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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大多數以相對概論為主軸的文學、藝術作品，銀翼殺手討論的是更為複雜的、非二元/超越

二元對立的情感與哲學，並且也著重表現這種哲學思想的衝突，畢竟在作品中一天的時間限度內，

很難能夠做到對於世界觀的完整。 

 

作品中人和仿生人的對立並非後天培養，而是與生俱來的，人類創造了一個比自己強大的物

種，帶給人們便利的同時也使人們不安；末日的景象來源於：當隱患成為現實，人類終究只是解決

表層現象。這點當然也體現於銀翼殺手這個職業的產生。 

 

仿生人和人類的界線 

 

故事發生在一天之內，很多人會認為資訊不足，導致在這件事情上無法判斷虛實。然而，就算

把敘事角度拉到週、月、年，這件事情也不會變得容易；在「仿生人科技」、「人造記憶」技術的

存在下，首先，是否為真實人類這點已無法透過生物學判斷，再來，所有對於過去的認知都會變得

毫無意義，唯一能夠確定的只有當下，這點即使在沒有人造記憶的現實世界也是龐大的哲學懸問。 

 

那麼既然時間長河不存在，該如何理解這部作品、如何判斷仿生人/人類？我偏好以笛卡爾的

「我思故我在」去思考。書的一開頭就說到：「你曾經有過的每一個想法都是真的。」，想法是真

的，也使得「你」變得真實/更像人類。在小說中，是透過同情共感的能力作為測試標準，現實生活 

 

虛幻的雨城舊金山、求而不得的、對於真實的渴望，對於生命的感覺那麼強烈，但溫熱血液的

濺出，卻是來自銀翼殺手懷疑的仿生人。真實的人類冷漠且怪異、對於末日彷彿毫不在意，情感喪

失到需要透過共感箱獲得的情感上、同理心的富足。只有四年壽命的仿生人，像連鎖六型的首領羅

伊，情感卻如此熱切且「真實」，他們喜愛藝術、想唱歌劇，比人類還更像是人類。 

 

所以我想人類和仿生人的界線，在情感上、主觀上已經無法劃分，應該說從定義上就已經模糊

不清了，如果真的有這麼容易一分為二，也不會有銀翼殺手這部小說了，這個課題也將成為假課

題。所以「仿生人與人類的界線」這個課題存在的前提是界線不存在。 

 

真與假 

 

延續上段關於界線的討論，銀翼殺手作品以人類為本位看待這個末日世界，也因此在仿生動物

科技成熟後，所謂真實生命(真實人類)的定義變得狹隘，隨著仿生科技的進步，這個範圍還會越來越

小。既然何謂真已難以定義，不如換個相對的角度：何為假？真實生命的模仿者是假，而其研究者最終的

目的就是弄假成真，因此可以簡單的定義：假是尚未成真，而真是脫離了假。 

 

這樣子的結論基本來自於主觀判斷，就同小說中那曖昧不明的判斷方法，人性、倫理、哲思、虛實，這世

界有很多像這樣無法客觀描述/判斷的事物，對於他者、自身皆如此。但宏觀的世界是否也是某個像泰瑞公司



的掌控者所設計，包含我們的思想、情感、組成「我」的所有(包括這篇作文)，那麼何謂真假？一切是

假。 

 

結合當代科技及作品反思 

 

當代科技改變我們的生活，帶來了 VR、AR 等新興技術。在 VR 中，沉浸在一個虛構的環境中，並

在其中感受到身蒞其境的真實感。AR 技術對於我們對於真實世界的認知產生了重大影響，使我們開始質

疑虛擬與真實之間的區別。當我們的感官無法區分虛擬世界和現實世界時，我們會不會如上段結尾一

般，對於世界一切、生命體驗感到空虛絕望？ 

 

同時，許多科幻作品也對於虛實這一主題，做出討論。例如，《黑鏡》提及的虛擬現實和虛構世

界，對於人類社會的影響及危害，反映了科技之於個人和社會，有益處亦有壞處。除了對當代科技的評

估，還有對於個體認知和自我身份的探討。 

 

《銀翼殺手》中關於科技與人性的探討，還在相關主題的作品中持續發展。我們必須思考，當科技

模糊了真實(人類)和虛假(仿生人)之間的界線時，我們如何定義真實、如何保持信息的真實性，不要忘記

科技始終來源於人性，卻也始終與人性背道而馳。 

 

 

 

 

 

 

 

 

 

 

 

備註 1. 參與學生請閱讀指定書籍，並詳閱該學期《書香計畫活動簡

章》，連結請參閱北科通識中心官網最新消息或右方 QRCODE。 

2. 請依照內容自訂題目，字數 800-1000 字(未達標準斟酌扣分)。

一律以電腦繕打、12 級字、橫式書寫，完成後請轉成 PDF 檔案

上傳。 

3. 書香計畫成績計入該學期成績計算，占國文學期成績百分之十。

撰寫須遵守寫作倫理，若有任何抄襲情事，經查證屬實後，此項

成績以零分計，同時取消參賽資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