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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相關書訊： 

●相關書訊 

 

《記憶受領員》是一本科幻小說，卻打破眾人認為科幻小說僅僅娛樂價值高，

難登大雅之堂的刻板印象，在 1994年的美國紐伯瑞文學獎中榮獲金牌。故事時

間設定在不可知的未來，地點則是一個彷彿烏托邦的社區。在那裡，人們過著

寧靜和平的生活，由嚴謹的司法制度以及種種「規定」遏止了戰爭與罪惡，社

會安祥有序。書中主角喬納斯在十二歲的典禮當天，得到了自己被分配到的終

身職業－「受領員」，全村唯一一位能夠擁有對過去歷史的記憶，以在必要時

對村子提供適當的意見。在從前任受領員(現名「傳授者」)身上接受記憶時，

喬納斯才知道原來世上曾經有所謂音樂、色彩、飢餓、災難等的存在，只是為

了使人們生活安寧，被社區給「刪除」了。於是人們蜷縮在熟悉、安全的環境

中，變得單調而冷漠無情。當了解的越多，喬納斯在心底下定決心要改變這一

切：離開村子，使記憶能夠分散回到村人身上，讓村子變回一塊有愛的土地。  

二●內容摘錄： 

●內容摘錄：下列文字摘錄自《記憶受領員》 

 

社區向來崇尚平等化，不得談論人際間的任何差異。過多的讚美不但會使得當

事人難堪，甚至落得突顯差異的罪名。(p.61) 

 

「說真的，沒有這個記憶以前，我從來沒想過還有別的生活方式。」(p.210) 

 

「很多事都會變的，變得和現在不一樣。或許現在不知道該怎麼去改變，但未

來總會有辦法的。」(p.215) 

 

「人們曾經有過記憶，有過感受，我們不就是其中之一。能夠感受驕傲、傷

心、痛苦和愛…保有記憶其實不痛苦，痛苦的癥結在於完全的孤獨，沒辦法分

享這些記憶。」(p.252)  

三●我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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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觀點 

 

每個人都嚮往熟悉、安全的環境，就像書中人們生活著的「社區」，多麼善

良，多麼單純，卻又多麼無趣。 

 

人們將他們認為不需要的東西都刪去，包括顏色、音樂、自然現象、情感，以

及痛苦、貧窮、飢寒和殺戮。將這些多餘的元素除去之後，因為從不知道，從

來也沒有想像過，無知的民眾便能安於事先規劃、過濾後的世界，紛亂和爭鬥

也會減少，甚至消失。就如在上面摘錄內容中看到的，書中不只一次強調「同

化」的概念以及其重要性，如果大家都一樣，那麼就不會有所謂的競爭，一切

都在掌握之內，沒有驚喜也毫無爭端。 

 

而這，是一種每個人都會有的求安心態。 

 

「社區法則」是居民從小便根深蒂固烙印在心中的萬事準則，大人教導小孩不

可以隨意發問、在公共場合觸碰別人的身體，以免侵犯他人隱私；當小孩子到

了青春期時，做了所謂「激情」的夢境，必須要立即通報並馬上以藥物抑制；

甚至每個人的職業、配偶、子女不是自己選擇，而是要由長老會經過仔細觀察

後直接分配，以避免居民做出錯誤的選擇，造成日後不必要的爭執、不和，進

而影響整個社區的安寧…，種種規定將居民塑造得善良而重視禮數，但是在彬

彬有禮的外殼下隱藏的，卻是一顆顆失去關懷他人意願、逐漸冷漠的心。他們

無形中失去了身為「人類」原本就應該要有的某些情感，認為「愛」是一個太

過籠統、沒有意義的辭彙…。這種同化創造出的平等，雖然如願減少了大部分

社會問題的發生，但是這樣將自己藏在封閉的小小世界中，過著一成不變的生

活，什麼都能控制，什麼都在預料之中，對於人民來說，難道真的就是最好的

生活方式嗎？ 

 

我個人絕對不贊成同化的政策。我相信人就是要能夠自己選擇眼前的道路，不

管是枝微末節的小事還是影響甚鉅的大事，從今天要穿什麼顏色的外套出門

呢？到未來投身一輩子的職業是什麼的重大抉擇，就算會不小心做出錯誤的決

定，就算會後悔，也該由自己寫下自己的人生劇本，才算是活得完全。 

 

當看到了故事的尾聲，我為這些無知的人們感到悲傷和遺憾。這些住在這個人

造烏托邦中，安逸和平、與世無爭的居民們，其實並不是幸福的。而正因為他

們不懂得「不幸福」，便再也無法靠自己的力量創造幸福。 

 

如果沒有了痛苦的知覺，那麼也就感覺不到快樂，不知道失落的悲傷，也就代

表著不了解獲得的欣喜。因為情緒應該是相對的。當把人們天生具有的對外界

事物的感官知覺剝奪掉，其實同時也抹滅了七情六慾產生的機會，而這是極不

自然的。我認為，在《記憶受領員》一書中的人們，在失去那些關於情感的記

憶之時，就已經不能算是擁有完整的生命了，因為沒有了情感，他們只能苟且

說是可以自由行動的人偶罷了。  

四●討論議題： 

●討論議題 

PDF created with FinePrint pdfFactory Pro trial version http://www.pdffactory.com

http://www.pdffactory.com


 

「尊重差異」是我們常常呼喊的一句口號，世界上每個人都有他自己的獨特

性，而這些或多或少的差異性，也造就了各人不同的思考、情感和行為模式。 

 

但是所謂差異性包含的面向既多又複雜，各種程度、範圍、影響力都有。而我

們到底應該如何確實做到尊重他人與自身的差異性呢？難道我們能夠保證，成

全所有種類的想法對於這個社會都有正面的影響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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