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壹、導讀

在「同化社區」裡，只有特定的一個人能享有歡樂、愛戀、饑餓、痛苦……，如果可以選擇，你會選擇獨

享還是共同承擔？

書封上寫了上面的這一段文字，所謂的「同化社區」指得是烏托邦，一種理想國，它並非一個真實的國家，

而是一個虛構的國度，有著至美的一切，沒有紛爭。同化社區烏托邦 (Utopia) 原本是托馬斯 ‧ 摩爾以拉

丁語寫成的一本書，該書全名為《關於最完美的國家制度和烏托邦新島的既有益又有趣的全書》(1516

年出版 )。烏托邦的原詞來自兩個希臘的詞根：ou 是「沒有」的意思，另一個說法是 eu 是「好」的意思，

topos 是「地方」的意思，結合在一起意指的是「沒有的地方」或「好地方」的意思。

《記憶傳承人》一書描繪一個同化社區裡，每年 12 月舉辦「大慶典」的活動都讓人翹首盼望，因為年滿

12 歲的青少年將在這一天領受長一歲的賀禮，並將會知道未來要擔任何種工作。但決定擔任什麼樣的工

作，並不是由青少年自己選擇，而是由社區裡的長老依據長期觀察孩童的興趣、擅長和表現而分派的。

故事中的主人翁 - 喬納思一直想不出自己擅長或興趣何在，因此面對即將到來的「大慶典」感到不安卻

又充滿了期待。

「大慶典」當天，年滿 12 歲的青少年依照號碼陸續上台，接受長老們分派適切的工作，並接受大家的喝

彩。然而喬納思卻被留到最後才上台，這讓他感到不安甚至羞恥，懷著忐忑不安的心上台的喬納思，接

下了社區中唯一且又榮耀的工作 -「記憶傳承人」。對於這份工作到底要做什麼，喬納思並不清楚，只能

從拿到的工作單中知道，他可以享別人沒有的特權，他可以任意活動，可以問任何人任何問題，甚至說

謊，這對喬納思而言是無法理解的。

原本平和、沒有色彩、沒有陽光、沒有四季、沒有高低起伏、沒有放縱、沒有病痛、沒有饑餓、沒有欲望、

沒有喜惡，甚至沒有愛的社區。每個人都在既定的軌道上生活著，無需擔心下一步怎麼走，對事物不需

追根究底，完全不用思考，因為一切皆有定數。例如什麼時候可以有伴侶、什麼時候可以有孩子，還有

什麼時候會被「解放」( 死亡 )，都被安排得好好的。萬一遇到突如其來的狀況則會有「記憶傳承人」可

供諮詢。

而喬納思之所以會被指派擔任「記憶傳承人」，除了聰明、正直、勇敢外，他還具備了一項「超眼界」

的能力，能看見色彩的潛在能力。「記憶傳承人」的工作是什麼呢？他要負責記憶整個世界的記憶，不

止現在還要包括更早更早以前的所有記憶，需要一遍又一遍重複經歷那些過往的事件，這也是智慧的來

源，也是塑造社區未來的依據。所以「記憶傳承人」要替社區裡所有的人儲存冷熱、病痛、戰爭、饑餓

乃至思考、辨別等記憶…。這需要承受極大的痛苦，但相對的也會有歡愉的記憶，如陽光、四季、顏色、

溫暖，還有愛。

陪伴學生在閱讀《記憶傳承人》中，

從烏托邦的制度中
檢視自己生活的世界！

 | 王怡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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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喬納思接收上一任記憶傳承人給予的記憶時，開始感知不管是身體或心靈上，各種不同以往的種種真

實感受。這讓他開始思考現處的同化社區，為了能控制很多事情，以便讓社區的人們不用擔心身心受到

困擾，但也因此需要放棄許多事情 ( 例如：色彩、陽光、愛 )，這讓喬納思感到憤怒覺得不應該如此，而

身為「記憶傳承人」擁有了別人沒有的記憶，無法與朋友或家人分享記憶中的感受，更讓喬納思感到孤

單與悲哀，於是喬納思決定逃亡！

因為他的逃亡，可以讓所有的記憶全部重回到社區人們的身上，讓大家有機會體會到人與人之間是有差

異的，每個人都可以擁有自己的好惡、愛恨情仇，都有權利做判斷、做選擇！書的最後結局，並未交代

逃亡後的喬納思怎麼了，也未說明當全部的記憶回到社區人們身上時，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而只是安

