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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解放而戰　恐懼與惡魔為解放而戰　恐懼與惡魔

2013-11-17  記者 許祐嘉 文

在黑夜，各式各樣的惡魔將從地心竄出，試圖將任何在地表上的生物，屠殺殆盡。人類躲藏在以

特殊符號繪製成的魔印保護圈中，等待白晝到來。當太陽出現在天空中，人們走出戶外，為死者

默哀。補強那些符號，並繼續害怕夜晚到來。

現在，地表上出現兩位最有機會擊敗惡魔的人類，卻憎恨對方的過去行為，以及思想差異，無法

團結，彼此對立。

 

靈感來自九一一　克服恐懼靈感來自九一一　克服恐懼

《魔印人》系列作是彼得．布雷特（Peter V. Brett）撰寫的奇幻小說。彼得表示，他想透過此

作品傳達關於恐懼的故事。他說：「我筆下的反派強大得人類無法與之抗衡，因此重點反而是恐

懼對人的影響。」

為了創造一個恐懼力量極為強大的反派，故事背景特別設定在人類無法自由行動的黑夜中，直到

白天，人類才可以自由活動。生存在這個世界的人類心中懷抱極大的恐懼出生，也懷抱相同的恐

懼老死。彼得讓這些角色生存在可怕的世界中，讓讀者看見這些角色如何克服自己與生俱來的極

大恐懼。

此系列作推出第三部《白晝戰爭》。南方城邦領主，自稱為解放者的賈迪爾，帶領軍隊攻佔北方

諸城。並建立強大軍隊，試圖將全人類從惡魔掌控中解放出來。《白晝戰爭》將故事拓展到兩大

城邦體系的衝突。南方與北方文化就如同真實世界中的西方文明與中東地區的阿拉伯文明，或者

宗教衝突。其實作者透過這部系列作表達美國自九一一事件以來，美國境內的緊張情況，以及美

國人民對於恐怖組織的恐懼。美國打擊恐怖組織的行為，也成為小說裡人類逐步走出恐懼，為了

解放與自由而戰的過程。

 

兩位解放者　與理念衝突兩位解放者　與理念衝突

出生平民的「魔印人」亞倫認為，人類與生俱來的恐懼感是需要被質疑的，為什麼人類不挺身對

抗惡魔？一味苟且偷生求心安，只是下下策。他全身佈滿魔印刺青，以自己強大到難以想像的力

量獨自走入黑暗，屠殺惡魔。即使亞倫自己不斷認為自己並不是解放者，認為只要走向黑暗、走

向恐懼而奮戰的都是解放者。但他還是受北方人推崇，成為北方人的自由象徵。不過在南方人的

觀點中，亞倫不過是個盜墓者。由於他找到傳說中的聖物，這樣的行為使得南方人抱有：「一個

外地人膽敢自稱解放者並竊取聖物。」的想法，導致亞倫曾經遭到賈迪爾陷害。這事件也是亞倫

與賈迪爾的衝突點。

魔印不僅是惡魔符號，更象徵力量。

（圖片來源／許祐嘉製圖　圖片素材／Peter V Brett 官方網站）

北方城邦的亞倫與南方城邦的賈迪爾，其實分別代表兩種截然不同的解放者思維。亞倫是魔印人

，全身上下刺上魔印的力量，魔印象徵著打敗惡魔、人類解放與完全自由。魔印刻在人身上，象

徵著一切的奮戰、解放與自由。這些信念匯集於人心，由人來完成，所以人人都可以作為解放自

己的救世主。賈迪爾持有聖物卡吉之矛，魔印刻在武器上，象徵著力量、權力與強度才是解放的

關鍵，有統一的領導規範與強大的領袖，才能達成完全解放。賈迪爾所建構的解放方式不是團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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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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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包容，而是服從與併吞。

事實上卡吉之矛本身的魔印就象徵力量，這種魔印刺在亞倫身上，到最後武器落在賈迪爾身上，

就涵蓋了這些象徵從被發現到移轉的過程。兩種不同的思想，爆發兩大體系衝突。這些衝突點即

是本系列作品中人類與惡魔間的故事之外，吸引讀者的另一股張力。

 

性自主與階級　絕望生性慾性自主與階級　絕望生性慾

除了書中每個角色漸漸地克服心中的恐懼方面以外，作者對於情慾部分描寫得極為生動，可以說

是書中一大特點。但對於每個情愛橋段和肢體畫面的描寫之外，作者在書中安排的性別議題亦是

系列作的重點之一。

賈迪爾的妻子英內薇拉，是克拉西亞城裡一位編織竹簍小販的女兒，父親則是克拉西亞的武士階

級，從來不把家裡的女人放在眼裡。在克拉西亞的文化社會裡，低階層的女性不過是武士階級男

性呼喚的奴隸。甚至在比較高階的武士階級中，女兒的婚姻只是作為一種政治外交手段。賈迪爾

有多位妻子，除了第一妻室英內薇拉，其他皆是政治婚姻，甚至賈迪爾把這些女性做為一種性玩

物。

《白晝戰爭》封面為英內薇拉，象徵一切結果皆歸因於她。

（圖片來源／博客來）

亞倫的青梅竹馬瑞娜，終身受到父親豪爾的凌辱以及性侵。瑞娜殺害豪爾的行為，成為脫離父親

控制的象徵，亦成為脫離自身恐懼的象徵。之後她與亞倫成為夫妻，成為故事裡女性追求真正自

由戀愛的代表。黎莎的母親伊羅娜，認為女性不過是繁衍下一帶的工具，甚至經常和其他男人發

生性行為。黎莎表面上不想與母親同流合汙，但在北方與南方政治考量，她甘願作為一座溝通橋

樑。先後與賈迪爾以及北方城邦的湯姆士公爵發生性行為。就一方面而言，黎莎雖然是基於期望

透過犧牲自己而能團結北方與南方，日後共同對抗惡魔這樣的理由，也可以看到她逐漸步上母親

的後路。

瑞娜與黎莎是在本系列作中典型的女性例子，前者不顧一切追求真愛，後者則全為別人而愛。她

們都是透過與男人的肉體接觸達到自身的滿足、並填補空虛的心靈。近代性別議題在書中的描寫

可以說是過於誇飾，可以說作者所構思的恐懼世界中，人類在絕望過頭的情形下，恣意放縱自己

的慾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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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野餐趣　草地微旅行親子野餐趣　草地微旅行

二○一四年十二月六日，由一群七年級生組成
的團隊發起的親子野餐會，在臺北大安森林公
園登場。

重機街頭文化　磅礡展出重機街頭文化　磅礡展出

由雜誌社所主辦的重型機車展「Ride Free
5」，在五股工商展覽館盛大展開，呈現具有
速度和藝術感的騎士文化。

解放恐懼與克服惡魔的故事，尚未結束。

（圖片來源／Peter V Brett 官方網站）

《魔印人》系列作雖然尚未完結，但可以期待作者在接下來的作品中，描寫這些角色在恐懼什麼

？如何突破自我恐懼？作者以小說最傳統、最樸實的敘事技巧，訴說代表勇氣與人性的奇幻故事

。接下來人類又會面對什麼恐懼？是各種可怕惡魔抑或是險惡的人心？值得人們引頸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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