便可以進ㄧ步的影射資本主義對於人類慾望的掌

控，就是偷窺行為裡電視及鏡頭對於人所進行的監控行為，這樣的監控

行為在這所屬的空間上使得人無所遁形，也使得真人完全變成客體，更

近一步證明主體死亡將會是毫無疑問的發展，關於偷窺與空間的部分，

本論文吸收相關的要點，將空間觀念的環節將以討論。. 

     2. 郭禾瑄（2012），論布西亞之擬仿現實：以電影《駭客任務》對

其理論之誤論為例，淡江大學法國語文學系碩士班。 

    此篇論文明確的使用了布西亞的符號與真實世界的觀點作論述，此

論文的參考價值，是作者已經將布希亞的擬仿物與擬像中真實世界的相

關倒影關係做詮釋，在本論文將其中相關概念對於《駭客任務》中的真

實與虛幻中意義的感知作相關研究。 

     3. 詹豐造（2009），從宗教寓言到通俗動作片：談《駭客任務》字

幕翻譯，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 

    此篇論文主要討論《駭客任務》的動作片中，翻譯與佛教中識與業

的意涵，然而除此之外對於其他相關哲學能有深度反省，對於本研究的

數位化環境變異下的空間議題具有參考作用，本論文在永恆的輪迴章節

中加以吸收相關論述研究。 

     4.游信章（2010），《駭客任務》中的階層、虛擬/真實二元性與尋

求自由，中國文化大學英國語文學系。 

    此篇論文關於虛擬真實階層與二元性的提示，非常具有將其結構性

呈現的意味，故本論文藉由此論文的呈現來討論《駭客任務》裡面真實

與虛幻，以及虛擬實境的展現，此論文有豐富的貢獻。 

     5.蔡善閔（2009），《駭客任務》三部曲影像記號之研究，高雄師範

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研究所。 

    記號在電影《駭客任務》中所扮演的是一個關鍵的地位，藉由本論

文對記號的研究，解析各種記號在結構與解構中所扮演的角色，並由記

號解析《駭客任務》影片中的符際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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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陳玉珊(2008)，幻想、快感、陰謀論：《腦界魔法師》、《駭客任

務》宇網路文化之精神分析批判，淡江大學英文學系碩士班。 

    本篇的貢獻在於精神分析的批判上市具有解構屬性的也具有空間中

的反應效應之分析故此篇論文僅就精神分析一方面加以參考。 

     7. 侯守謙（2006），《駭客任務》三部曲：穿越機器世界到真實的

荒漠，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應用媒體藝術研究所。 

    此篇論文對於真實與假象之間有深入的探討，並且觸及《駭客任務》

哲學敘事的核心，值得本論文中靈魂的差異與行體空間的章節做相關研

究。 

     8. 黃敏雯（2006），後現代神話：閱讀駭客任務，國立東華大學創

作與英語文學研究所。 

    此篇論文與本研究差距甚遠固不加以討論。 

     9. 梅璦先（2006），賽博龐克電影中的虛擬真實：以《駭客任務》

三部曲為例，臺北市立教育大學視覺藝術研究所。 

    本篇論文與本論文的敘事差距甚遠故存而不論。 

    10. 梁台仙（2005），鬼魅活猛：退離與重返《白鯨記》、《魔法師》、

與《駭客任務》中再現的人的魅影，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英語學系。 

    此篇論文與本論文差距甚遠故不論。 

    11. 洪立仁 (2013)，電影中的數位哲學隱喻─以《駭客任務》三部

曲為例，南華大學建築與景觀學系環境藝術研究所。 

    此篇論文大量的使用東西方哲學意涵，並針對電影《駭客任務》裡

東西方哲學有著精準的解析，本篇論文將吸收電影《駭客任務》第一集

的部份觀點加以吸收發展。 

    針對前述論文比對與本研究相關之議題，排除與本研究之探討議題

無直接相關之文獻後，其中實際上較具有可以提供作為本研究參考引用

效果的有下列二篇： 

 1.詹豐造（2009），從宗教寓言到通俗動作片：談《駭客任務》字幕

翻譯，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此篇論文主要討論《駭客任務》

的動作片翻譯與佛教中識與業的意涵，對電影當中部分佛學上的解析與

內容的精確度有所助益，因此有佛學宗教思考上的激發，人的精神與意

識進入網絡的模擬虛實，是個互動的模式，在虛擬實境的遭遇，同樣會

反映在意識的覺受，就算是死亡，意識同樣也會認同。這好比東方的存

在主義的參與和認同以及，而此篇論文中所提到的識與業的意涵正好對

比到《楚門的世界》中所預先設計好的演員角色、性格屬性；以及《駭

客任務》中虛擬實境中數位訊號所虛擬人物，種種的意向顯示出兩部電

影中的主角正處於東方的基本信念輪迴，或是德勒茲的差異與重複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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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洪立仁 (2013)，電影中的數位哲學隱喻─以《駭客任務》三部曲

為例，南華大學建築與景觀學系環境藝術研究所。 

 此篇論文藉著透過西方哲學發展史近兩千五百年的相關文獻，精準

的解析出《駭客任務》之數位與哲學意涵，本論文的貢獻正在於精準的

解析出其哲學內涵的根據，以及其在數位世界所要展現的張力的全面圖

像。 

    上述兩篇論文作為本論文的核心價值，主要是兩篇電影論述者能同

時兼顧東西方哲學，基督教哲學和近現代歐陸哲學以及佛學、宗教、英

美的後現代、解構主義，因此作為解析工具有相當的實用度及精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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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監控下的環境變異-電影《楚門的世界》 

2.1監控體系下的真人 

 
  電影《楚門的世界》製作人史考特魯登買下安德魯尼可極具創意的

劇本，交給《證人》一片導演彼得威爾執導，他和主角金凱瑞在影片開

拍前幾個月會面，金凱瑞被導演的熱誠和劇本的創意吸引，而導演彼得

威爾則在金凱瑞身上發現和喜劇傳奇卓別林相同的特質魅力和精力。 

    金凱瑞本人認為這部劇本的主題概念十分具有創意，而且令人能夠

感同身受，讓人不禁捫心自問：「也許我生中的每個人都是在演戲？」

金凱瑞最後說，「這部電影擁有許多層面，並非一般的好萊塢電影。」 

    演員艾德哈里斯飾演《楚門的世界》的幕後黑手克里斯托，他從巨

大的監控室掌控楚門生命中的所有環節，為了節目效果在劇中，克里斯

托在海景鎮架設五千多部隱藏式攝影機，二十四小時不停地捕捉楚門的

一舉一動。哈里斯說：「我不認為我所扮演的角色是邪惡的，基本上克

里斯托從小就把楚門養大，就某種程度來說，克里斯托很關心楚門，不

過克里斯托更關心他的節目《楚門的世界》。 克里斯托很複雜，他必須

同時扮演導演、上帝和父親的角色。」 

《剛果》及《驚悚》等片女主角蘿拉琳妮飾演楚門的妻子梅莉，她在片

中所飾演的女主角，具有過度燦爛樂觀的個性，呈現出一定刻意的虛假

性；對與導演威爾合作的機會蘿拉琳妮感到雀躍三分，在讀過劇本後，

馬上知道《楚門的世界》將是部重要的作品。 

  片中的演員合作無間、表現優秀，他們必須同心協力編織一個天大的

謊言，而在導演一絲不苟、鉅細靡遺的執導下，這部影片有扣人心弦的

劇情，劇中劇的安排和感人肺腑的演出，絕對會觸動每個觀眾的心靈。 

    本片發生的時代，原作將故事設定發生在二十年後的未來，不過導

演以二次大戰前後的風格建構劇棚裡的人造環境，於是工作人員參考當

二次大戰前後時期的報刊，設計每個人物的生活細節，並且和編劇發展

出楚門三十年來的各種經歷。 

    工作人員面對的另一個挑戰則是如何進行拍攝，才能反映片中不同

角度。根據導演表示，基本上所有的電影都是以隱藏攝影機拍攝而成，

因此我們決定用廣角鏡頭和不尋常的攝影角度暗示劇中人物正被隱藏式

攝影機拍攝。我們也會在鏡頭上做一些處理，使得畫面呈現像是透過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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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景物拍攝而成的感覺。許多攝影機都藏在意想不到的也方，例如楚門

的戒指、他太太梅莉戴的項鍊、或是海上的浮筒之類。  

    本片的劇情融合影片和隨身攝影機片段，導演請錄影總監率領第二

組攝影人員，負責用錄影機拍攝楚門的生活片段。全球的觀眾都希望在

電視上看到楚門的一生，因此就必須使用錄影機錄下的片段呈現這一點。 

    楚門所生活的海景鎮是個完美得恍若世外桃源的仙境，其實只是一

個龐大的攝影棚，《楚門的世界》中的人物對這龐大劇場如此的形容著：

「這是除了萬里長城之外，唯一能在外太空肉眼可見的建築物」。 

    導演威爾本來想在洛杉磯片廠搭蓋整個小鎮，不過由於工程過於龐

大，於是在佛里達州找到一個經過精心設計的社區，叫做海濱鎮，於是

就用來作為片中主角楚門班柏的家鄉。 

    打從出生時開始，楚門就成為史上播映最久、最受歡迎的記錄片式

的肥皂劇《楚門秀》的主角，而主角所居住的理想小鎮海景鎮居然是一

個龐大的攝影棚，而在他的人生中無論是親朋好友，以及每天接觸的人

全都是安排好的職業演員；楚門的生命中的一舉一動分分秒秒都毫無掩

飾的曝露在隱藏在各處的攝影鏡頭面前。 

在電影《楚門的世界》中，全球上億觀眾就在主角不自覺的情況下，沉

迷在偷窺的慾望中，注視著他日常生活的一舉一動，主角楚門班伯下意

識覺得自己一直受到嚴密的監視，在劇情的巧妙安排下，藉由一部探照

燈的掉落，漸漸得知自己確實是存活在被設計好的監控體系下，並在劇

情的發展中，逐漸發現自己人生的虛假性。 

    在經過三十年的渾噩生活後，主角楚門終於察覺到日常生活上的異

相，發現自己的人生就像是活在一團謎團中後，他決定要不計代價地逃

離海景鎮，拋棄自己人生所熟悉的一切追尋真理，為了逃離這設計好的

攝影棚，楚門所必須面對的是《楚門的世界》創始人、製作人和導演克

里斯托，楚門必須逃離自身被伊底帕斯所嚴密結構的種種監視，克服內

心最大的恐懼，突破藩籬，獲得自由。 

    電影《楚門的世界》裡呈現了一個無庸置疑的中心思想，即人是一

種求真的動物，人活著就是要求真，真是引導我們往前邁進的一個動力，

人如果不求真，那活著與不活著並無太大的差別；因為求真，就會感覺

到探索的部分要能夠持續下去，這是人性中的一部份，因為我們對於真

有這種強烈的慾望，而這種慾望也構成知識的發掘，《楚門的世界》英文

名稱稱為《The Truman Show》用於意義上的翻譯是真人演出，既然是真

人演出，人就必須是真實呈現的；楚門這是中文的翻譯，在英文用的是

True Man也就是真人；然而楚門卻是從出生就被設計好住在絕對虛假的

世界，這個絕對虛假的世界不只是天空、海洋，連父親母親及周邊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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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一物、過往的記憶，所有的互動全部是虛假的，顯然導演有著與尼采