排了一個場景，他看見了燈光，認出那是從窗口透出來的燈光，在屋子裡有棵大樹，樹上掛滿了各色的

燈，有一家人正在歡慶節日，隱喻著反烏托的世界正等著喬納思啊！

《記憶傳承人》是露薏絲 ‧ 勞瑞的第二本榮獲紐伯瑞獎的科幻小說。露薏絲 ‧ 勞瑞在 40 歲時才開始決定

當一位作家，她寫作的題材非常廣泛 ( 有風趣幽默、談戰爭與屠殺、收養、精神疾病等 )，而《記憶傳承人》

則以烏托邦為小說背景，探討在理想國度中看似美好沒有紛爭的世界，人是否能得到真正的幸福？

此書的寫作靈感來自於露薏絲 ‧ 勞瑞小時候居住日本的經驗，因為父母的刻意保護，讓她過著幾乎與在

美國一模一樣的生活。雖然生活過得很安逸舒適，但也因此無法有機會接觸不同的文化，結交異國的朋

友。因此，成年後的她開始思考這樣的問題，生活在刻意乃至控制的無憂好比烏托邦的世界，到底對於

成長中的青少年是好的嗎？《記憶傳承人》一書，值得老師們引領學生針對書中的各項議題進行廣泛的

思維討論，作為人生價值觀探討的借鏡書。

貳、共讀前的討論

一、透過繪本《橘色奇蹟》（遠流），除了就書中的「我的房子就是我，我就是我的房子」一詞進行

觀點討論外，亦可與學生可以就「相同」與「多元」兩個議題進行討論！

二、可以請學生每人分享一項充滿「記憶」的物品，「記憶」可以是快樂開心的，也可以是難受痛苦的。

當然也很建議老師也加入「記憶」分享，藉由此活動，讓師生在共讀《記憶傳承人》前先有自身

的體驗分享，使閱讀此書的過程中可以有所對應感受。

三、在有風的日子帶學生到戶外有樹與草的地方。請學生各自找到舒服喜歡的地方，躺下來閉上眼睛，

用身體、用心感受當下周遭環境的所帶來的感覺，約數分鐘後，請學生打開眼睛，說說剛剛感受

到了什麼？為何每個人的感受不盡相同呢？由此，讓學生了解「感受」這件事是很個人的，原因

可能來自不同的經驗或…？ 

參、共讀後的討論

一、書中的「大慶典」，將指派已滿 12 歲的青少年擔任未來的職業，也就是說進入職場工作，這對

現今台灣社會 12 歲的青少年而言，應該是陌生且不容易理解。就這部分的可以與學生談談，想

想自己 12 歲的時候，如果不再讀書了，可以或想做什麼？原因是什麼？建議老師們可搭配《12

歲的天空》（晴天），針對兩書中同是 12 歲的少年心境，進行討論分享。



記憶傳承人／ 深耕計畫教案 103-2

二、在同化社區中有一項工作：「孕母」，當莉莉因為小寶寶很可愛，所以順口說出未來想當「孕母」

時，被母親喝止並說「孕母」是不光彩的事。另外，當喬納思為一名老婦人沐浴時，老婦人也說

了「所有的生命都是有意義的，但是艾德娜她只是一名孕母，生完小孩就到食品製造工廠工作，

都沒有成立家庭，我覺得她不是很聰明」，請學生說說看自己對於書中「孕母」角色的看法。另外，

可以再和學生談談對於「職業是否有貴賤之分」的看法。

三、書中第一次提到「解放」是發生一架來路不明的飛機在社區上空盤旋，後來發現是受訓的駕駛員

讀錯了導航指示，所以轉錯了彎。因此，社區中的擴音器裡播報員說了：「不用說，他會被解放

的。」「解放」指的是什麼意思呢？同時請學生將書中提到「解放」的事情，一一找出並加以敘述。

接下來，討論書中是誰決定誰可以被「解放」，這兩者的對應關係是如何？覺得公平嗎？或是有

其他感受呢？討論「解放」的議題時，建議老師們可以多傾聽學生的看法，適時地連結台灣現今

社會談論的「死刑」議題！

四、「激情」喬納思聽過這個名詞。社區法則中有，只是不記得上頭寫些什麼。播音員也不時提到：「請

注意！提醒大家，如果產生激情現象，要往上呈報，以便開立處方治療。」以上是在書中出現的

一段情節，在這樣封閉個人差異的社區裡，每個人的成長都受到嚴密的觀察與控制，就算有人產

