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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時代的人類優勢──《造局者：思考框架的威力》

曾懷寬

摘要

《造局者：思考框架的威力》一書，著眼於「建立思考框架」以及「另起思考

框架」。首先，作者群先定義何為思考框架，並展示建立思考框架所需的三大元素：

「因果關係」、「反事實」以及「限制條件」。接著，本書提出另起思考框架的三大

方法：從現有框架獲取、借用並調整其他領域的框架、以及另起思考框架。最後，本

書的目標不僅止於提出如何「建立思考框架」與「另起思考框架」，其一書的問世有

三大意義：理解使用的思考框架為何、擁抱思考框架的多元性、以及展現 AI 時代的

人類競爭優勢。作者群鼓勵人們彼此合作，找出正確的思考框架以建立人類的永續生

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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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uman Advantage in the Age of AI: Book Review of 
Framers: Human Advantage in an Age of Technology and 
Turmoil

Huai-Kuan, Zeng  

Abstract 

The book, Framers: Human Advantage in an Age of Technology and Turmoil, 

focuses on (1) building frames and (2) recreating frame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book, the 

authors define what a “frame” is. There are three key components of a frame: causal effect, 

counterargument, and constraints. Second, there are three ways to create frames: repertoire, 

repurpose and reinvent. Third, the book not only proposes a way to build and recreate frames 

but aims at helping people to understand what frames they use, embrace frame pluralism and 

demonstrate Human Advantage in an Age of AI. The authors encourage people to cooperate 

and find the correct frame to build a sustainable life for human be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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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近期引爆科技圈話題的科技就是 ChatGPT 問世，這款號稱目前為止最懂溝通的

AI，是由科技業巨擘伊隆馬斯克（Elon Musk）所參與創辦的基金會——OpenAI 所推

出的最新聊天機器人。首先，這款聊天機器人，不僅能理解人類的語言，並給予適切

的回應，亦能協助撰寫程式碼與解決複雜的任務，因此可能取代工程師與新聞記者的

工作（Hern, 2022）。除此之外，這款新型聊天機器人以優秀的寫作能力以及易用性

著稱，這樣的現象讓教育界擔心 AI 將可能顛覆教育界。不僅因為這款 AI 有能力撰寫

回應內容於水準之上的文章（田孟心，2022 年 12 月 7 日），更有大學教授發現，在

該聊天機器人開放讓大眾使用僅三週，已有學生運用該聊天機器人繳交作業（Hick, 

December, 17, 2022），也令人擔憂當未來 AI 技術日益成熟，教育界是否還未對此現

象做好準備。

當 AI 成為不可逆的未來時，對人類工作與教育界帶來前所未有的難題，人類如

何思考與做出適當的決策，為《造局者：思考框架的威力》（以下簡稱《造局者》）

作者們提出最深刻的洞見與觀察。這本書的作者為庫基耶（Kenneth Cukier）、麥爾

荀伯格（Viktor Mayer-Schönberger）以及德菲爾利柯德（Francis de Véricourt），都是

極為傑出的研究學者。庫基耶為《經濟學人》雜誌的資深編輯，麥爾荀伯格為英國牛

津大學網路研究所教授，德菲爾利柯德則為歐洲管理科技學院教授。其中，作者之一

荀伯格已在台灣有多本著作被翻譯為中文，主題多在探討大數據與機器學習對人類

生活的衝擊與影響，例如：《大數據》（Mayer-Schonberger & Cukier, 2013／林俊宏

譯，2013）、《大數據資本主義》（Mayer-Schonberger & Ramge, 2018／林俊宏譯，

2018）等書。而《造局者》則是荀伯格進一步將研究焦點延伸至人類如何應用思考框

架，在動盪的時代改變個人的思維，以進一步創造更繁榮的未來。

本書的章節合計有八章，依筆者之見可分為四大部分，分別是：「建立思考

框架」以及「另起思考框架」以及「擁抱思考框架的多元性」、「警惕認知的同質

性」。第一大部分為建立思考框架，從第一章至第五章，作者群首先定義何為思考框

架，並展示建立思考框架所需的三種要素。第二大部分為另啟思考框架，第六章則討

論面臨截然不同的問題情境時，該如何取用及創造何是思考框架的方式。第三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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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是建立思考框架，第七章與第八章提出提升思考框架的策略、並懂得擁抱框架的多