重估一切價值的氣魄與力量。《楚門的世界》中扮演著上帝角色的製作人

有著經典的一段話：「如果楚門真的有能耐及決心，他就能脫離這個設計

好的虛假世界 」。 

    然而在楚門決心脫離的過程裡，導演克里斯托運用攝影棚裡的所有

資源來阻擾楚門追求自我的行動，這就說明了當人要脫離這虛假的的世

界時，需要具有超人的意志，就好比尼采的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22裡的超

人。 

    這部份就說明導演所打算呈現的思維已經進入了後現代哲學，以及

解構主義23的最深處；希望藉由楚門的演出，來說明知識以及肉眼所呈現

的虛假性，反而劇中只有和男主角相處一晚的女主角，深藏在楚門心中

的真愛才是唯一的真實；但真實究竟是什麼？What is true？ 

電影《楚門的世界》並不止於對於客觀的現象界的顛覆以及對於知

識假象的批判，更對數位化的環境變異下人類所屬的環境空間，更近一

步的訴說著社會關係的虛假性和現實性。 

    人類所生存的空間，許多的訊息正被資本主義所架構下的社會結構

牢牢的監控著；一切聽命於導演、廣告商以及資本主義的主導者，這正

好敘述了目前台灣各家電視台所呈現的實況，為了收視率及廣告費無所

不用其極的捏造事實；而觀眾所看到的電視只是一幕幕的真人演出，除

了角色由真人扮演外其他都是虛假的，因此在布希亞24所說的物質體系的

世界裡，或是羅蘭巴特25所說的流行體系裡，還有什麼是真實的呢？難道

真的是如同《楚門的世界》中所顯現的超人般的勇氣以及記憶中擁有的

真愛才是唯一的真實嗎？ 

 

 

 

                                      
22 《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是德國哲學家尼采假託古波斯祆教創始人查拉圖斯特拉之口於 1885 年

寫作完成的書，是哲學史上最著名的哲學書籍之一，被譽為超人的聖經。 

23 解構主義是一個由法國後結構主義哲學家德希達所創立的批評學派。德希達提出了一種他稱之為解

構閱讀西方哲學的方法。 

24 尚·布希亞，生於理姆斯，歿於巴黎，法國社會學家及哲學家。 

25 羅蘭·巴特，法國文學批評家、文學家、社會學家、哲學家和符號學家。其許多著作對於後現代主

義思想發展有很大影響，其影響包括結構主義、符號學、存在主義、馬克斯主義與後結構主義。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E%B7%E5%9C%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E%B7%E5%9C%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0%BC%E9%87%8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A4%E6%B3%A2%E6%96%A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A4%E6%B3%A2%E6%96%A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F%A5%E6%8B%89%E5%9C%96%E6%96%AF%E7%89%B9%E6%8B%89
http://zh.wikipedia.org/wiki/1885%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1885%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3%B2%E5%AD%B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E%8C%E7%B5%90%E6%A7%8B%E4%B8%BB%E7%BE%A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E%8C%E7%B5%90%E6%A7%8B%E4%B8%BB%E7%BE%A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E%B7%E5%B8%8C%E9%81%9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3%B2%E5%AD%B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0%86%E5%A7%86%E6%96%A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7%B4%E9%BB%8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3%95%E5%9C%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3%95%E5%9B%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3%95%E5%9B%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89%B9%E8%AF%84%E5%AE%B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4%BE%E6%9C%83%E5%AD%B8%E5%AE%B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3%B2%E5%AD%A6%E5%AE%B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C%A6%E5%8F%B7%E5%AD%A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E%8C%E7%8F%BE%E4%BB%A3%E4%B8%BB%E7%BE%A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E%8C%E7%8F%BE%E4%BB%A3%E4%B8%BB%E7%BE%A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5%90%E6%A7%8B%E4%B8%BB%E7%BE%A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C%A6%E8%99%9F%E5%AD%B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D%98%E5%9C%A8%E4%B8%BB%E7%BE%A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6%AC%E5%85%8B%E6%96%AF%E4%B8%BB%E7%BE%A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E%8C%E7%B5%90%E6%A7%8B%E4%B8%BB%E7%BE%A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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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楚門的世界》裡也呈現了傅柯26所說的：「主體已經死亡了」的概念。

即使是連見面時可能會說出的台詞，即便是兩人即興的演出，都必須遵

照導演上帝般的預測，精簡的說出每一個字；換句話說即便是真人演出，

在演出當中，即便是所說出的即興台詞也都是虛假的，這也正影射著當

前的環境空間，正被意識形態的語言所支配著，處在數位化環境變異下

的人類，是被意識形態的語言所支配的客體，每一個人的存在只是資本

主義生產線下的一部分載體罷了，而結構主義27式的碉堡在各個空間裡，

早已經佔領了各個空間的主體！《楚門的世界》裡雖然批判所有結構堡

壘的影像，但是並沒有完成解構的任務，這個工作的完成，適巧在《駭

客任務》第一集中給了完整的答案，主角從電腦駭客的凡人身分，轉化

為救世主只需要一個非常簡單的反轉過程，這說明著解構的力量如果方

法正確，可以迅速擊敗結構力量。 

這樣的反轉敘事，可以舉二零一三年白杉軍28為例，以國防部實力堅

強的既有結構，任誰也想不到僅由一個本土的網路小說家，以及知名小

說的翻譯者、網路的愛用人士所發起的白杉軍運動，會擊敗擁有世界名

校博士學歷的官員，這正是結構與解構的關係、正是《駭客任務》裡所

呈現的重要啟示，因此就電影《駭客任務》裡所呈現的哲學與空間符號

加已解析則，顯然就有辦法得到精確的結構策略和方法，更近一步的說，

對於資本主義對世界的結構，人類將不再無路可逃或束手無策，可以真

正用雙手創造屬於自己的人生，突破資本主義的重重束縛，成為真正的

真人。 

 

 

 

 

 

 

 

                                      
26 米歇爾·傅柯，法國哲學家和思想系統的歷史學家。 

27 結構主義是二十世紀下半最常使用來分析語言、文化與社會的研究方法之一。 

28 白衫軍運動，是臺灣 2013 年洪仲丘事件發生後引爆的社會運動，由公民 1985行動聯盟發起，可分

為兩次遊行活動，第一次為 2013 年 7 月 20 日的「公民教召」遊行，第二次為 2013 年 8 月 3 日的萬

人送仲丘晚會。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3%B2%E5%AD%A6%E5%AE%B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A%8C%E5%8D%81%E4%B8%96%E7%B4%8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AA%9E%E8%A8%8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6%87%E5%8C%9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4%BE%E6%9C%8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7%81%A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7%81%A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4%AA%E4%BB%B2%E4%B8%98%E4%BA%8B%E4%BB%B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4%BE%E6%9C%83%E9%81%8B%E5%8B%95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AC%E6%B0%911985%E8%A1%8C%E5%8B%95%E8%81%AF%E7%9B%9F
http://zh.wikipedia.org/wiki/2013%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2013%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2013%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2013%E5%B9%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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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監控的環境空間 
 

    自從漢朝初年，與西方交流以來，透過近兩千年的東西交流歷史，

再加上西方人所自創的監控技術融合之下，到了十八世紀西方的監控技

術也達到了高峰，在博科的監獄的誕生這本書裡面就說明了這種技術如

何達到高峰，並使人們徹底的失去自由，而監控的環境空間，在東方的

中國至少可以起源於戰國時代，包括其中的互相交換人質，而人質被各

種訓練有素的人員和建築設施所嚴密看守著，這種監控的空間化一直發

展到康熙時代，成為無以附加的特務系統監控，尤其期間又經過了明朝

的東廠錦衣衛的監控時代，在這將近兩千年的發展史裡面，人為的監控

技術，和監控中空間的設施、設備已經達到了最高峰，即使是內閣的重

要大臣也被皇上的特務系統所監控著。  

    然而人類社會的各種監控卻沒有因為民主和自由體制的到來而停止

發展，反而因為數位化的環境變異反而更加變本加厲的向前挺進，並使

有形無形的監控型態更加多變，最著名的方式當然是毛澤東的人民公社29

以及文化大革命的時代監控，以及希特勒針對猶太人所發明的集中營，

即便到了民國時代，日前立法院長遭到監聽的新聞事件，也說明著當權

者的監控無所不用其極。 

    為了監控直到一九九零年間，中國的九成以上公共廁所依舊是沒有

門的，那是一個完全拒絕身體擁有私密空間的環境，這就徹底的使得人

的身體空間和恥辱以及尊嚴等各項德性完全斷裂，透過空間的監視成為

最鋒利的利刃，切入各項核心，這種深度的利刃在東方的中國所指向的

角落，深度的達到每一個村落和鄰里之中的交互監視著。 

    到了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時期，原本期待著中國應該有所改進，中國

的廁所經過了十餘年，到了二零一零年後才有至少百分之二十的都市型

大學裏，廁所才有了門，私密空間以及身體的自主性才漸漸受到重視。 

    然而崛起的數位監控也進入了中國、進入了世界，這也使得全世界

至少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再次更深入的進入被監控的領域，此次的

監控更甚於以往的身體上的監控，並且深入到任何抽象符號、通訊內容

以及任何貨幣的帳戶收藏，只要透過雲端透過監視視訊鏡頭，除了大腦

裡的觀念外，監控的天網確實變的更難逃脫。 

  《楚門的世界》裡面一開始就暗示了每個人都是楚門，而在《楚門的

世界》電影裡所呈現的環境空間是形成一種密閉性的結構，表面上看似

                                      
29 人民公社在社會主義國家為過往的社會制度，在中國大陸屬於一種政社合一組織，分為農村人民公

社和城市人民公社，而以前者最為著名。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4%BE%E4%BC%9A%E4%B8%BB%E4%B9%8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4%BE%E4%BC%9A%E4%B8%BB%E4%B9%8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B%BD%E5%A4%A7%E9%99%86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4%BF%E7%A4%BE%E5%90%88%E4%B8%80&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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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開放性的場域，實際上是密閉性的由五千架攝影機的攝影棚。 

