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俯視與仰視》 

自古以來，仰視無不帶著代表著仰望天空，看向未來的含義——蘇軾在他的《明月幾時

有》中便借著中秋的明月的陰晴圓缺開解了自己對弟弟的思念；俯視，則代表著細緻的觀察，

看到常人常常忽略不見的事物——正如沈復童年時期常常蹲下來低頭定神細視，把眼中花台

內的昆蟲，草與土當作自然的景觀，感到悠然自得。 

然而，俯視與仰視這一些美好詞語在社會中則存在著與之本意完全相反的意思。它們代

表著人性之中醜惡的一面。 

讓我們先來談談俯視吧。俯視，由高處看向地處，也自然能夠詮釋自大傲慢且強大之人

看向卑微膽怯且弱小的人，當今社會無不把這一詞演示的淋漓盡致。十年前，富士康的數十

名工人從工廠的頂樓上一躍而下，十三條人命就此隕落。這座工廠是由底層人用他們的血汗

運行起來的，然而我們看到的是富士康的虛偽——用死者自己和社會當作藉口，全然不談欠

薪與永無止境的加班。富士康的高管如同獅子和老虎從不會在乎腳下的螞蟻般，以至高者的

身份看待及對待腳下的奴隸。 

若這一行為持續泛化，化身為種族和種族之間又會是如何呢？希特勒的日爾曼至上主義

就是最好的例證。日爾曼至上主義認為日爾曼人是世界上最優越的種族，是超越其他種族的

上等種族，是要統治世界的種族。這一最終的結果導致 1933年希特勒上臺後，發起了第二次

世界大戰，瘋狂地對外侵略，壓迫外族，屠殺猶太人。 

讀到此處，有人會問你舉得例子也太偏激了，當代肯定不會有希特勒二世對吧。 

那讓我們暫且不談人類歷史上數不勝數的大屠殺，就論對我們人與人之間的對話交流的

影響。當你俯視他人時，他人會如何呢？他人會仰視你。 

說到仰視，第一時間便會給人一種由低處看向高處的意思，也就能引申出追求理想，仰

望未來的美好內涵。然而這個詞在當今有另一種意思。 

在當今社會之中，仰視者的理想被踐踏，他們自身被壓迫，當自身的努力以及嘗試失敗

後，他們無路可走。在他們眼中，成為俯視者似乎是這局遊戲的唯一一個解法。 

當今的大學生便是一個例子，當他們的理想被現實所刺破後，要不是變得頹廢，要不是

就是改變自身的原則在工作上學習上徹底成為俯視者的附庸——未完成的俯視者，以求去實

現等級跨越這一目標。 



仰視者則在工作上的奴化典型的有不實事求是、只對上級負責導致的諂媚，例如聽著那

些領導說著不達理的話也要誇讚他們，無事不聽從領導的話，成功的將自己變成一台機器，

做著無盡且重複的輸入和輸出，只為那一點薪水。而知識——這一對勝利的追求，被扭曲為

通過比他人在學識上更強來獲得未來更好諂媚上級的資格。 

當你俯視他人時，他人會仰視你。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變得毫無信任變得爾虞我詐，變的

崩壞。數年前，南京的彭宇案，一場關於到底扶不扶老人的問題，因法官的一句：「不是你撞

得人，你為什麼扶？」這漫不經心且完全不考慮後果的話語深刻的展示了俯視者的傲慢，因

此人與人的對話變得毫無信任，也就沒法再現《論語》那僅憑孔子與弟子的問答便能成為經

典的名著，畢竟你無法得知對方的話是真還是假。 

而這俯視與仰視有盡頭嗎？沒有。尼采曾寫下：「當你凝視深淵的時候，深淵也在凝視你。」，

當你以利益為根基自卑且嫉妒地仰視著人上人時，你便會當你能俯視著比你弱小之人，毫不

在乎那群人的價值。魯迅說過：「怯者憤怒，卻抽刃向更弱者」，便是這個道理。這個步驟會

不停迴圈，因為你永遠也比不完所有人，總有人比你強大，也總有人比你弱小。當這一行為

被泛化，上文所提及的屠殺等悲劇便會發生。 

這病症歷代皆有，自然也有很多的偉人開出了許許多多的藥方，而具有代表性的兩個個

例子：以物我兩忘為目標的莊子和拋棄世俗追求自然的犬儒主義和追求未來。 

莊子以「道」為人的根本，他認為人最為重要的便是求道。他認為要如此就要放棄「人

為」，摒棄人性中那些「偽」的雜質，順從「天道」，從而與天地相通。在莊子看來，真正的生

活是自然而然的，因此不需要去教導什麼，規定什麼，而是要去掉什麼，忘掉什麼，忘掉成

心、機心、分別心。自然你也就忘記了與人攀比的欲望，個人的俯視與仰視的問題也順利解

決，這一問題順帶來的對話的阻也就變的暢通。 

犬儒主義起源於古希臘，而犬儒主義的集大成者——第歐根尼也被人們稱為木桶哲學家。

第歐根尼認為人要擺脫世俗的利益而追求唯一值得擁有的善。比如他認為住在木桶與住在房

子，不會影響對善的追求，那便不會去追求住在正常的房子裡。可見，犬儒主義對物質欲望

被轉化為對善的渴望，求善沒有俯仰的劃分，這個問題便會自然化解。 

莊子的思想只是個人對利益的解脫，犬儒主義放棄世俗的社會，但是這些要不是無法作

用於群體，要不是不符合當今的時代。他們擺脫的世俗利益，值得我們欣賞，然而這不代表

我們就要放棄世俗的社會，他們將作為我們的警示牌，永遠提醒著自己不要被利益蒙蔽了雙

眼。百年前的法國大革命就已經告訴我們人生而平等且自由，人格不分高低，那我們怎能要



成為自討苦吃的下等人又要成為一個欺壓他人的上等人呢？我們需要平視而不是仰視或俯視，

因為唯有這樣健康的社會風氣，人與人之間暢通的溝通管道才能被建設，社會才能順暢的進

步和發展，所有人自身的價值才能被重視和體系。 

沒錯，人有差異，能力有高低。但是我們不應因為差異和能力高低而造成人格上的高低，

大家都共同生活在一個地球，我相信每個人如果都以平視的角度來看待他人，這個世界便不

會又那麽多的慘劇。我也深信人類定能做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