元性，以避免阻礙社會的進步與發展。最後一大部分，本書結論面對 AI 日益強大的

時代，極端理性主義者與情感主義者，兩端的拉扯如何左右人類的生活與社會。

貳、「為何」要建立思考框架

為了因應 AI 技術不斷突破的突破與進步，本書具體聚焦在「為何」與「如何」

建立思考框架，並鼓勵讀者轉換思維，指出「建立思考框架」是人類認知的基本。作

者群認為人類的決策能力，莫過於建立思考框架以及做出好的選擇與行動。本書所提

到的「框架」（frame）一詞，與心理學所談的框架（framing）是不同的概念。過去

心理學家 Daniel Kahneman 與 Amos Tversky（1981）所提的框架，是指人們面臨決策

問題時，以不同方式來陳述同樣的問題，將會影響人們決策的偏好，他們的實證研究

發現，當訊息以正面內容呈現，人們會傾向選擇避免風險的選項；相反地，若以負面

內容呈現，一般人則會傾向尋求風險的選項。由此可知，因為不同的框架效果，人類

會做出截然不同的決策風格。

然而，本書雖然也使用「框架」一詞，蘊含的意義與上述框架是截然不同，本書

所談的框架，不是對於事物有不同的理解與說法，而是強調人類掌握自己的心智模型

（mental model），在做決策前先找出各式選項。所謂的思考框架（frame），是指人

類運用心智模型來決定如何理解世界以及如何行動。心智模型（mental model）是個

人對於外部現象（過去、現在或預計的）或經驗，所建立的內部概念，並影響到人類

的行動（Rook, 2013）。簡言之，個人的知識建構對於人類的行動扮演了至關重要的

角色。因此，人類會運用心智模型來做歸納與推理，以推導出抽象的概念來應用到不

同情境之中，藉此模擬現實，以預測未來情勢的發展而做出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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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如何」建立與另起思考框架

一、建立思考框架

在理解何為思考框架後，本書具體著眼於「建立思考框架」以及「另起思考框

架」。作者群不只希望人們能夠理人們的觀點如何受到思考框架的影響，更能夠善用

思考框架，並在情況改變、或是思考框架過時的時刻，能改變思考框架。書中提出相

當豐富的案例，來告訴讀者這些不同的思考框架，如何導致科學、商業、經濟的突

破，並從公共的議題到個人的問題，都能透過這樣的方法獲得解答。因此，作者群認

為建立思考框架並須配合三項要素：「因果關係」、「反事實」以及「限制條件」。

第一個要素為因果關係。首先，人類的優勢在於能夠過因果推理提出改善決策的

思考框架。人與生物都能感受到因果關係，但人類的優勢是能將因果推理轉換為思考

框架，進一步推理到從未見過的因果關係。例如，人類知道奶油可以在鍋中融化，同

理，金屬也能在鍋爐中融化而加以鍛造出可用的製品。除了要能建立因果推理，也必

須提出適當的解釋，才能讓思考框架備廣泛接受。例如書中舉例，外科醫師需在手術

前洗手這件事，在早期並未獲得廣泛的支持，直到生物學家巴斯德（Louis Pasteur）

提出細菌理論，經過實驗與詳細的解釋，才讓手術前醫師要先洗手成為未來醫療行為

的準則。

第二個要素為反事實（counterfactual）。首先，所謂的反事實思考，就是讓人們

一面理解現有資訊，一面去想像目前所沒有的資訊，也就是想像「本來可能如何」、

「現在可能如何」以及「未來可能如何」。舉例來說，美國太空總署從未登錄過月

球，卻能預測阿波羅十一號登月期間所發生的事情。此外，在日常生活中，「故事」

則是使用反事實來磨練與拓展思考框架的重要工具。透過故事，人們得以想像平行現

實的情境，也能去經歷個人人生經歷以外的現實，以及思考在這些情境中應採取什麼

作為。

第三個要素為限制條件。也就是為想像力設下限制條件，避免想出太缺乏因果關

聯的平行現實，以找出最適合的選項。所謂的限制，分為「硬性限制」以及「軟性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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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首先，所謂「硬性限制」，是指心智模型思考的中心原則，不得放棄與質疑。