    現今不論國內外流行的真人秀風潮，這類型節目都呈現了觀眾對真

實的觀看慾望以及觀看關係，真人秀節目以監控的方式來見證人性與主

角臨場反應的真實；透過日漸普及的手機錄影及即時上網，當今的環境

空間嚴然形成了更加新興龐大的監控系統，也更輕易的滿足每一個人的

堅控及觀看監控的欲望，電影《楚門的世界》特別批判監視系統對私領

域的干預情形，而且討論範圍從開放的鏡頭到個人絕對的私領域，比如

在劇中楚門的出走，導演不惜加高浪潮，提高危險來阻止楚門做出破壞

監控體制的行為，使楚門深陷險境也在所不惜的手段，這段劇情對於監

視系統在商業領域中的使用行為，其道德的界線非常值得探討；劇中有

一句名言：「楚門可以在鏡頭前生，也可以在鏡頭前死！」 

  這段對白控訴著資本主義對於人的消費已經達到毫無人性的地步，

換言之西方電影對於資本主義對於人類全民監控的命運反省早在一九九

八年《楚門的世界》電影發佈時已經達到了極高鋒。 

劇中楚門的太太也以生小孩需要解決房屋貸款、車貸等結構壓力來

使楚門無法離開，意圖將楚門拘禁在資本主義的監控系統中，毫無疑問

的這時楚門所代表的正是我們每一位生活在資本主義下活生生的被各種

消費行為所監控的人，正都被監視系統、消費體系及情感結構所團團圍

住，也就是說消費和資本主義背後的監控行為結構，會將人類身邊的環

境空間甚至是情感結構百分百的監控住。 

 

 

2.3資本主義所呈現的商業行為 

 
    電影《楚門的世界》裡存在著無所不在的商業生活世界，劇中所播

出的劇中劇《楚門秀》節目是沒有廣告的，所有的商業廣告都已經深入

到我們的日常生活裡面，以置入性行銷30的方式由劇中角色所來銷售日常

生活使用的各種用品。 

    然而僅僅透過所有觀眾觀看《楚門秀》所衍生出來的利潤，就足以

應付《楚門秀》整個劇組及演員系統的龐大支出，這當中意味著單是透

過觀眾的觀看，及廣告商的交互關係就足以支應一個完全虛假世界的所

有開銷，使這樣的劇組運作成嚴然像獨立的世界一樣。 

                                      
30
置入性行銷，或稱為產品置入，是指刻意將行銷事物以巧妙的手法置入既存媒體，以期藉由既存媒

體的曝光率來達成廣告效果。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A%92%E9%AB%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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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批判正是訴說在數位化環境變異的結構中，環境空間已經牢牢秘

密的將商業行為結構化、秘密化了，將人封進了一個永恆的商業系統之

中，這個系統也深入的進入到人的情感裡面去，例如楚門的好友來探望

他時帶了半打的啤酒，並告訴楚門：「這才是真正的啤酒。」，啤酒的牌

子立刻呈現在觀眾面前。 

    至於楚門的太太和他在對談時所擺出的不自然的優雅姿勢，導致楚

門不襟問：「你在跟誰說話？」；這是句相當關鍵性的哲學語言，到底主

體是資本主義的世界裏被商品說話？被廣告商說話？ 被資本家說話？

而沒有由自己的自我意識來說話。 

    當前的環境空間正是被各種品牌的消費符號所結構住，關鍵的是資

本家在廣告商及監視系統的搭配下，嚴密的支配著、干擾著我們的生活，

於是商業行為就成了無所不在無孔不入的發展，而活在這些資本主義環

境空間下被商品化的人，活生生的成為了生活上的表演者，乃至於藝術

工作者及電影工作者，其實都正在這樣的系統中被結構監控下的發展著。 

    數位化環境變異下所轉變的，不單單只是個被商品符號所消費的環

境空間，並且是個被資本主義所監控的消費體系；在東、西德統一之前，

東德人民的生活環境有如電影《楚門的世界》裡所呈現的監控體系，當

時東德找來八萬多名以上的秘密警察31，監控約ㄧ千六百萬人民的一舉一

動，這些秘密警察潛伏在民間，有的家人彼此監視，有的是雇主、員工

相互監控猜忌，難以想像的極權體制，形成一種高度恐怖及心理壓力的

環境空間，即使距離現在二十年，還是令人不寒而慄，這是一種國家式

的恐怖主義，當你週遭的人，都可能是政府派來臥底查探的秘密警察，

除了會當街干擾媒體拍攝，東德秘密警察更嚴密監控，全國人民的一舉

一動，電視牆上播放的，正是德國版的《楚門的世界》。 

當年用來監控人民的監視器，精細程度讓人嘆為觀止，領帶、風衣

鈕扣都能藏下迷你攝影機、竊聽的麥克風，全裝在想像不到的地方，隨

著柏林圍牆32倒塌，東、西德成為歷史名詞，但秘密警察的邪惡過往，及

無所不在的監控行為卻在德國民眾心中，留下抹不掉的烙印。 

 

 

                                      
31秘密警察亦稱政治警察，在威權主義的國家，秘密警察常作為國家級恐怖主義的行使人，監控人民

思想、秘密未經審判處刑及刑求犯下許多反人性罪行。有顯著秘密警察活動的國家，常被稱為警察國

家。 

32 柏林圍牆是德國分裂期間東德政府環繞西柏林邊境修築的邊防系統，以將其與東德領土分割開來。

柏林圍牆始建於 1961年 8月 13 日。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8%81%E6%9D%83%E4%B8%BB%E4%B9%8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AD%A6%E5%AF%9F%E5%9B%BD%E5%AE%B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AD%A6%E5%AF%9F%E5%9B%BD%E5%AE%B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9C%E5%BE%B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A5%BF%E6%9F%8F%E6%9E%97
http://zh.wikipedia.org/wiki/1961%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1961%E5%B9%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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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功利主義 

 
    既然《楚門的世界》裡所敘述的真實是透過觀看的過程的置入性行

銷所衍生的利益價值，那麼是否最多數人的最大幸福就可以決定ㄧ切？

換言之道德也就變成可以以利益計算的考量事項，資本主義的價值觀念

告訴我們，只有金錢是神聖的，其他都沒有什麼價值，為了金錢，什麼

東西都可以犧牲的。 

    中世紀的基督宗教所造成的社會現象；在當時各種犯罪行為都有著

對價關係，而由天主教所設立的宗教裁判所33權力如日中天，由教會形成

的勢力可以對人民定罪，再由其所發行的贖罪卷34對著每種罪行訂定了一

定的價碼，罪行越深重價碼越高，只要透過繳費，人人都可以得到赦免

的畸形宗教文化，席捲了整個歐洲，而在當時人們的雙眼嚴然就是一架

架的攝影機，嚴密的監控著彼此，其數量之龐大及對於人類的行為及心

靈掌控相較於《楚門的世界》更是遠遠的有過之而無不及，環境面臨一

種奇異的道德危機，因為人們不再有任何神聖的觀念，道德的定義在《楚

門的世界》裡受到了質疑，道德是否僅僅只是人數多寡與成本效益評估

而已? 

    邊沁35的功利主義36主要觀點很簡單，道德的最高原則就是幸福的最

大化，就是所追求的快樂總和扣除其所產生的痛苦的最大總和，凡是能

把功利最大化的，就當屬正確的，所以在資本主義化下的一般民眾期待，

政府的作為及道德標準就應該符合功利主義的哲學，以多數人的幸福為

主旨，那麼這不就代表了楚門並沒有選擇及自由的權利，在攝影棚外的

全球觀眾對於觀看《楚門秀》所產生的心理愉快總和，及各式商品因為

《楚門秀》裡的置入性行銷所產生的利益總和，壓倒性的勝過楚門的個

人因素所產生的疑惑、痛苦、失戀、利潤總和，倘若只是僅僅依照功利

主義的原則，楚門在劇情的尾聲便沒有選擇的權力。 

 

                                      
33 宗教裁判所，或稱異端裁判所、異端審判，是在公元 1231 年天主教教宗格里高利九世決意，由多

明我會設立的宗教法庭。此法庭是負責偵查、審判和裁決天主教會認為是異端的法庭，曾監禁和處死

異見分子。 

34 贖罪券，其正式名稱為大赦。中世紀晚期的贖罪券更準確的定義應是以金錢購得的大赦證明書。 

35 傑里米·邊沁，英國哲學家、法學和社會改革家。他是最早支持功利主義和動物權利的人之一。 

36功利主義，提倡追求最大幸福，認為實用即至善的理論，相信決定行為適當與否的標準在於其結果

的實用程度。主要哲學家有傑瑞米·邊沁、約翰·斯圖爾特·密爾等。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A9%E4%B8%BB%E6%95%9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A9%E4%B8%BB%E6%95%9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1%8D%E6%88%91%E7%95%A5%E4%B9%9D%E4%B8%9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9A%E6%98%8E%E6%88%91%E6%9C%8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9A%E6%98%8E%E6%88%91%E6%9C%8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3%95%E5%BA%A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5%B0%E7%AB%A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B%B1%E5%9B%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B%B1%E5%9B%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3%95%E5%AD%A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A%9F%E5%88%A9%E4%B8%BB%E4%B9%8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A%A8%E7%89%A9%E6%9D%83%E5%88%A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2%91%E7%91%9E%E7%B1%B3%C2%B7%E9%82%8A%E6%B2%8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A%A6%E7%BF%B0%C2%B7%E6%96%AF%E5%9B%BE%E5%B0%94%E7%89%B9%C2%B7%E5%AF%86%E5%B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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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作人所代表的功利主義化身，合理化了偷窺的行為，克里斯托認

為由五千架攝影機所加以監控下的楚門，其所帶來的效益及結果能滿足

大多數觀眾的慾望，讓大多數的人快樂，製作人更應該符合大眾的期待，

不擇手段的將楚門留在攝影棚裡面，繼續的創造利益、創造收視者的幸

福感，資本主義中利益才是道德的最高標準。 

    與其說楚門是個人，不如說是製作人所認養的寵物更為實在，從楚

門出生的那ㄧ刻起他就成了製作人及商品企業的認養品，他所使用的物

品全部變成了置入性行銷的標的物，這恰巧說明了我們的世界是如何的

被廣告所滲透，制約影響了我們的思想以及行為能力。楚門不是演員而

是囚犯! 

