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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顧歷史，社會都是興起、發達，然後衰敗。有時候，社會崩解得如此突然以致於人們似乎無法

自救，但是他們真的無能為力嗎?一本新書《崩潰:社會是如何選擇成功或失敗的》顯示他們並非無能

為力。 

《崩潰》一書的作者傑拉德戴蒙表示，社會崩解的五大因素是:環境破壞、對環境破壞的反應、

氣候變遷、具有敵意的鄰近社會以及貿易夥伴的消失。戴蒙在他的書裡概述四個社會:復活節島人、

阿那薩西族、馬雅人與維京人。在每一個例子中，他認為這些民族選擇讓其社會崩解。 

維京人是個很好的例子。當維京人遷徙至格陵蘭島時，他們也隨之帶來了歐洲文化和飲食習慣，

特別是飼養牲畜作為食物來源。不幸地，格陵蘭島並不是適合飼養牲畜。格陵蘭島很適合漁撈，但是

不可置信地，沒有證據顯示維京人曾經將魚當作日常飲食。相反地，他們仍堅持過著像歐洲人一般的

生活，即使他們的牲畜已造成土壤侵蝕、森林砍伐，及許多其它環境問題。 

維京人的選擇導致其社會最終崩解。你會以為維京人最後會了解到這些問題然後採取行動來解決

問題，但是他們並沒有。如同戴蒙在書上寫的，令人悲哀的事實是，當人們面臨改變文化或是讓文化

消逝的抉擇時，卻很少選擇改變其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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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科學家暨《崩潰》作者傑拉德戴蒙的說法，社會通常在無法或不願對環境破壞做出回應時而

崩解。舉例來說，即使會破壞生態系統，格陵蘭島的維京人還是持續飼養牲畜作為食物的來源。他們

怎麼會這麼愚蠢呢? 

戴蒙以說明人類天性就是短視近利作為回答。舉例來說，在 1990 年代的盧安達，人們過度利用

農地，致使農地無法再供應人口所需。在近代的中國，濫砍濫伐使得土地變成了荒蕪的沙漠，很快地，

北京可能會變成一片廣大荒原。 

在台灣，戴蒙可以輕易地就找到更多的例子。以種植檳榔來說，多數的農夫知道檳榔樹的根很淺，

無法抓住土壤。他們也知道如果在陡峭的山坡地種太多的檳榔樹的話，豪雨一定會很容易帶來致命的

土石流，而且不可思議的是，他們甚至知道受害最深的將會是他們的家園。儘管如此，為了短期利益，

他們要冒險種植檳榔。 

未來是毫無希望的嗎?戴蒙不這麼認為，他在《崩潰》一書中還特別強調出一些成功因應時代挑

戰的社會。戴蒙以呼籲人們應敦促政府採取更嚴格的環保法規作為結論，因為像戴蒙所主張的，如同

我們可以選擇失敗，我們也可以選擇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