生激情也會立刻被開立處方以藥物控制。雖然因此犯罪的差異行為不會出現，但請學生想想這樣

的作為也會失去什麼？此外，也請學生想想，失去激情，對人的生命會有什麼影響？

五、擔任「記憶傳承人」有一些特殊的規定，可詢問學生對於哪一項規定感到疑惑不解，並說出心裡

的想法，並一一寫在黑板上。接下來，請老師和學生一起歸類或挑出關鍵詞 ( 字 )，與學生進行討

論。（特殊規定共八項，請參閱 111 ～ 112 頁）

六、書中描繪的同化社區，為了讓大家的生活、言行乃至思想都是一致的，因此有了「記憶傳承人」，

而擔任此工作的人被賦予榮耀的象徵，他必須負載著幾代社會與人的記憶，不論是愉悅或痛苦都

只能自己承受，無法與任何人分享。請同學針對同化社區的社會形態，進行個人的見解分享，另

外也可再進一步談論自身是否有無法與人分享的事，當時的感受如何？以及如何排解呢？ 

七、現今的社會環境，雖然不同於同化社區嚴密的要求一致性，但對於行為異於常人的人或事，還是

抱持著不敢苟同乃至唾棄的舉動。請問學生對於「多元」這個詞彙的看法與解讀。老師們也可以

設定一個社會事件，讓學生進行正反兩面的辯論，藉此體會理性討論與傾聽，有助於彼此差異的

個體或觀點，能有積極正向的思維乃至找到好的解決方案。

八、「你們愛我嗎？」當喬納思問父母這句話時，一陣難堪的沈默立刻瀰漫開來。媽媽回答說：「你

用了一個籠統的字，那個字沒有什麼意義，幾乎已經廢棄不用了。」你覺得這段對話，對已能感

受「愛」的喬納思而言，造成什麼樣的影響？同時，也請學生想想「愛」是怎麼來的？「愛」重

要嗎？為什麼？如果世界沒有「愛」，會變成如何？

九、「記憶傳承人」的住所與一般家庭最顯著的不同是「書」。在一般家庭，只有必備的幾套書：一

本字典及厚厚的社區說明手冊，還有社區的法則大法。「閱讀」似乎在同化社區不重要，為何同

化社區不重視「閱讀」或是「書」，就此請學生說說自己的看法，並討論自己對「閱讀」這件事

的觀點或喜好。

十、此書最後作者並未清楚交代喬納思與佳兒的結局，建議可讓學生發揮個人的閱讀感受與想像，為

喬納思與佳兒撰寫一個結局。藉此，可以再引介此作者另外關於「理想國」四部曲的其他三本著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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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給老師的一些閱讀建議

《記憶傳承人》是一本作者以烏托邦為故事背景，試著讓讀者反思目前自身生活的社會，當中可能產生

的矛盾與衝突。藉此，討論個人價值觀乃至社會的種種現象所產生的議題。因此，建議老師可以多找些

貼近青少年成長體驗的書籍，透過閱讀來理解青春時可能面臨遭遇的情況，有助於青少年個人價值觀的

釐清與建立，對於社會所討論的議題也能有獨立思考與判斷的能力。 

遠流出版的「新家園繪本系列」：《三隻小狼與大壞豬》、《城市庭園》、《橘色奇蹟》、《街道是大

家的》、《天堂島》等書，希望透過不同的「人與環境（社會）」的故事描繪，讓讀者思考自己與環境（社

會）的關聯，以及如何找到兩者之間好的相處模式。值得推薦給學生閱讀討論。

此外，本書作者「理想國四部曲」的其他三部作品：《歷史刺繡人》、《森林送信人》、《我兒佳比》，

完整閱讀後，可以更清楚掌握作者對於烏托邦制度的檢視與反思，同時，也能培養學生閱讀系列書籍的

經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