    由表面上來看無庸置疑的功利主義所主張的似乎是對的，但就在觀

看《楚門的世界》後，相信人們都可以捫心自問：假設你是楚門，你是

否會推開那扇門，走入未知的世界，邁向真實？這個選擇並不像表面上

所見的如此單純，不但要突破內部心理的伊底帕斯情結更要剪破外部的

功利主義所交互編成的綿密天網。 

  假如你是楚門，你是否會推開那扇門?這樣的發想在每個世代會有不

同的答案!而功利主義所遭受到質疑及批判肯定是來自自由主義的抬頭。 

  康德37自由主義： 

人類不應該被當作造福他人的工具，如此便是侵犯基本的自我擁

有權。我命我力我身歸我有，且只歸我ㄧ人所有，其處置不應看

社會整體高興。38 

 

    康德為楚門做了最佳的詮釋，楚門最後離開由製作人為他設立的攝

影棚，劇中的觀眾無不鼓掌叫好、歡欣鼓舞，這是康德自由主義人權的

勝利，觀眾在楚門離開攝影棚後，觀眾先是茫然的失落，但又立刻舉起

遙控器轉項別台，功利主義所標榜及嚴密計算的苦與樂，原來如此輕易

的就被取代。電影《楚門的世界》裡數位化環境變義所產生的一切虛假

性在此被擊潰。 

 

                                      
37 伊曼努爾·康德，德國古典哲學創始人，其學說深刻地影響了此後的哲學，開啟了德國唯心主義和

康德主義。 

38康德，《歷史理性批判文集》，北京，商務，199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E%B7%E5%9B%BD%E5%8F%A4%E5%85%B8%E5%93%B2%E5%AD%A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3%B2%E5%AD%B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E%B7%E5%9B%BD%E5%94%AF%E5%BF%83%E4%B8%BB%E4%B9%89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BA%B7%E5%BE%B7%E4%B8%BB%E7%BE%A9&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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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永恆的輪迴 
 

  《楚門的世界》編劇與導演看出了所有環境空間裡結構的運轉，都是

在德勒茲的差異與重複之間，所以透過一開始的打招呼方式：good 

morning、good afternoon and good evening，由楚門日覆一日的這樣

說，來作為陳述，直到楚門發現有反覆的東西不斷地在身邊圍繞，這才

慢慢的察覺到自身所處的環境空間的虛假這也暗示著當前數位化環境變

異空間裡，存在著許多反覆的結構在圍繞著，並且是不具有意識的重複，

如果把這種重複視為一種消費系統，不難發現事務的重複可以是無意識

的，也可以是沒有被賦予觀念的差異，是一種行為上無意識的重複循環。 

    永恆的輪迴在哲學上首先是在佛教的體系裡，其次是在尼采的哲學

架構裡，而知名的得獎影片中主要是在電影《楚門的世界》，而此一觀念

在東西方都有主要論述支持者，電影和話劇的表現則在二十世紀裡，已

經表現的入木三分，到了符號消費的時代以及被符號消費的時代裡，人

類是否存在於被符號消費的永恆輪迴遊戲呢？ 

    這種遊戲在電影《楚門的世界 》裡表露無疑，經過幾十年來不難發

現選美比賽的美女總是如此的似曾相似，連回答也是如此的制式化，世

間就如花開花落般的永恆輪迴，這樣的花開花落的重複，就像進入了各

種消費市場裡，此起彼落來來往往的消費行為，留下的是一張張人和符

號的交互消費的照片而已。 

    而對於消費的品牌世界以及符號之間的關係，也可以很輕易的從各

大賣場來來往往的輸送、丟棄的行為中看做是一群一群的燕子反覆的盲

目飛翔，這種無可奈何的永恆輪迴，令人恨不得化身為綠巨人浩克，盡

情的砸毀這資本主義架構好的結構體系。 

    若要學習像楚門一樣突破困境，成為真人邁向自由主義的懷抱，那

麼重複就不僅僅只能是單純的重複，必須是可以從其中體驗出創意的邏

輯，電影裡的表現方式是：讓楚門從每天購買的雜誌上的模特兒取下眼、

耳、口、鼻，試圖去拼湊出心中愛人的形象，這便是在重複中尋找差異

的ㄧ種行為表現，雖然在資本主義的結構下，所處的環境空間已經被大

量的形而下的事務，和大量的複製結構所包圍住，但透過自由意志一樣

可以具備有形而上的超人意志及創造差異的能耐。 

    而這種反覆的周而復始在尼采的哲學裡也有討論到所謂的永恆的輪

迴，換而言之，楚門處在差異與重複的世界裡面，他的確體現了德勒茲

的創造的精神，如果我們放棄了創造的精神而成為被商品消費的人，那

我們就只有單純的重複而不具有差異的能力，並且放棄了成為 True 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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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楚門的世界》導演最後打開了所有攝影棚內的燈光，將黑夜變白天，

在所有的燈光下尋找著楚門，換言之真人沒有辦法存在劇棚裡，所有存

活著繼續扮演的都是假人，這個是一個相當諷刺的情節，導演甚至安排

了父親的聲音、母親的呼喚、以及妻子的呼喊，這些情節都喚不回了主

角楚門，表示監控體系對於心靈已經超越了各種情結的人來說，這種監

控的有效性便會無限下降。 

    楚門最終逃出了伊底帕斯情結，逃出了情結的自我監控系統，但他

更要逃出那個實體上的空間結構，ㄧ個被攝影棚、鏡頭、及所有觀眾眼

睛監控下的系統；李歐塔的書籍裡面有本漂流的思想，楚門最後索性將

自己綁在船上在大海中飄流，最後楚門漂流到天之涯、海之角終於讓他

找到一絲的出路和導演說再見，換言之漂流對於整個監控體系、伊底帕

斯情結、及資本主義符號的消費，都具有超越的效用，也就是說尼采的

超人哲學，在這產生了絕對性的效果。  

 

 

2.6數位化環境下有形無形的監控 

 
    電影《楚門的世界》預言了當今的社會現象，隨著科技的發達、資

訊的傳遞容易，城市裡的一架架的監視器正有如無形的枷鎖不斷的架構

綑綁我們的生活，一條條光纖電纜將個人的生活型態以驚人速度傳遞，

人類的意識面臨前所未有的轉變，道德的邊界不斷的面臨挑戰的極限， 

    數位化的時代來臨，科技的進步，器材的規格提升，手機上網的便

利性，造成社會型態的轉變，汽車、手機、以及各種監視器材的演進及

林立，造成各種固定式、移動式的以及隨機產生的監視行為正鋪天蓋地

的形成。 

    在《楚門的世界》裡，楚門的生活是活在攝影棚下的虛假，一切的

日常生活都只是經過精心設計的劇本，由臨時演員所搭配的巧妙精湛演

出；只有楚門是真實的過著生活，在無法自覺自己是個處在多重監視系

統下的被觀看者的情況，在劇中有幾項關鍵性的批判，包括楚門從小即

不斷的想要離開攝影組架設好的生活場域，導演不惜以浪潮淹死父親的

橋段對楚門的心理結構做了設置，而楚門的母親也不斷的用這段往事來

勸退楚門想要離開家鄉的意圖，而這段情節便連結上伊底帕斯的弒父情

結及戀母情結，對於楚門這個角色的內心上了無形的伊底帕斯情結上的

監控枷鎖，將他牢牢的閉鎖在海景鎮這個巨大的攝影棚當中。 

    現實的環境空間亦是如此，人類被各種伊底帕斯情結所牢牢的結構

著，在設計好的規格下生活，在親朋好友及社會觀感，社會期待的監視



 
 
 
 
 
 
 
 
 
 
 
 

 

 

20 

系統下，扮演著人生。在這樣的背景條件下所形塑出來的意識形態究竟

是真實或是虛假?或許人人都正扮演著楚門而不自知！ 

    電影的開場有一段啟發式的劇情，就是從攝影棚的天空上掉下一顆

攝影燈，站在路中間的楚門對著攝影燈納悶，一切的劇情就此展開，一

場驚天動地的遽變也隨之而來，ㄧ個意外的發現讓楚門對生命產生新的

思考，看似不起眼的小小思緒卻有石破天驚的效果，楚門產生了新的思

考方式，對於生活產生新的解析，這疑問強力的驅使楚門對生活重新嚴

密的做了檢視，對這一路走來的人生做倒帶式的回顧，不斷的從中找出

不合理的差異與重複，並使用強力意志來對抗自己由虛假生命體驗所生

成的習氣，例如：開車由馬路上跨越湖泊並不是件困難的是，但編劇小

組巧妙的運用楚門父親的溺水死亡，將楚門的活動範圍成功的縮小侷限

在海景鎮裡，有效的伊底帕斯情結經過巧妙的安排在楚門大腦裡下達了

框架式的指令，不斷的在腦海中自動運行達到限制的目的。 

    這段諷刺的劇情不由的令人反思當今的教育制度及其環境，以及由

家庭及知識授予者的傳達下所接受過的指令、訊息及知識包含了多少的

真實性，還是為了達到限制效果而所經過被精心設計過的監控工具? 