舉例來說，在物理科學中，地心引力的存在是不容質疑的硬性條件，不接受這項限

制，即不接受該思考框架。再來，「軟性限制」是指有調整的彈性，知道哪些事情可

變或不可變、運用刪去法，排除掉某些現實、以及確認各個限制條件不應相互矛盾。

二、另起思考框架

綜合上述建立思考框架的方法，因果關係幫助人們理解事物；反事實讓人們想像

不存在的現實；限制條件則讓想法得以付諸實現。然而，當思考框架不足時，作者群

認為應透過「另起思考框架」來看到新的可能性。作者群指出，若要另起思考框架，

方法剛好是 3R：Repertoire（現有框架）、Repurpose（借用並調整）、Reinvent（重

新發明）。

第一個方法為現有框架庫（Repertoire）。也就是從現有的框架庫選出其他框架來

使用。這個方法的優點在於，人們所需耗費的認知能力較低，是找書合適框架很好的

開頭，但這個方法的限制在於，個人必須能夠理解每個思考框架的價值所在，並確保

個人框架庫的多元性。當一個人的思考框架數量愈多，愈可能挑選到好的思考框架。

第二個方法為借用並調整（Repurpose），即從某個領域的框架庫，借用其中的框

架，應用到另一個情境中。例如，書中提到宜室宜家（IKEA）的成功，就是轉換家

具的意義，讓家具從傳家的概念，轉換為用在當下。因此，相較於過去昂貴的家具，

消費者得以用較低的價格讓家裡煥然一新。這樣的方式，作者群認為就像是站在巨人

的肩膀上，比起從現有框架庫找出適合框架要有挑戰性一些，卻又比重新發想一個新

的思考框架要來的容易。

第三個方法為重新發明（Reinvent），為最少見的，也就是發明與採用一套全新

的思考框架。例如，書中提到達爾文發展出全新的思考框架——生命樹，也就是世上

所有的物種都源自於共同的祖先，經過演化才成為現在的樣子。在商業領域，亞馬遜

的創辦人貝佐斯（Jeff Bezos），則是使用新的商業模式：將淨收入投入新的業務線，

而不是每年帶給股東獲利。

儘管許多時刻，另起思考框架可以帶給人們嶄新的觀點以解決問題。然而，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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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認為，另起思考框架有它的風險與困難存在。第一，重啟思考框架會耗費人們大量

的認知能力，且未必保證能夠成功。第二，某些思考框架過於新穎，以至於難以讓其

他群體馬上接受。第三，人們可能會認為這套思考框架可以一再複製與成功，而忽略

某套思考框架是否已不合時宜。第四，另起思考的時機點難以掌握，必須配合時機與

情境作調整。更重要的是，作者群建議另起思考框架的頻率最好不要太高，以避免造

成個人的認知負荷。

肆、評價與結論

《造局者》作者們的野心不僅止於提出如何「建立思考框架」與「另起思考框

架」，其一書的問世有三大意義：理解使用的思考框架為何、擁抱思考框架的多元

性、以及展現 AI 時代的人類競爭優勢。

首先，作者群並不是要人們「think outside the box」（在盒子外面思考，即擺脫

常規思維，另闢蹊徑）。他們認為這是人們思考常犯的誤區，相反地，他們認為應理

解盒子裡面有什麼，也就是認知自己的思考是用什麼樣的思考框架，並理解與調整現

實中的限制、想像另一個現實以及推斷其中的因果關係，這個盒子則像是限制條件，

幫助人們找到最適合的選項，而非輕易離開這個盒子，亦即輕易另起框架。

第二個意義在於《造局者》點出趨同性的危險性。所謂趨同性（homophily），

係指人們傾向和相近的人聚集在一起（Sommerfeldt, Pilny & Soffer, 2022）。作者

群認為，同質的心智模型會對人類的發展產生阻礙，這樣的觀點也與諾姆．華瑟曼

（Noam Wasserman）的觀點不謀而合，他在《你永遠有更好的選擇：哈佛頂尖商學

院教授的 8 堂人生經營學》（諾姆．華瑟曼（Noam Wasserman, 2018／陳依萍譯，

2019）一書中指出，組織中的趨同性不只會讓團隊錯過重要的面向，同時也會帶來預

設已有共識的風險。華瑟曼從不同案例指出，例如：學生時代課堂小組報告、商業經

營、政治領域，相同領域的人因為背景與未來前景過於相似，會因此限縮觀點的廣

度，而忽略許多成功的關鍵因素，因此，面對當今的取消文化，作者群提出嚴厲的批

判，他們鼓勵框架多元性方能讓各式思考框架能夠彼此競爭與抗衡，以避免同質性對

人類發展的侷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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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個意義在於《造局者》揭示了 AI 時代的人類的競爭優勢。面對 AI 科技的

