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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相關書訊： 

本書作者在十五歲時因偶然的因素而被關入了集中營，從此擺蕩在生死之間長

達一年之久。《非關命運》就像是一本自傳體，回憶著一段慘絕人寰、地獄般

的生活，然而在字裡行間卻看不到任何批判的字眼，沉重的痛楚也被一筆帶

過，彷彿一切都是理所當然，沒有特別反抗或埋怨的聲音，完全以一位天真懵

懂的十五歲少年口吻平鋪直述。一個少年的觀點，正是這本書的主題，是一個

沒有受到任何人為價觀影響的觀點，既未受到政治思想的影響，也沒有種族觀

念的干擾，連什麼是信仰也只是抱持著懷疑態度。這就是一個純淨的少年對於

最為殘酷的人為迫害及災難的記實與回味。而非關命運此標題除了闡述了「認

命」的敘事母題之外，也強調面對命運時應該要多一份體會與勢懷。  

二●內容摘錄： 

（一）一個人永遠無法重新開始心生活，只能繼續以往的生活。我的步伐是我

自己走過的，別人都不能代替我走。難道他們希望我曾嚴肅走過的路，之前所

有走過的步伐都一筆勾消？為什麼突然要我改想法？為什麼要我抗拒？我不能

接受。如果有命運，那麼就不可能有自由；若有自由—我繼續說，愈說愈熱烈

激動—就沒有命運可言。我停下來，只為了吸口氣，也就是說，我們自己就是

命運。（p.223） 

 

（二）沒有人可以從我這裡把所有的東西都拿走。問題並不在於我是勝利者或

是失敗者，也不是探討原由或結果，探究誰對誰錯。他們應該了解，我甚至懇

求他們弄清楚，不能因為我是無辜的，就叫我把這些愚笨制及的苦楚全部網肚

子裡吞。（p.224）  

三●我的觀點： 

命運到底是什麼？為什麼失敗與挫折一再的跟隨著我們？我們總是覺得命運在

捉弄我們，常常感嘆｢人生不如意十常八九｣，然而，真的是這樣嗎？許多人因

為深陷苦難之中，反而越挫越勇，活出了生命的光彩、生命的意義，如：貝多

芬在耳聾時創作出永垂不朽的第九號交響曲、謝坤山因一場意外喪失了四肢，

但也因此繪出一幅又一幅賞心悅目的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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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處於困頓的環境中，我們很容易怨天尤人，如此只是無濟於事，並且會

陷入低迷、無法自拔的情緒。而我們也習慣為這些事情遭遇找出個來龍去脈，

想要了解它，但生命中卻有太多的巧合，是我們無法解釋的，那我們就該學習

放下。在集中營裡，大家排著隊伍，一個個的向前遞補，最後有的進了煤氣

間，有的幸而存活，然而理由呢？只在那德國軍官要把人分為該死或該活進而

撥到左邊還是右邊的直覺而已。有的人料想斷無生理，卻活了下來，有的則相

反。有時衰弱的人要受到淘汰，大家就要拼命支撐著不能讓自己倒下去。但

是，換了另外的狀況，卻可能因為衰弱而存活。什麼都不一定，命運的假定前

提是有一個不可知的存在主宰了我們，然而作者卻不相信有這麼一回事，非關

命運，卻有無數的偶然，偶然又與時機息息相關，有的時候是意志佔了上風，

有的時候只是機會而已。人的存亡生死是那麼樣的不可測，在集中營裡如此，

然而想想，既使是在集中營外，又何嘗不是如此？是命運也好，不是命運也

好，全在於身歷其境的人對這個字眼與事實關係的認定。 

 