  《楚門的世界》整部電影的出現無疑是為我們丟下了一盞攝影燈、投

下了一顆震撼彈，好好的來檢視解析我們所舊有的認知。電影裡，製作

人身處在 221樓高高在上的高樓裡，只要他下令就可以創造出閃電、下

雨、海浪、颶風等自然天候狀態，以及各種人生型型色色的各種巧合。

這也傳達著當前的大眾傳播媒體所扮演的角色嚴然就是上帝，各種意識

形態可以透過直接、間接的方式來達到有效傳達的目的，歷史上沒有任

何一個時代的資訊普及、訊息傳達效率能比擬現代的發達跟即時，媒體

渲染的能力對於時代發展有絕對性的影響，網路發達以及資訊取得的便

利，對於經典古籍及知識領域帶來了相當大的衝擊，不再有人在乎孔夫

子對徒弟說了什麼教導，但是對八點檔連續劇的犀利對白朗朗上口；沒

人在意生活型態不改變會造成物種消失不見，但每天最提心吊膽的確是

手機沒電。 

    網路綿密網絡，跟觸控式的手機發明，消除簡化了人進入數位虛擬

世界的屏障，智慧型手機的連結網路世界，改變了人類溝通及資訊傳遞

的模式，增加了人與人接觸的機會卻推翻了道德的疆界，人心已經夠複

雜，卻在虛擬的世界裡往往一個人有好幾個角色需要去扮演，真實跟虛

擬的界線變的十分的模糊，在數位化的環境變異下，環境充滿的是盡是

虛擬的假象，進入虛擬的世界有如吸毒幻覺般的麻痺跟真實，在這裡你

所能扮演的也是上帝，面對取之不盡的資訊，取而代之的便利，資訊取

得的及時，遠端監控的操控慾，在 4.5吋的手機螢幕上一一的轉化為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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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更甚者聊天系統由純文字的傳輸表達，更加進化的演變為圖形介面

系統，雙方資訊溝通上的即時訊息傳遞，除了文字敘述更加入了表情符

號的使用，數位訊號替代了情感產生的即時，虛擬的表情符號卻取代了

真實，情感的表達就在手機觸摸螢幕送出表情符號時的當下立刻獲得了

滿足，漸漸的，是否我們會就此遺忘了該如何表達情感，忘了微笑時嘴

角上揚的角度，忘了傷心時眼淚會流過的位置，而將人生變的麻木。 

    電影裡經典的一幕是製作人望著熟睡中的楚門，輕撫螢幕上楚門的

臉，流露出作為父親才有的關愛眼神；這一幕讓扮演導演的哈里斯入圍

奧斯卡獎，這樣的描述隨然只有短短的幾秒時間，卻流露出對楚門的期

望、驕傲、與疼惜，也對真實世界做了批判，這段劇情的設計隱喻出父

權的展現，父親的期待牢牢的架構出龐大的虛擬世界，忽略漠視了楚門

內心的真實，為了滿足觀看者的期待更做出修改劇本的霸權展現，娓娓

道出成長的阻礙大多數來自於父母的期待，伊底帕斯情結的結界監控在

現實生活中活生生的真實存在，伊底帕斯情結也就是拭父情結，打從獵

人採集時代便困擾著每一個活生生的家庭成員中的成長男子，當一個男

孩要茁壯為大人的過程中，往往需要通過冒險成為英雄，並不是指每個

男孩都ㄧ定要透過拭父的過程，然而在男系社會中，要求男孩成為家庭

中的英雄角色，過程裡也蘊含著要取代掉老英雄地位的事實，某種程度

上就是殺掉老英雄的角色，這是真正伊底帕斯情結普遍存在的符號意

義！難道作為一個社會上的人，在角色上ㄧ定被命定為觀賞的角色嗎？

例如男人負責賺錢，女人負責打掃家庭，男人負責付錢女生負責提醒，

於是《楚門的世界》在監控的體系裡，也一樣由上帝也就是劇中的導演

安排了一場殺父的意外出現的劇情場景，來阻止身為小男孩的楚門，當

楚門終於長大需要到更遠的地方看看這世界，終究被導演用巨風浪殺死

楚門的父親這段往事所勸退，如此監控了劇中的楚門二十年，使得想要

遠行或是離開原使生活結構的想法活生生的被淹滅，被伊底帕斯情結拖

行著、監控著。 

    伊底帕斯情結並不是主動產生的，而是社會結構所逼出來的必然效

應，是社會上對男子有所英雄期待的價值觀，而每個家庭的舊英雄其實

是在他者的期待中生產出來的，也就是說這個必然效應就構成了無可脫

逃的命運環節，或者是長期揮之不去的陰霾，所以在一連串社會價值或

是家庭結構所既定埋伏的符號與價值鎖鏈中，情緒與反應就受到這些價

值的控制，而無從選擇，這便是伊底帕斯情結監控的一個重要部分，在

這個部份可以稱為是透過價值系統所產生的無形監控，而這無形的監控

遠比那五千台攝影機的有形監控更來的有形強大，人之所以走不出這些

監控體系，而真正自由的活著並不只在於那五千台攝影機的監控，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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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是死的人卻是活著的，只要仔細的研究攝影機的結構必然是可以逃出

監控，況且要找出攝影機的死角確實十分容易，然而無形的監控和鎖鏈

就不如此容易擺脫了，要擺脫伊底帕斯情結，如同擺脫幾千年來的家庭

結構的角色定位習慣的困難，這種困難度相對於看待同性戀被社會的界

定和接受，可以說是一脈相承的艱難議題。 

    而無形的伊底帕斯情結的監控效果比攝影機來的更加的巨大有效、

長久甚至沒有片刻的喘息空間，但是終究伊底帕斯情結無法真的擋住每

個男人以及家庭中的英雄所散發的雄性激素，只要是個男人依舊會想要

到更遠的地方拓荒，或是尋找真愛，於是導演把伊底帕斯情結做了二次

的修改及使用，那就是讓楚門兒時記憶中的父親在老年時出現，以失億

者的姿態重新回來，看看此次的二次使用是否可以有效再次的拘禁楚門

相當一段長的時間，不過在心理學上是一旦一種情結療癒後便具有抵抗

力了，楚門再次見到他的父親，感動之餘之後，沒多久完全走出了伊底

帕斯情結，導演無意間間接抹除了楚門的伊底帕斯陰影的被監控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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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數位環境下的真實與虛幻-電影《駭客任務》 

3.1數與世界空間的實況 

 
    電影《駭客任務》原文《The Matrix》除了有矩陣意思外，在科技

術語中也代表網路以及虛擬實境等，早期更有子宮、母體等含義。 

    Matrix這一名詞有兩個不同的意義，電影的名稱就清楚表明電影中

對於人類存在感的認知以及現代科技所產生的衝突、複雜、對立與矛盾？ 

    俗語說眼見為憑，透過雙眼以及感官所感知的事物是否就是真實？

然而當我們看見一朵玫瑰花時，其實是花朵反射太陽光譜中的紅色，進

入眼睛刺激視網膜再轉為電子訊號，再送入大腦解讀的結果進而呈現花

的形象；但如果以他種方式，透過身體感官，將外在刺激直接轉為電子

訊號，再由人腦解讀處理的判讀過程，假設將刺激來源改為電腦，由電

腦直接製造電子訊號，跳過感官的感知，直接刺激人腦產生實境，同樣

是輸入訊號，只是來源不同，算不算真實？ 

    電影《駭客任務裡將》用數定義為這個世界的真實，這當然是延伸

至柏拉圖39的理型世界，柏拉圖認為理型世界才是這世界的真實，這樣的

真實在印度的數論派包含中國的數術學派都有這樣的說法，認為整個世

界是由數所結構支配著，數才是最終的決定者，空間的終極實況也是被

數控制著，在《駭客任務》電影中也不斷的使用電腦螢幕中流動的數碼

來表示世界的圖像，這正是一種暗示及信仰說明。 

    而數是否構成這世界的組成，我們進一步的加以引述中國的天干地

支及五行八卦窺探出一些輪廓，簡化的表現方式便是 0與 1二元對立的

方式來表現，恰恰與八卦的陰陽爻相似。 

    而使用這種二元對立的方式，來表現出數位體系，嘗試使用數來表

現這個世界的慾望卻是確定的，《駭客任務裡》的環境空間，正是對於使

用數來描述世界的慾望展現，至於數位時代的到來，對於以數來描述世

界的方式有著前所未有的突破性發展，並且取得了重要的地位，如果從

數位的世界來看待世界的真實性與數的關係不難發現，以數來描述世界

的實況實在不無道理，而此項論述是否僅限於數位的空間存在，或是在

                                      
39 柏拉圖是著名的古希臘哲學家，他寫下了許多哲學的對話錄，並且在雅典創辦了著名的學院。柏拉

圖是蘇格拉底的學生，也是亞里士多德的老師，他們三人被廣泛認為是西方哲學的奠基者。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A4%E5%B8%8C%E8%85%8A%E5%93%B2%E5%AD%A6%E5%AE%B6%E5%88%97%E8%A1%A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B%85%E5%85%B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F%8F%E6%8B%89%E5%9B%BE%E5%AD%A6%E9%99%A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B%8F%E6%A0%BC%E6%8B%89%E5%BA%95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A%9A%E9%87%8C%E5%A3%AB%E5%A4%9A%E5%BE%B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A5%BF%E6%96%B9%E5%93%B2%E5%AD%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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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度的空間中也可以存在呢？且看古老中國以天干地支40、八卦五行41、

梅花易數42的方式來描述人在空間中的運動行為，都是脫離不開數，甚至

在空間中運動的時間，也脫離不開數的結構，並且有一定程度上的命定

及結構性存在，那麼數對於人的支配性也就越來愈高，能夠置身於數之

外的就只剩靈魂或物質體系或元素體系。 

 
 

3.2創造者、設計者、被支配者 

 
    創造者、設計者被支配者這三個關鍵因素，不管在《楚門的世界》

或是《駭客任務》裡都具有這三項關鍵性的人物，在電影《駭客任務》

第一集達到了高峰。 

    誰是創造者？這裡隱含的就是與上帝同在的人，在電影《楚門的世

界》裡創造者即是導演；誰是設計者？每個具有設計能力的人都可以是

設計者，但設計者不一定是創造者；而誰是被支配者？在《駭客任務》

電影裡每一個可以被電腦人瞬間轉化的人都是被支配者，每一個可以被

他者隨意介入肉體的都是被支配者，因此進一步我們可以不難發現不管

在《楚門的世界》或是《駭客任務》裡，被支配者都有一個特色，也就

是說並不具備個人思考能力及表達自我的權利；例如：電影《楚門的世

界》中的聽命行事演員。 

    這也表示著設計者是擁有自我思考能力的代表，因此套用在現實生

活中，具有創造結構、創造事務能力、在生產線上可以產生新的發明或

是在數位世界能產生新的軟體的人我們可以稱為設計者，那麼設計者便

是具有主動創造力的存有者，但這樣的存有者最終是比不上電腦人的，

也就是無論具有何種設計力最終都會被電腦人的能耐所突破，最明顯的

例子就是電影中先知的世界。 

  先知的世界在《駭客任務》電影裡面設計上保有著高度的原創性，

先知的世界裡訓練著各種不同的超能力者，好比運用著意志力將湯匙弄

彎，而在資本主義市場上能夠設計主流的人也可以稱為先知。 

                                      
40

 干支是天干與地支的合稱，由兩者經一定的組合方式搭配成六十對，為一個周期，循環往復，稱為

六十甲子或六十花甲子。中國古代用以記錄年、月、日。 

41
 五行是中國自古以來道學的一種系統觀，廣泛地用於中醫學、堪輿、命理、相術和占卜等方面。 

42
 梅花易數是由易經所演變而來的中國一種占卜術。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A9%E5%B9%B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C%B0%E6%94%A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B%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A%9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B%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81%9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8C%BB%E5%AD%A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2%A8%E6%B0%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E%97%E5%91%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B%B8%E8%A1%9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D%A0%E5%8D%9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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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先知仍然無法抵擋電腦人的瞬間取代或是毀滅，也就是說對於即

