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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0-17  記者 沈祐平 報導

（本書封面/影像來自奇摩圖片）

死後世界，你會重新經歷在世時的所有經驗，但這次順序全數重組：相同的事情聚集在一起，一
次在做個夠。

你會有整整兩個月只在自家門前街道上開車，另有七個月整天都在做愛……兩週時間全用來納悶

死後會怎樣。七十七個小時困惑，一小時發現自己忘了某人的名字。三個星期明白自己做錯了。

兩天在說謊。六週等綠燈，七小時嘔吐。十四分鐘經歷純粹的喜樂。三個月洗衣服。十五小時簽

名。兩天綁鞋帶。六十七天心碎。五週開車迷路。三天計算餐館小費。九天假裝知道別人在說些

什麼。十八天打開冰箱看裡面。三十四天經歷渴望的感覺。六個月看電視廣告。四個星期坐著思

忖可以把時間拿來做更好的用途。三年吞食物。五天扣釦子、拉拉鍊。四分鐘納悶許多事件若重

新來過，人生會是什麼樣。

在這樣的死後世界中，你的所思所想和在世生活幾乎沒兩樣，但在世的一切其實滿是祝福：因為

這時每個活動都能拆解成得以嚥下的小片段，所有時刻不會持續不斷，所以你能體會人生不同事

件交錯跳躍的喜悅，就像孩子在灼燙的沙灘上從這裡跳到那裡。

                                                                －（節錄自<死後四十種生活>第一則：

總和）

大衛‧伊葛門探訪死後的世界大衛‧伊葛門探訪死後的世界

這本書有著吸引人的名字，讓人將目光投向那古老而難解的問題－死後的世界，是什麼樣子？我

們應該如何面對死亡？思考著，讀者不自覺的思考著，然後……就掉進作者的陷阱裡了。

確實，<死後的四十種世界>徹頭徹尾在談死後的世界，它以四十個短篇故事，描述四十種死後

的可能。其故事以死後的情景為框架，設定鮮明的主題，利用和活著相對的「死」，重新襯托出

我們生命中許多盲目處。但綜觀網路上，大多數對此書的書評與心得，其思考於此後多走向宗教

探討、或純粹對死後幻想的吟哦。人們選擇用個人式的感懷，與作者的故事相「呼應」，十分可

惜。

 因為它意不在此。

大衛‧伊葛門（David Eagleman）是英美文學和神經醫學出身的學者，目前主持一間神經科學

實驗室，從其筆觸和故事進程的安排，不難發現其學院特質的嚴謹與細心。他將四十個故事由淺

入深編排，從簡單雋永的小諷刺和寓意，漸漸深入對生命的深切省思，讓人從會心一笑的體會，

終至拜服。而名插畫家伊卡魯斯的插畫，更為其氛圍添了不少雋永，並將大衛筆下似有若無的一

絲深意具現，讓故事精隨彷彿伸手可及。

 

死死後的世界其實並未脫離現世後的世界其實並未脫離現世

在大衛筆下，散發一種對道德通透了悟的冷靜風格，他的死後世界並非一般宗教中，那些美好或

  推文推文推文推文  
推薦文章推薦文章

● 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

● 那些年　爸爸與芭樂的回憶那些年　爸爸與芭樂的回憶

　　

● 關余膚色　我想說的事關余膚色　我想說的事

總編輯的話總編輯的話  ╱╱  郭穎慈郭穎慈

本期共有十九篇稿

件。頭題〈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

忠實刻劃一位科技新

貴勇敢出走，開設一間攝影風格咖

啡廳的歷程和堅持。

本期頭題王本期頭題王  ╱╱  洪詩宸洪詩宸

嗨，我是詩宸。 雖
然個子很小，但是很

好動，常常靜不下

來。 興趣是看各式
各樣的小說，和拿著相機四處拍，

四處旅行。 喜歡用相機紀錄下感
動，或值得紀念的人事物。 覺得
不論是風景還是人物，每個快門

的...

本期疾速王本期疾速王  ╱╱  吳建勳吳建勳

大家好，我是吳建

勳，淡水人，喜歡看

電影、聽音樂跟拍

照，嚮往無憂無慮的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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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牙塔外　明星高中存廢戰象牙塔外　明星高中存廢戰

針對十二年國教實行的現況、明星高中備受爭
議的現勢以及大眾紛歧的觀點作探討，歸納出
可行的未來發展。

橫著走出一條路　現實搖滾橫著走出一條路　現實搖滾

日本搖滾樂團RADWIMPS，以獨具的世界觀
和特殊省思角度，溫柔但尖銳的唱出此生的生
命態度。

恐怖的幻想，它並非脫離現世獨存的「寄託」。相反地，大衛雖未對此表述，卻已深深的諷刺之

。因為「寄託」或「警醒」正是現存宗教對天堂、地獄形象構築的根源。大衛不反對宗教，卻反

對排除其他可能性的態度，即是把持宗教發言權，隨意定義「生命價值」者。他以一篇篇的故事

清楚表示：一種價值觀就能衍生出一種死後世界，俯拾皆是信仰，但無一可證明為真。因此，他

的故事並不是要尋求解答，而是要將人對死亡的既定印象移開，讓人從狹隘的生命中暫時脫困，

並回首俯視那些囿限住人們的東西。

故事的設定清楚表示這點。這四十篇故事之所以能有極短篇的張力，源自於他「地」馬行空的設

定。在大衛的死後世界，那些造成意外結果的情境，並不是隨意構想，而是源自於生活中瑣碎的

盲點：眷戀、煩躁、自私的妄想……等。並且，「死後」的假設打破了終點，以不著痕跡的方式

，讓人遺忘既有的刻板印象，看見無限的可能。

是以故事中的上帝時常是可愛的、脆弱的、衰老的、愚蠢的、無力甚至失蹤的，祂們沒有發言權

和巨大的神聖身影，而以一個平易近人，笨手笨腳的形象出現，比起傳統宗教中，一個明明把世

界搞得烏煙瘴氣、屍橫遍野，卻還吹噓自己無所不能的強壯傢伙，書中「神」的形象，顯然更能

讓人直視，讓人思考，彷彿科學革命時，從匍匐中站起，首次看見自己身體的人們一般。

 

一段巨大而美麗的借代法一段巨大而美麗的借代法

在這部作品中，真正的上帝是大衛，他將讀者丟在一個只有自己和盲點的空間，除去紛雜的花花

世界後，看著讀者以驚嘆語調評論盲點，愚昧的將焦點轉移到周圍的空白空間，重新感嘆生命的

無常。或許，大衛就和他筆下的那些「老人上帝」、「電腦上帝」、「外星小怪獸上帝」、「網

路建構的上帝」一般，對於自己所操弄的問題：時間、真理、意義感到沈重，因而發出的隱晦感

嘆吧。

綜觀這整部作品，其實頗像是一段以巨大的借代法寫出的超級長句，用以抒發大衛自己的牢騷。

但並非是惡搞式的，那種映照出現實的鏡子，而是在對全文有所感觸後，讀者針對內容所發出的

第一句感嘆……而那就是大衛的牢騷，很精緻的惡趣味。雖不脫小品模式，卻已有鉅作的深度刻

劃，與其說談論的是死後世界，其實更像某種烏托邦小說，只是談的並非生活，而是試圖尋找人

生哲學上，那也許根本不存在的理想鄉。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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