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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圖書作者與內容簡介： 

這本書敘述脫北者朴智賢的邊境血淚故事，由來自南韓的徐琳執筆，不帶批判

的文字生動傳遞真實紀錄。 

 

主角朴智賢出生於北韓清津，從小對金日成社會主義思想深信不疑，但在一九

九零年代大饑荒的時空背景下，社會主義在她心底徹底摧毀，她選擇逃離北韓

來到中國，然而迎接她的不是嶄新的生活，而是在人口販賣下接踵而至的性

侵、暴力及勞動，被逮捕後又輾轉回到北韓，最後再次逃亡中國。 

 

 

二、內容摘錄： 

小時候我認為自己很快樂，我不知道的是，我會覺得快樂是因為大家都說很快

樂呢？抑或是我真的覺得快樂？我的快樂是用處方籤調製出來的，需按時服

用，處方如下：團結一心、集體生活、樂觀向上。劑量是白天服用十二小時，

晚上服用十二小時。（P.71） 

 

我沒有交男朋友，而且也不太想交，因為我知道只要一有風聲出來，每週的自

我批判大會就會虎視眈眈地等著我。（P.137） 

 

你留下的眼淚證明了我們是人，至少你，你是發自內心地哭泣。你知道自己是

有感而發，讓大家看看你的眼淚，讓他們以為你是為了偉大的領導，為了他而

哭泣，但實際上，你是為自己而哭，為自己的悲哀而哭；大家都會以為你是黨

的忠誠信徒。（P.180） 

 

 

三、我的觀點： 

今年農曆春節到阿嬤家玩，偶然看到一則電視廣告：「看了阿信，你就會知道

自己有多幸福！」當看完《我要活下去》這本書，我也有這樣的感觸。主角朴

智賢從小幾乎沒有吃飽過；沒有慶生，生日至高的奢侈是享有一整碗白米飯，



不用分給別人；用飄著魚腥味的自製沙丁魚肥皂洗頭、洗澡。自有記憶以來，

我從未嘗過飢餓的滋味：每年生日除了生日蛋糕外，還有許許多多親朋好友送

的生日禮物；洗髮精用的是無矽靈純天然玫瑰花香味。原來，世界上還存在著

脫離我們所認知的現實和想像。 

 

三十八度線的兩端──北韓與南韓，除了土地相連、相同的語言之外，似乎沒

有其他交集。南韓是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繁榮；北韓則是極權共產主義國家，

飽受饑荒所困擾。對於北韓，我們大多霧裡看花，了解甚少。去年熱播的韓劇

《愛的迫降》曾引發一連串熱烈討論的話題，劇中描述北韓的生活型態，滿足

我們對這個神秘國度的好奇心，例如因為電力供應不穩，家裡有個可發電的腳

踏車，邊踩就能邊發電，或者火車開一半，因為沒電突然停個八、九小時。這

本書，正好引領我進入那個陌生時空。 

 

北韓人普遍過著饑荒與迫害的生活。我試著拋開現實生活的一切去理解書中人

物的感受，但是當我讀到本書主角被母親帶到中國販賣給人蛇集團時，實在讓

我感到錯愕。是什麼樣的困頓摧毀母親舐犢情深的天性、打破虎毒不食子的說

法？這是一個引爆點，因爲主角的磨難正是由此展開。人蛇集團的性侵、丈夫

酒後的家暴，讓她成為家裡不折不扣的奴隸，最後懷孕生子後被密報，被迫與

兒子分離。如果是我，能拋下心中對母親的仇恨嗎？這是個很糾結的問題，愛

得越深通常恨得更深，但是，當我沈浸在書裡的時代與氛圍中，試著以主角的

角度看待，我了解那是一個亂世，現實生活的困苦和悲慘讓人走向了極端，那

是被逼向絕境、下意識顯露出醜惡的人性罷了。這樣的選擇是時代悲劇下的結

果。然而主角並沒有被擊垮，她生下兒子被遣返回北韓之後，想著一定要再回

中國接回兒子，最後她也做到了！ 

 

為了活下去，她被說服拋下心臟病的父親偷渡到中國；她要活下去！為了接回

在中國的兒子。她努力對抗生活中的陰暗，總是企圖為自己找到生機與希望。 

 

本書主角所蘊含堅軔的性格，是面對艱困環境最大的利器。以前的我遇到生活

中的困難，第一個念頭常常是逃避，假裝一切沒有發生，十足的鴕鳥心態。漸

漸地我發現，問題從不會因此消失，有時更像滾雪球般的越滾越大！其實我缺

乏的是面臨失敗的勇氣。直到我在學習樂器的過程中，領悟到失敗才是學習的

開始，失敗讓我難過、學會檢討，也讓我產生再次挑戰的勇氣。我發現失敗產

生的勇氣，讓我的生命更有韌性，遇到再大的挫折，也能坦然面對不屈不撓。 

 

《我想活下去》是一本充滿正能量的勵志書籍，她的故事啟發我讓我深受觸

動，不禁讓我思考，我能為一樣正在受苦難的人做些什麼？「生於斯，長於

斯」，我們的社會中有許多資源不足、生活困頓的弱勢團體被忽略，無論以微

薄的零用錢捐助或是加入志工服務行列用行動力支持，都是我所能做到的事。

凝聚愛的力量，將愛心用在需要的人身上，我相信世界上一定能少些苦難多點

幸福。 

 

 

四、討論議題： 



在別人的苦難中，我們看到的是自己的幸福還是責任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