將到來的超級電腦來說，超級電腦可以瞬間瓦解或取代掉任一個設計者

的獨立思考能力，因此設計者只能挾帶著獨立思考能力，尋找狹小的角

落隱含的生存著，而數位化環境變異所面臨的生存的世界恰巧也是如此

殘酷，知識份子的生存空間不斷的被數位化環境所侵略、壓縮，具有設

計能力的知識份子不斷的被擠壓推往虛弱的邊緣持續維持創造及設計。 

  而《駭客任務》的電影出現也正巧在呼喚、希望知識分子返回那超

越空間、時間的太一(The One)取得超時間超空間的內涵及能量，來返回

現實世界抵抗支配，不被數位化環境變異所淘汰，不被超級電腦所取代。 

 

 

3.3 存在主義 

 
《駭客任務》第一集提出最大的哲學問題是：「真實是什麼？」如果只

能意識到所謂意識上的真實，而無法觀察我們意識外的可能，則將永遠

無法確認真實的存在，因此必須對於認知的感官世界加以解構，誠如《楚

門的世界》中所呈現的場景，也許你的人生一切都是如攝影棚般設計好

的呢？  

  人的存在的基本價值是什麼？這個問題在電影《駭客任務》作為劇

情發展的主軸，在第一集的劇情中由主角尼歐 Neo一連串的突破自我的

過程來呈現大量的佛學思維及哲學的思辯，金剛經43裡面一句四句揭：「一

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做如是觀!」 

  這段經文說明著所謂的人生不過是經由五體與五感與環境交互作用

而產生的記錄，《駭客任務》對此一想法做了更上層的展現，如果一切都

只是受到電波刺激的光電幻影呢？都是虛幻不真實的，也就是空。 

  電影中大部份人活在電腦模擬的虛擬世界中，並且認為這個由電腦

所設計的虛擬城市，由大腦直接接收的光電訊息，所創建的意義感知的

成像才是大部分人所認知的真實，那麼主角尼歐所吞下葯丸後所進入的

世界究竟是真實還是虛幻？駭客領導者莫斐斯也曾問男主角 Neo ：「如

果進入夢境，不再醒來，那麼到底那一個才是真實？」 

                                      
43《金剛經》，是大乘佛教般若部重要經典之一，多為出家及在家佛教徒最多人日常早晚課所誦持的

經典。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4%B9%98%E4%BD%9B%E6%9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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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尼歐服下紅色小藥丸醒來所回到的世界，便是這種真實世界，主

角尼歐被解放之後，離開電池槽，來到駭客的太空船。為了解什麼叫做

母體，再度進入虛擬實境；在虛擬實境中，尼歐摸摸高背椅時這麼問：

尼歐：「這都不是真的？」，莫斐斯答：「什麼是真實？真實該怎麼定義？

如果你指的是觸覺、嗅覺、味覺和視覺，那全是大腦接收的電子訊號。

你以為的真實世界，其實是互動的虛擬世界─我們所謂的母體；你一直

活在夢的世界，尼歐！」。 

《駭客任務》一片所要傳達的理念，不但令人印象深刻，更是其他電

影引用的典範，在觀看了驚人的拳腳功夫跟驚心動魄的爆破場面後，應

該不難發現，這一幕幕令人印象深刻的表現手法似乎有著更深的意涵在

其中，導演藉由符際翻譯44的手法來試著呈現出所要表達的理念，劇中小

男孩用念力只用雙眼注視便能折灣湯匙的一幕，便是符際翻譯的一個例

子。 

    導演刻意的將小男孩的形象設立為剃光頭，披著白色袈裟嚴然呈現

出濃濃的小活佛的意象，而經由小男孩的開示，尼歐也可藉由念頭的轉

變做出相同的特技將湯匙變灣，這當中清楚的表達了色即是空、相由心

生兩大觀念的展現，也就是湯匙並不存在，於是佛學裡面的觀念便可透

過影像與動作，深刻的傳達到人們的心中這便是《駭客任務》所要傳達

的符際翻譯。 

《駭客任務》與《楚門的世界》的走向不同；《楚門的世界》主角在不

斷懷疑以及探索解構週遭世界的過程中，在劇情末端才需要做了一個選

擇，而《駭客任務》一切的故事，卻在一開始就必須做選擇；救世主在

未覺醒時，一開始就在莫菲斯的引導下選擇一探母體的本質，即便這樣

的選擇所需付出的是不可預知的代價，當尼歐吞下藍色的藥丸瞬間，便

在暗黑充滿生長液的培養皿中醒來，身上插著各式各樣供給營養維持生

命力的管線，終於他明白以往所看到的一切，都只是電腦所塑造出不同

的刺激程式，直接連接於他的感官神經，而象徵電腦世界的母體，以刺

激人類所生成的腦電波來發電，用以維持母體的電源供應和能量，世界

裡其他的尚未覺醒的人們，只是電腦所產出來的能源供應品，用以發電，

就像是一顆電池，人類並未察覺，仍然以各種型態，生活在所意識到的

世界裡，當然活在這虛擬意識裡的人們，真實的存在狀態依舊是全身插

滿著的管子用以供給基本生存的養分，這是極度諷刺的符際翻譯手法，

                                      
44符際翻譯 ：就是在不同符號間進行轉換，把語言轉換成非語言，反之亦然。例如把文學作品翻譯成

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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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楚門的世界》裡所要表達的環境空間所呈現的虛假性相呼應！ 

《楚門的世界》中楚門可以選擇是否推開那扇門迎向真實的世界；而

《駭客任務》中尼歐則是可以選擇是否要吞下藥丸，從電腦程式中抽離

回到真實的肉體，恰巧呈現了存在不只是眼中所見觸手可及的肉體的範

疇，更有其抽象的定義，如果只能藉由我思，能意識到我的存在，那麼

另外那些不在思考範圍的意識型態，將永遠無法觸及深思，更不可能成

為存在的一部份，當從一開始就給了真實限定在它所不及的範圍，則我

們將永遠不可能醒來，不可能從夢中覺醒，只能從虛幻中窺探真實。 

《駭客任務》裡生活在虛擬世界中看似五光十色多采多姿的生活，真

實上是彷如死屍般的躺在培養皿裡任人擺佈，而連接身上的管子，正好

可以解釋為數位化環境變異裡面的各種監控項目：意識形態、法條、置

入性行銷、潛意識、商品拜物教、道德、正義、伊底帕斯情結…等，羅

漫密如天網的結界，將人束縛到無法動彈，而這精心設計的天網，追究

其目的性，僅僅只是基於從人的存在擠壓出最大的生產效益，但是只能

卑賤盲目的生存於最低的能量消耗，這也正是對資本主義所產生的社會

現象做了最深沉痛切的批判。 

    笛卡兒說：「我思故我在!」，強調存在的主體是心靈，而非外在事

物；存在主義45更進一步闡明，世界之所以存在，是因為我感知外界存在，

如果心靈無法感知，那麼外在事物即使存在，對我在意義上便毫無價值，

這正是探討真實的重大關鍵。《駭客任務》正是將傳統宗教哲學思維用

符際翻譯以當代科技技術重新解釋，大腦、心靈，都可視為訊號接收處

理器，外在刺激與訊號經過處理，在心靈塑造成形，便可以稱為真實。 

 

 

 

 

 

 

 

 

                                      
45 存在主義，是一個哲學的非理性主義思潮，它認為人存在的意義是無法經由理性思考而得到答案，

以強調個人、獨立自主和主觀經驗。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3%B2%E5%AD%A6
http://en.wikipedia.org/wiki/irration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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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角色姓名隱喻 

 

    在駭客任務電影中所有出現的人名的角色名字大多是雙關

語，有其所要表達的隱喻及意涵，與許多的宗教和神話故事有

關，在此僅列出當中數位關鍵性角色姓名的隱喻。 
表 2：《駭客任務》中姓名的隱喻： 

演員 劇中姓名 姓名隱喻 

KEANU REEVES Neo尼歐   Neo表示新或創新。將 Neo重新排列，

則得到 One。在《The Matrix》中，The One

暗指救世主，暗示其為即將替人類開創新

天新地的彌賽亞。 

 Neo是主角在《The Matrix》中虛擬世

界裡所用的駭客身份代號；其日常姓名則

是：Thomas Anderson。聖經中耶穌十二

門徒的 Thomas（多馬）素有 Doubting 

Thomas（多疑多馬）之稱。在此或許意指

Neo 一直對世界的真實性抱持懷疑態

度；Anderson 本身從希臘語而來，有人

子之意，而人子在《聖經》當中，常用來

指稱救世主（耶穌、彌賽亞）。 

  Neo的房間號碼為 101一來暗指尼歐就

是 The One；二來是喬治‧歐威爾的社會

科幻經典名著《一九八四》，書中內容人

們被關進 101號房嚴刑洗腦，出來時已經

完全懷疑真理的存在。 

 

LAURENCE 

FISHBURNE 

Morpheus 

莫斐斯 

   Morpheus源自希臘神話中的睡夢之

神 Somnus之子，形象一般為有翅膀的老

人，利用喝下不同的水來區分夢境與現

實。墜入夢鄉的英文即是 in the arms of 

Morpheus。 

  神話中 Morpheus掌理的不僅是人類

的睡夢，祂也賦予睡夢中的人物各種不同

的形體。因此，代表 Morpheus的字根

morph就是型態之意。而嗎啡（morphine）

具有昏迷麻醉作用，使人猶如置身幻夢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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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其名亦從 Morpheus而來；任何足以

催眠之物，皆可稱為 Morpheus。  

  《駭客任務》劇中，Morpheus是飛

行船 Nebuchadnezzar（尼布甲尼撒）的

艦長。這艘船以巴比倫王

Nebuchadnezzar命名，此王兩度攻擊猶

太王國，並將猶太人帶回巴比倫。劇中

Nebuchadnezzar尼布甲尼撒艦則負責從

The Matrix中解放人類，將人類帶回現

實。 

CARRIE-ANNE 

MOSS 

Trinity崔妮蒂 Trinity 指三位一體。基督教特有的教

義，謂上帝以三個位格存在：即聖父、聖

子及聖靈。這項教義堅持上帝的這三種存

在位格或模式，都屬一個本體，如此依然

維持了上帝的獨一性。此教義是早期基督

教會普遍奉信的原則，必須以論證確認基

督（聖子）的神性和上帝通過聖靈臨在於

教會的需要。 

電腦人 

 