進步與益加廣泛的應用，作者群歸納出結論，認為 AI 不僅不會削弱人類心智模型

的重要性，反而增強了思考框架的重要性。作者群指出，唯有人類能做到極端類推

（extreme generalization, Chollet, July 17, 2017），也就是靠著極少的資料、甚至在沒

有任何資料的前提下，來適應從未有過的情境。因此，本書不斷強調，未來會需要人

類任職的工作，就是去管理機器。目前，「提示工程」（prompt engineering）將會是

未來的關鍵職缺之一，也就是透過精確的文字提示，引導 AI 理解人類的意圖，以產

生最符合期待的成果（數位時代，2022 年 12 月 19 日）。例如，儘管 AI 生成藝術的

出現造成藝術界的衝擊（聯合新聞網，2022 年 12 月 11 日），但目前已有職缺是希望

創作者能善用 AI 相關的工具來製作藝術作品，讓專案更有效率地進行開發工作（鄧

舒澤，2022 年 12 月 7 日）。

整體而言，本書介紹了相當多的案例來佐證思考框架如何應用於不同的情境當

中，以及運用不同思考框架對於結局的影響為何，美中不足的是對於可能會影響到思

考框架效果的因子，以及部分概念的詮釋與具體實踐細節的描繪有限。

第一個《造局者》作者們所忽略的問題是個體的差異。同樣的「建立思考框架」

與「另起思考框架」的方法，來自不同背景的閱聽眾在執行上是否差異，作者其實未

能清楚闡述。例如，作者提出「反事實」，其實就是想像另一個事實。不論是兒時遊

戲的練習，到故事的應用：從文學、戲劇、電影、廣播、電視與電玩等，讓人們可以

體驗到平行現實。儘管想像確實能夠幫助人們想像平行現實的情境，其效果是否能如

作者群預期影響到人們的決策行為，實證研究中仍抱持不同的立場。例如，Shaffer, 

Tomek & Hulsey（2014）以實驗法來探究故事對於女性接受早期乳癌治療的決策偏

好，以及對尋求決策協助的信任感是否有差異。一組的受試者觀看到關於乳癌倖存

者的故事；另一組則為控制組，並未觀看任何故事內容。研究結果顯示，兩組在決策

偏好以及對尋求決策協助的信任感並沒有顯著差異，反而是個人網路健康識能夠調節

兩者之間的關係。研究發現，網路健康識能愈高，有觀看故事的組別，會更有信心接

受治療，也對於尋求決策協助的信任感更高。同樣的，不同文化是否是用這樣的方式

也是作者群未能清楚解答的內容。例如，在書中舉例通常多是屬於個人主義文化的案

例，對於強調集體主義的文化（如：華人世界），這樣的思考框架是否也適用？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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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更多的討論，將更有助於理解這樣的思考框架是否能成為普世的生活實踐。

第二個作者們未能談到的問題在於媒體框架對於人類思考框架的影響。許多實

證研究中發現，訊息的框架內容會顯著影響到人類對議題的態度以及後續的決策結果

（Vishwanath, 2009; Bingaman, Brewer, Paintsil & Wilson, 2021）。例如，在健康議題方

面，若閱聽眾接觸的訊息框架愈強調個人的益處，閱聽眾會愈有意願即早採用訊息建

議的行為；若訊息愈強調公眾利益，則會愈晚採用建議的行為（Vishwanath, 2009）。

在新科技的採用方面，Bingaman 等學者（2021）發現，媒體報導對於AI新聞的框架

會影響到對人們對於 AI 科技的支持，當報導愈強調 AI 對人類生活的改善，人們與會

支持 AI；相反地，當報導愈強調 AI 可能帶來的風險，對於 AI 科技的支持則會降低。

除此之外，其他因素（如：人際溝通與影視作品的收看，Brewer, Bingaman, Paintsil, 

Wilson & Dawson, 2022），亦同樣會對人們的態度造成影響。可惜的是，作者們對於

這方面討論並未著墨太多。

第三個不足是作者群對於部分概念的詮釋與具體實踐的方式未能交代得清楚。

例如，作者群在書中並未清楚闡述思考框架與心智模型最大的差異在哪裡？本書指

出，思考框架（frame），其實就是人類用以決定如何理解世界的心智模型（mental 

model），那麼為何要刻意運用該名詞？以及該書與其他探究其他專門探討心智模

式的書，最大的區別為何？可惜作者群並未有太多的討論。例如，《超級思維》

（Gabriel Weinberg, Lauren McCann, 2019／林麗雪譯，2021），一書中主要的觀點在

於，不同領域與學科有一套獨有的心智模式，但它的應用不只是用來解決原始領域的

問題，更能應用於一般日常生活的決策。因此，該書中提供了 80 至 90 個心智模式，

期望讀者透過閱讀與認識不同領域的重要心智模式，以善用心智模型來面對不同的問

題。此外，本書未能清楚交代具體實踐的方式。例如，本書最後雖有附上思考框架的

使用手冊，並給予重點提示，但未清楚交代具體的執行方式，若希冀透過本書來讓培

養個人有許多突破性想法的讀者，恐會有稍嫌不足之感。

然而，《造局者》在華文世界出版，仍有其重大意義。若希望認識人們的心智模

型如何主宰人們的態度與行為意圖，《造局者》可作為一本認識思維模型的啟蒙書，

其內容淺顯易懂，特別是書中對於單一思考框架的反省，更有助於讀者反省當今單一

文化（例如，取消文化）對於言論自由以及人類發展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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