是命運也好，不是命運也好，它都不是那麼重要了！重點應該是：要如何爬

起？如何再讓自己快樂？從：《每個人開口都問我「可怕」的事、「恐怖」的

事，可是這個經驗反而令我質疑。下次，如果還有人問起，我要告訴他們我在

集中營裡曾感受到的幸運。》書中主角所使用的方法是：對於發生在自己身上

種種不幸的｢巧合｣始終抱持著｢認命｣而積極面對未來人生的態度。生命就像一

條不能回頭的道路，我們一步步走來，也要一步步往前走，對於誰都無法改變

的過去事實，為何要執著，｢既來之、則安之｣，我們應該學習把它放下，把它

轉化為一股動力，使我們可以奮力向前衝，我相信十年、二十年後，它將會變

成一個一笑至之的回憶。 

 

在苦難中，總是有兩種人，一種是被苦難打倒的人，另一種則是挺過去的人。

但無論生死，很少人會被苦難給打倒。人，不論是堅強的，還是軟弱的，最後

都將克服它，只不過所需時間或長或短。當在不幸中，我們要尋找希望，在心

酸時，我們要尋找幸福，因為它們就像黑暗中一絲光線，會帶領我們找到出

口。我們也可以尋求他人的幫助，我相信大家都會願意伸出援手拉你一把，當

然，先決條件是我們要正視它，不是一味的逃避，因為｢天就自救者也｣，唯有

自己願意拋下那沉重的包袱，它才有辦法從肩膀上滑落。 

 

另外，書中還有段話：《｢譬如---我告訴他---很多囚犯已經在集中營裡待了四

年，六年或是十二年之久。我應該說，以前我在集中營裡所看到的人，有待過

四年、六年、十二年的人，每年乘以三百六十五，十二個三百六十五，又乘以

二十四小時，繼續計算下去，日、時、分、秒。計算出待了多久。我又補充

說，時間也許幫助了他們，因為如果這三百六十五，乘以十二，乘以二十四，

乘以六十，再乘以六十，如果這些時間全部落在他們頭上，他們不可能承受得

了---以前他們曾經以某種方式慢慢熬過去了——否則無論在身體上精神上都無

法承受。｣》生命是時間一點一點的累積，一次一次的困苦也是逐步的來臨，時

間是一帖撫平心靈最好的良藥。而人就是在如此時間的過程中慢慢改變、昇華

自己、使自己成長，所以我們要多給自己一些時間，讓自己冷靜下來，不要因

一時的衝動，而作出傻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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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棵樹，因受到狂風暴雨種種的考驗，而失去一片片蒼翠的葉子，但經過一段

漫長的時間仍然能再開花結果。人生又何嘗不是如此？｢痛苦會過去，美會留下

｣，任何不如意的事，最終也只是生命中的一段小插曲，對於過去｢不堪回首｣的

往事，我們要坦然面對、敞開心胸的接受它，畢竟它是無法抹滅的，而生命更

是不可能重來，也只有勇敢接受，才不會讓自己潛入一個無法救出漩窩中。  

四●討論議題： 

（一）因種族主義而引發的大屠殺並非在二次大戰納粹失敗後就終止了，直到

最近，如塞爾維亞、如盧安達大屠殺、種族屠殺等等的慘劇，依然在這個世界

不斷的上演，沒有任何跡象顯示人類偏見所引起的悲劇政見件消失。但其實，

許多屠殺正式種族主義對抗種族主義的結果，或是以種族主義報復種族主義，

如此的相殘，自然永無寧日了。野心家的鬥爭是一回事，最可憐的還是平民百

姓，他們被迫遷徙流離，死於道旁者溝壑者也不計其數。 

 

種族主義與種族主義的對抗，是人為禍患的罪魁禍首。對於納粹的屠殺我們當

然有許多譴責的聲音，對於所有的種族主義思想我們也都不同意，然而在一場

又一場的屠殺中，真相到底是什麼？人性是否一定程度的包含了種族主義偏激

的因子？還是這僅僅屬於一個容易操控的情緒議題？ 

 

（二）今日的臺灣，雖然人民所得提高，看似無憂無慮，但卻有越來越多人罹

患憂鬱症、躁鬱症…等心理疾病，也有許多人因為感情問題、精神問題而自

殺，它的原因到底是什麼？難道是我們的抗壓性變低了？是我們缺少發洩情緒

的管道？還是我們彼此之間變的疏遠，不再有人情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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