Smith史密斯    Smith 有鐵匠或工匠之意。在《駭客

任務》一開始，可以注意 Smith的車牌號

碼是 IS5416。查一下《舊約聖經》以賽

亞書第 54 章 16 節（Isaiah 54:16）： 

Smith意指：來到世上負責毀滅的工匠。 

JOE 

PANTOLIANO 

Cypher塞佛     Cypher一字，在字典上的意思有

零、密碼、任何阿拉伯數字和無價值的人

之意。有人認為，Cypher的發音與

Lucifer（惡魔）相似，故劇中的 Cypher

選擇墮落，並與救世主為敵。再者，西方

惡魔形象通常都有留有山羊鬍，與《駭客

任務》裡 Cypher的造型有異曲同工之妙。 

 

    由上述的姓名隱喻中不難發現在電影《駭客任務》中，真實、虛幻

和自然存在的多種觀點在《駭客任務》以很多方式解析哲學、神學、宗

教、無神論都在《駭客任務》裡有濃重的表現，有很多內容涉及印度教、

佛教、道教和基督教，並且在影片中內含啟蒙、涅槃、重生的概念。 

http://blog.udn.com/w/index.php?title=%E8%87%AA%E7%84%B6%E5%AD%98%E5%9C%A8&action=edit
http://blog.udn.com/w/index.php?title=%E5%93%B2%E5%AD%A6&variant=zh-tw
http://blog.udn.com/w/index.php?title=%E7%A5%9E%E5%AD%A6&variant=zh-tw
http://blog.udn.com/w/index.php?title=%E6%97%A0%E7%A5%9E%E8%AE%BA&variant=zh-tw
http://blog.udn.com/w/index.php?title=%E5%8D%B0%E5%BA%A6%E6%95%99&variant=zh-tw
http://blog.udn.com/w/index.php?title=%E4%BD%9B%E6%95%99&variant=zh-tw
http://blog.udn.com/w/index.php?title=%E9%81%93%E6%95%99&variant=zh-tw
http://blog.udn.com/w/index.php?title=%E5%9F%BA%E7%9D%A3%E6%95%99&variant=zh-tw
http://blog.udn.com/w/index.php?title=%E5%90%AF%E8%92%99&action=edit
http://blog.udn.com/w/index.php?title=%E6%B6%85%E6%A7%83&variant=zh-tw
http://blog.udn.com/w/index.php?title=%E9%87%8D%E7%94%9F&action=ed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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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太一救世主 
 

    在希臘哲學中有一個重要的起點就是太一，英文字大寫的 ONE，而片

中的主角尼歐就是被稱為 The One而尼歐也是從英文單字的 One來改變

列方式而成為 Neo，而這也象徵了主角在虛擬的數位世界裡就只能是普通

人 Neo，但在理型世界裡就變成了救世主 The One。 

在這個太一作為絕對起點的世界裡，需要去抵抗的是相對於數位世

界中擁有絕對速度的電腦人，也就是一個肉體人相對於數位電腦人的關

係，說明著再聰明的肉體人，都無法對付數位電腦人的絕對速度，而只

有回到太一才有可能對抗數位世界裡的反撲，才能超越數位世界裡電腦

人近乎光速般的速度，電影中此處所要展現的空間哲學，是意味著有一

個超越所有空間、時間的起點所在，這個起點可以稱之為道或是神；這

樣的內涵倘若在人的身上實現，就變成道成肉身，而《駭客任務從》尼

歐 Neo變成太一 The One的過程，所用的敘述方式就和上帝藉由耶穌的

肉身結合，而成為救世主有著異曲同工之妙，而尼歐的死而復生正好對

比耶穌在耶路撒冷城，被釘死於十字架上重生的故事有著相同的意味，

這段劇情正是在告訴世人，唯有返回 The One的絕對速度或是超越任何

速度的所在世界裡面，才有可能解構數位世界對人類的反撲。 

  關鍵的問題是電影《駭客任務》中數位世界如果反撲，會完全淹沒

了三度空間下人類的生存空間，也就是說人類在三度空間中的發展，會

敵不過人工智慧在數位世界裡的發展，而數位化環境變異的演變劇烈，

各大電腦公司所聲稱的研發的超級電腦也紛紛問世，任何一個肉身人腦

絕對敵不過超級電腦的運算，那麼如此超級電腦的運算，如果結合了科

技所發明的機器人及各種電腦自動控制系統，無疑的是人類所活動的環

境空間將被壓縮，那麼電影中人類所將面臨的電腦人史密斯的反撲也許

即將在不久的世界到來。 

  即便不到來，我們不可否認超級電腦的發展對於人類的挑戰擁有著

巨大性的威脅，這也說明著當超級電腦發明後將大大改變人類存有的屬

性，這時候能夠解決世界問題的在電影《駭客任務》裡所暗示的是柏拉

圖的哲學工具，回到 The One的世界，也就是說哲學的力量將在數位世

界完全征服了肉體世界後，以及哲學在被資本主義及消費體系所建構的

世界打敗後重新的站立，返回哲學所討論的起點太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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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實上每一個人都可以成為和太一結合的創造者，而影片中藉由尼

歐與先知的對話，這裡面有一個關鍵性的設定是：如果你相信 The One

你就可以是那個 The One，相信 The One這裡面有一個神秘的作用，即便

是先知也只對尼歐告知你只是一個能力比較強的設計者，並不是救世主

The One，重點是深愛尼歐的崔妮蒂相信他就是救世主。 

    愛的力量導演使用親吻的形式來表現及傳達，在親吻的同時尼歐本

身也真的相信自己就是 The  One，超越電腦人、超越超級電腦所結構的

虛擬世界，達到一個超空間的運動型態，這能量足以瓦解任何電腦人的

存在，這也就象徵著數位化的環境變異，在當人回到超空間的存在，而

產生設計、創意及生產能力的時候，任何超級電腦的運算將不再對於知

識份子及設計者產生威脅。 

 

 

3.6靈魂的差異與形體空間  

 
    靈魂的差異似乎決定著思想的表現，而形體的空間不過是思想的表

達展現而已，諸多的例子說明著，思想的改變確實可以影響形體的表現

方式，甚至在細微的行、臥、坐、握的表現上都可輕易的發覺巨大的差

異，這一點在個體的內涵表現來說也是一樣，也就是說靈魂的內容一旦

改變，形體也會產生巨大的轉變，所以說：變化氣質，正是在形容這個

轉變，而電影《駭客任務》裡也對此一轉變做了相當的展示。 

    當前的疑問是靈魂的內容究竟要向哪一種方式的轉變，才會是一個

最好的轉變方向？或是沒有所謂的最好表現，形體只是靈魂表現空間的

一部分，一個呈現的載體罷了，關鍵還是靈魂的存在呢？ 

  在電影《駭客任務》的世界裡面顯然是這樣的，主張的是一個理型

的世界，那麼形體的重要性在電影《駭客任務》裡面就變成次要的，思

想的重要性、靈魂的重要性才是主軸進而產生其他的主要結構，換言之

當靈魂能夠返回太一那可以具有創造性和差異性能力的所在地，才是具

有絕對性的，而其他環境空間都是統一的，所以在電影《駭客任務》裡

面的電腦人都是穿著同樣的黑色西裝服，帶著墨鏡，有著極為相似的長

相，這就意味著唯一有著差異能力的存在是在太一的世界。 

《駭客任務》裡提到了一個問題，在現象界裡的世界中如果死亡是否

在理型世界裡也一樣會死亡？這答案在電影中回答是肯定的，如果腦部

死亡也就等同實質的死亡，雖然形體依舊完整，但是一樣面臨生命的消

逝與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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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段闡述出現在片中的主角尼歐進入大腦接受訓練的同時，以及和

電腦人格鬥的片段中所受到的傷害，肉體同樣的也產生實質反映的這段

劇情中，也就是說意義的感知，無論是在通往靈魂的內涵上或是在現象

界、肉體上皆十分重要，這也說明著意義可以使人充滿希望，可以使人

重生；反之意義的阻絕也可以摧毀一個人，或是使他充滿絕望，於是意

義的感知在屬靈的世界裡就顯的絕對重要，更進ㄧ步的發現到意義與能

力產生相關聯的作用。 

    而在《駭客任務》片中意義的感知是一項可以被植入的能力，正好

比片中尼歐詢問女主角是否會開直升機，所得到的回答是：快了! 並且

透過電話的植入使的她的靈魂內部植入了新的內涵，換言之靈魂內部的

內碼是存在著許多排列組合以及可以重新植入的區塊，也就是說靈魂的

取代性上不只是他者的取代，也有程式性上的取代，而這程式的取代也

就和意義的感知產生巨大的連繫，那麼人類是否可以有能力製造這種程

式？目前所知的數位化的環境所提供的速食的知識世界，幾乎達到類似

的情況，雖然尚未能夠在數秒內就能達到意義的感知和靈魂的結構性取

代，但也足以能夠在數小時內就能獲得相當的學習成果。例如：任何一

個智力正常的人對於陌生的科目及領域，完全可以在數個小時內在網路

世界上搜尋到龐大的相關資訊內容，整理吸收後短時間內看起來就像是

各方面的專家，類似的領域及例子不勝枚舉，或許在未來更能找到更神

秘的學習術或方法而加以鍛鍊，意義感知的歷程可以從數小時內壓縮到

幾分鐘，在此就可以發現意義的感知和靈魂的內涵以及慾望，產生莫大

重要的關繫，也就形成了哲學的新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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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論 

