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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相關書訊： 

  作者蘇珊．柯林斯（Suzanne Collins）原本是兒童電視節目編劇，在遇見兒

童作家 James Proimos 後受啟發開始寫作，甫推出《地底紀事》（The Underland 

Chronicles）即大受歡迎，並以一年一本速度完成五集系列作。這本《飢餓遊戲》

是柯林斯＜飢餓遊戲三部曲＞的首作，出版後不僅暢銷有獲得無數的好評，也

即將改編為電影。此本在 2008 年推出的新作，柯林斯將這未來的反烏托邦與古

希臘神話連結。而她自己也言明故事架構參照了古雅典每年要少男少女送進克

里特島上迷宮獻祭給牛頭怪米諾陶的神話，因為這神話說的正是獨裁政府視人

民為草芥。並且將舞台架立在因某種毀滅性的災難程為廢墟的北美洲，而處在

該國核心的十二個行政區組成的施惠國每年獻出一對少男少女做為現況轉播的

飢餓遊戲之參賽者，用以維持統治的權威。而柯林斯靈感的另一個出處是近年

電視的主要潮流——真人實境秀，從選出貢品到貢品們互相廝殺的實況，透過

直播傳送到全國觀眾面前，甚至還安排訪問貢品們的心路歷程，無所不利用還

真是娛樂界極致，也令人深覺媒體譁眾取寵的可笑。  

二●內容摘錄： 

  我不需要被告知第二次。我馬上轉身，兩腳剷進平原堅實的地面快跑，逃

離打麥跟卡圖，還有卡圖的聲音。直到我衝進森林時，我才回頭瞥了一眼。打

麥拿著兩個大背包跨過平原的邊緣，消失在那片我從未看過的區域。卡圖手握

著標槍，跪在克拉芙身邊，懇求她別拋下他。很快，她就會知道那是沒用的，

她已經回天乏術。我不時撞到樹，一再抹掉流進眼睛裡的血，像受傷的野獸般

飛逃。幾分鐘後，我聽到大砲響了，知道克拉芙死了，而卡圖會來追我們，若

不是殺了打麥就是我（？）。恐懼攫住我，頭上的傷使我衰弱，我開始顫抖，

我搭上一支箭，但我的箭可以射多遠，卡圖的標槍幾乎就可以擲多遠。（p.313）  

三●我的觀點： 

  起初當我看到《飢餓遊戲》時，這書名帶給我的感覺充滿了不和諧、牴觸、

衝突與矛盾。飢餓予人貧窮、苦難、哀嚎的想像；遊戲則帶來歡樂、滿足與笑

聲。硬把二者串連，呈現的是人性被逼迫的質素，但這正好適足說明這個遊戲

玩法殘酷，以及體制用集權壓迫人民達成表象和平的荒謬。 

 



  當我開始閱讀它時，我覺得又更加荒謬。我實在很難認同在一個電視機已

經發明的文明時代還能發生這種事情，有人會任憑自己被殺而不報警？但我又

想這或許是作者正在提醒我們的事。故事中都城統治者不管施惠國的人民的心

聲任意的控制著他們的生活猶如獨裁統治般的自私。然而深處在現代文明環境

中的我們是否就像飢餓遊戲中的貢品一樣任由外在的誘惑控制著我們的生活？

我們讓高科技主宰著我們，雖然知道我們必須靠生物的本能生存但是我們卻無

法脫離。「我會，必要的時候我會跟大家一樣殺人。我不可能不戰而降。我只

是一直期望自己能想出個辦法……向都成顯示他們並不擁有我，我不僅僅是他

們遊戲中的一顆棋子。」（飢餓遊戲 p.157） 

 

  而在這場遊戲中似乎就反映著我們的生活，弱肉強食，本來就是生物生存

的基礎。若我們想在這個充滿誘惑、陷阱的複雜社會中繼續生存，那我們就得

必須不斷的增進自己的實力。而其中的方法很多，例如：聯合次要敵人打擊主

要敵人、與自己的盟友演一場愛上彼此的戲碼好獲得同情。但在這一場驚險刺

激的遊戲背後卻又有著各種交雜的情感，並不只是一場血腥的殺戮戰爭也不是

唯有致他人於死地，才有存活並勝利的可能。作者極力在故事中突顯人性的美

好，迴避了殺與不殺的抉擇，並著重在野地求生與如何智取敵人的手段上。故

事中的各個主角在社會道德與生存之間的拉扯；在充滿腐敗及人心醜陋的環境

裡，利用女主角心裡內的叛逆充分地呈現親情的偉大及悲愴的愛情。充滿猜忌

與不信任的遊戲中，考驗著每個人的智慧，因為下一秒就可能陷入危機。然而

在這一場眾目睽睽的遊戲中，危機四伏，不是主動去尋找獵物就是等著被獵殺。 

 

  在我看來如果斯巴達的戰鬥是博物館高尚的藝術，那麼「飢餓遊戲」大概

是街頭謀生的體現，也許作者嘗試著告訴我們，存在生死之間的競爭無所不在，

甚至是愛情也可以是一種武器；而那些看似無情的冷漠眾生，抓著電視看著別

人的勝利失敗、起承轉合，不也是個被台上那些專業演出迷得團團轉的傻子？

看完這本書後我受到的啟發是——我們不可以只安逸於我們現在擁有的一切，

因為未來充滿了變數，我們應該要適時隨著環境的變化而調整我們的心態。 

 

  就如驚悚大師史蒂芬．金（Stephen King）所推薦的「在反面烏托邦的故事

之中，《飢餓遊戲》是佼佼者……故事節奏快速，始終充滿懸疑……我無法停

止閱讀，而在我知道主角的名字之初（喔，蓋爾叫她「貓草」），我就喜歡上

她了……作者是個文字高手，筆下絕無廢話，夾帶著令人愉悅的冷峻幽默。閱

讀《飢餓遊戲》會讓人上癮。」  

四●討論議題： 

  若只為了少數人的利益而剝奪了其餘人的權利，若在我們的能力範圍內無

法去阻止或改變甚至沒有足夠的勇氣去反對，那我們該默默得承受還是不顧一

切的進行革命呢?在現實社會政策中也常有些只為少數人的利益而剝奪他人權益

的不公不義的事情，選擇冷漠面對或默默承受都不是明智的表現，到底我們該

如何去面對及處理這樣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