  現代人的存在基礎因為數位化環境變異的發展而有巨大的改變，在

近年來各方媒體報導獲訊息中可以發現，有很多人每天的生活中花數個

小時甚至是十幾個小時在網路的世界之中，無論是找資料、看影片或者

玩網路線上遊戲等等。 

  過去在咖啡廳裡，可以看到原本是彼此交談、看書、喝咖啡的環境，

如今已經大多改成是以使用筆記型電腦、平板電腦、手機這類現代科技

產物上網等為主軸的景象；或者過去假如坐超過兩、三小時的臺北到嘉

義的火車時候經常可以聽到鄰近座位的乘客彼此的聊天或者喧嘩，但是

現在可以發現幾乎是靜悄悄的只看到所謂「低頭族」人手一台智慧型手

機或者平板電腦的現象，這些情況顯示著數位化的資訊科技與電腦已經

改變人的生活方式與存在基礎，科技的進步縮短了環境限制上的有形距

離，卻在鄰近人與人的交流上築起一道深深的鴻溝。 

  人類對於物質世界透過許多發展出來的公式及科學証明有了大部分

的了解，但是對於心靈世界的探索，還在幼稚階段尚有許多需要探討的

地方，人類想做的說明白了就是更接近上帝，甚至想取代成為上帝。  

《駭客任務》提出了一個很值得深思的問題，如果人類所有的認知，

都是透過知覺而形成，有沒有可能，虛擬實境發展到一個地步，人類根

本無從辨認這一切是真實還是虛幻？電影《駭客任務》裡面有一個經典

的橋段，就是主角手中有兩顆藥丸，一顆藍色一顆紅色，選擇後會有不

同的主軸路線，一邊是繼續活在假象的虛擬社會裡，一邊是選擇了解真

相，當然如果主角選擇了繼續回到假象，劇情就無法延續下去了，《楚門

的世界》也是，若是楚門並沒有求真的慾望，那麼兩部的電影的軸心思

想瞬間化為烏有，因此求真必須從選擇做起，從改變做起，《駭客任務》

從選擇藥丸開始；《楚門的世界》從懷疑開始，拒絕相信，並對週遭的人、

事、物產生懷疑，拒絕全然認同接受這建構好的世界。 

  《駭客任務》全片的核心的主軸是以柏拉圖的學說為主軸，柏拉圖的

對話主要有三十篇左右，在《駭客任務》中主要是以饗宴篇，以及柏拉

圖對太一(The One)的理解，和對數的理型世界的理解，其中的主要關鍵

問題就是哪裡才是真實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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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尼采的著作饗宴篇中有段隱喻：在山洞中倒影的太陽並非真實的

太陽，但許多人卻認為那倒影才是真實世界，而有能力能夠窺探到山洞

外的人，說出真實世界的事實，卻被山洞裡信奉倒影為真實的人打死，

這也正說明著在真實世界裡的真理反而是貝漠視的，反而是不可見，而

且只有少數人了解真實世界之所在，這則故事裡的暗喻巧妙的置於電影

《駭客任務》裡面，對於人生是具有程度上的啟發意義；影片之中更將

洞穴與真實做了一個對比，這個對比所說明的正是肉體所對應的三度空

間是虛假的，另有一個真實的空間存在，而這樣的敘述在天主教及基督

宗教中更是處處可見的元素；認為屬靈的世界是真實的，而目前所見的

世界才是虛假。 

    此種論述在二十世紀及二十一世紀，幾乎是主流論述，有一定的市

場，然而到了數位的時代，電影《駭客任務》巧妙的將數位化的環境變

異與屬靈的世界結合在一起，於是影片就更有了吸引力，而《駭客任務》

裡的空間哲學便是認定人類所屬的三度空間是一個虛假的空間，是一個

可以取代並解任意介入的空間，影片的拍攝手法，是以許多的條碼及程

式來代表真實世界。 

    而人們眼中所見的影像世界是由聲光、電波刺激腦神經所產生的幻

象，而這樣的架構形成了《駭客任務》這部電影主要的敘事結構，在電

影裡一切的運動、介入、及脫出也是基於這種型態的空間認識來表現整

部片裡的環境空間哲學。 

  《駭客任務》第一集的最後，主角 Neo在講完一篇冗長的宣示之後，

從電話亭走出來，並且猶如超人一般的飛向天空，這一幕如同電影當中

看到的超人情節一般，超人在電話亭換完裝之後走出來飛向天空去鏟奸

除惡。 

    電影當中的超人是能突破人體限制而輕易的飛上天空，舉起各種重

物。哲學上超人的概念來自於尼采的幾本著作：包括查拉圖斯特拉如是

說、上帝已死以及強力意志。 

    對於尼采所說的超人，是建構在於他宣稱「上帝死了，要對一切傳

統道德文化進行重估」的基礎概念之上，尼采說的超人46，是一種用新的

世界觀、人生觀構建新的價值體系的人，這樣的超人具有與傳統道德不

同的一種全新的道德，是最能體現生命意志的人，是最具有旺盛創造力

的人，是生活中的強者。 

  然而上帝是否曾經存在，然後死了完全無解，這個問題就如同尼采

                                      
46
尼采，林建國譯，《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台北，遠流，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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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下人物查拉圖斯特拉是否存在一般無從考證，因為尼采的妹妹在查拉

圖斯特拉如是說的序文中表示： 

當我哥哥還是在少年的時候，查拉圖斯特拉的影像便已經在他心

中生根。有一回他還告訴我關於夢到查拉圖斯特拉的事，在他一

生的各個階段，他都以不同的名稱來稱呼這個夢魘。 

 
    尼采上帝已死的概念已經被無數次的誤用和誤解，不僅僅非基督徒

不瞭解，基督徒也把關於尼采的理論視為異端邪說，或者視之為基督的

敵人。 

    從形而下的層面而言，上帝三位一體的天父之子耶穌是道成肉身，

耶穌基督的肉體部分是為了人類而被釘在十字架上死了，如果尼采宣稱

上帝之死在這個層面來看是符合一定的邏輯，因為依照三位一體的理

論，耶穌是上帝三位一體當中的聖子，然而祂也在第三日復活並且顯現

給門徒見證，等於是以人的肉體方式超越了死亡，然而根據筆者對於尼

采的著作之理解，這應該不是尼采所說的上帝已死47，而尼采是說人心中

的上帝這個概念已經死亡了。香港利生法師曾經發表一篇文章說： 

上帝的存在與否，事實上是微不足道的事。但是，既然尼采心中

沒有上帝的影子，那何以說是上帝死亡呢？因為說上帝死亡，不

就是意味著祂曾經活著嗎？原來尼采所謂的上帝，是指一般人心

中的上帝，尤其是基督徒心中的上帝。尼采反對基督教的上帝，

因為他看出祂之存在于人心中，足以減損人的價值與意義。尼采

認為基督教的上帝是怯懦者與病弱者的上帝，祂是頹廢的上帝。

凡是堅強的、勇敢的、征勝的與驕傲的東西，都會被銷蝕；基督

教的上帝不再是生命的變形或永恆的存在，而是頹廢生命之矛盾

體。48 

 
    而被宣稱已死的死者是否曾經活著，以及上帝存在與否這些問題值

得作為另一篇碩士或者博士的論文研究。 

                                      
47
尼采，劉崎譯，《上帝之死》，台北，志文，1968 

48
 參考香港利生法師 http://bbs.guoxue.com/viewthread.php?tid=426202，瀏覽日期

2013/04/25。 

http://bbs.guoxue.com/viewthread.php?tid=426202，瀏覽日期2013/04/25
http://bbs.guoxue.com/viewthread.php?tid=426202，瀏覽日期2013/0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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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楚門的世界》教導人們必須擺脫伊底帕斯情結，並且效法尼采擺脫

人間由自己所創造的上帝，尤其是資本主義所創造的上帝也就是消費之

神或者是慾望之神的主宰，然而脫離慾望之神與消費之神或者脫離人間

自我創造的上帝並不容易，因為在慾望世界的流行體系裡有各種將人物

化的力量，而使每一個人變成被監控的客體，進而完全消失自我的意識。

例如：買房子、車子、結婚、生小孩甚至是旅遊的地圖，都被資本家設

計界定著，並沒有獲得真正自由的選擇，只有在限定內選擇格式內的選

擇自由，換句話說《楚門的世界》訴說著，在成為超人以前，人類根本

上不足已自稱具有自由意志，頂多具有選擇自由的意志而已。 

  如此一來知識變成是荒謬的假象，變成陪伴資本主義欺騙的幫兇，

一套套的知識如果無助於穿破空間中的假象，無助於幫助成為超越資本

主義的超人，那麼這些知識所形成的架構就是僅僅只是騙局的使用工具

而已，也就是說千萬別迷惑在每天被創造出來的聲音、影像或符號，大

多只是資本主義所衍生出來的品項或者是騙局的幫手而已。 

  《楚門的世界》和《駭客任務》相比之下都是在虛假的空間人的存在

向度問題，都是處在人造的虛假世界，只是背後所遇到的對手不同，但

《楚門的世界》是資本主義和消費世界，以及監視鏡頭後面的導演，而

《駭客任務》所面對的對手卻是無所不在的電腦人，以及已經和真實世

界混合為一的虛擬世界，所以在《駭客任務》中所需對抗的，已經不是

消費世界的上帝而是失去真實世界的物化感官知覺，和數位世界所混合

而成的宰制力量，而兩者無論是消費世界所扮演的上帝，或是超級電腦

的產生，都是邪惡的宰制是缺乏憐憫心的。 

    兩部電影的環境空間都具有虛假性，和不真實性，兩部電影的男主

角都在追求著真情真愛，電影裡的男主角也都必須要克服心中的恐懼，

才能邁向一個真實的人生，所以都暗示著我們如果要過著真實的人生，

成為真正的 The One就必須要克服心中的各種恐懼與黑暗面，不過差別

在於《楚門的世界》所要批判的主要還是資本主義和消費社會以及監控

系統的無孔不入，批判人的物化；而《駭客任務》批判著被數位世界所

極端化反控的失去自我，和無法自我救贖的被另類虛擬化。 

  而虛擬世界是那麼的真實，真實到即使在虛擬世界中死亡，也將導

致現實世界中的死亡，也不禁讓人懷疑，自己現在到底是在作夢還是真

實，也許真如劇中人一樣，後腦上接著輸出線躺在躺椅上，靈魂卻進入

電腦，如果真實與虛幻無法判別，哪麼活在哪一邊又有什麼分別？ 

  現實生活中，仔細檢視內心深處，不難發現，我們都活在過去的記

憶中，對於所接觸的事物，常以自我過去累積的生活經驗及印象來評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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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它劃分善惡、是非、對錯、美醜；而這評分的標準往往是過去生活所

累積的經驗及所受的教育知識，這既定的觀念不但牢固而且頑強，往往

難以改變，從吃飯、穿衣到工作睡覺，無時無刻，都在和這無所不在的

敵人也就是母體、伊底帕斯情結，所形成的牢牢嚴密結構的天網作戰，

如何從固有的我執中解脫，砍破這重重的束縛將身心解放，以開放的心

胸及態度，全面且完整的迎戰人生？ 

  這是覺醒的人類向內尋索、追求真的原動力，唯有秉持著強力意志，

才能贏得最後的勝利，跨越鴻海，航向精神覺知的盡頭，打開那扇門，

清楚做自己的主人，破除人性的束縛，突破上帝的殿堂，為自己找到真

實虛幻最終的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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