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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 · 書評

救贖他人和自我，還剩多少可能？

為何隨機殺人、自殺潮層出不窮，我們該如何面對這樣的社會？

讀書時間觀點

何明修 
台灣社會學者、國立台灣大學社會系教授

20160419

 

【編者按】從美國、挪威的無差別槍擊，到台灣的隨機殺人；從日韓、經濟危機後的歐洲，到香港學生自殺潮，資本主義體制和現代人集體精神處境間，

有何複雜連結？誠如作者所說，「這本書要探討的題目不只是犯罪與自殺，還想談已經瀰漫在當代文化中的無政府主義與自殺動機，以及一種因焦慮與攻

擊性而導致的暴力現象。」

作者法蘭克‧貝拉迪（Franco ‘Bifo’ Berardi），歐洲左翼思想家。也許他對資本主義病灶的指認略顯空泛，起碼他一針見血地指出了當代人的軟肋：被困

在對秩序的教條守護中，對失序簡單粗暴、不知所措。

攝：Billy H.C. Kwok/端傳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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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大屠殺、自殺與現代人精神困境》（Heroes: Mass

Murder and Suicide）

出版時間：2016年4月 

出版社：：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無論是台灣或是世界各地，駭人聽聞的無差別殺人事件總是激發強大的道德恐慌（moral panic）。恐懼自己或是家人成為下一

個盲目暴力的受害者，席捲了整個社會，一時間人心惶惶，不知所措。

緊接着出現的集體情緒則是憤怒，首先是針對冷血無情的犯案者本人，接下來則是擴散到犯案者所擁有的社會屬性，他是不是

少數族群、是不是穆斯林？有沒有吸毒前科、是否患有精神疾病？他是整天沉迷於網路遊戲的阿宅嗎，還是交不到女朋友、低

薪窮忙的魯蛇（loser）嗎？

如果一個社會的文明化程度不充份，集體心理素質不健全，那麼道德恐慌的後果將是十分醜陋難堪的。群眾自發的私刑暴力，

甚至只是言語恐嚇，成為恐懼與憤怒的發洩管道。

為了弭平暴力所帶來的心靈創傷與人性扭曲，一個缺乏關愛的野蠻社會，只得訴諸於更強大的仇恨、以及以更沒有人性的方

式來進行集體療癒。

甚至，為安撫普遍瀰漫的不安全感，我們不得不將和兇手相同社會屬性的群體通通視為潛在的犯案者，無論其方式是追踪管

理、強制就醫等。

當某個社會向來蔑視人的尊嚴與價值，他們的確有可能為了求得生存，而親手奉上珍貴的自由，自願禁囚於自己所打造出來的

監獄之中。不幸的是，對於某些人而言，牢籠裏的安全與保障就是難以抵抗誘惑。

無差別殺人事件不只是帶來極端的威脅感，更是傷害了集體生活所賴以為生的信賴與善意。一個心態成熟的社會應該是首先致

力撫慰受害者與其家屬，讓這些個人的與集體的疼痛獲得慰藉。接下來才是避免下一次的悲劇發生，亡羊補牢。

無論這些殺人事件都源自於精神病患、社會邊緣人、政治狂熱分子，他們本來都是這個社會的成員之一，然而因為種種因素，

他們才誤入歧途，犯下了傷天害理的暴行。將這些「種種因素」找出來，縫補已經出現裂痕的社會安全網是必要的補救措施。

事實上，只要經稍微動腦想一想，就知道將一堆「潛在的犯案者」列為監控對象，只會製造出反效果，甚至釀成下一次的悲

劇。講白了，這就是社會學一直在談的「標籤效應」，被診斷成為精神失序的人更可以不為自己行為負責，被社政單位指認為

需要援助的弱勢國民，也獲得了不用自立自強的藉口。

如果說，我們身旁的精神病患、社會邊緣人都被當成未來的兇手，用監控、排除、汙名化來對待他們，結果很有可能是「自

我實現的預言」，我們親手打造出下一波的無差別殺人事件。

不是很多心理不正常的殺人兇手，就是明明厭世憎恨，但是卻膽小畏懼，不敢自殺，結果只透過極端手段，才能獲得以國家之

名頒布的死刑？

要如何面對這些瀕臨脫序邊緣的社會成員，這個道理有點像是北風與太陽的寓言故事，面對這些處於極度自我痛苦的人們，我

們只有更多的關愛來能挽救他們，並且保護我們。

除了打造出更緊密的社會安全網，更進一步的問題則是，為什麼我們的社會總是不斷製造出這些潛在的恐怖分子？如果你覺得

用殺戮來抑制殺戮根本是無效的，而縫補社會安全網至多只是治標之計，那麼你應該花時間閱讀這本陰暗、但是卻剖析入里的

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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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法蘭克‧貝拉迪（Franco Bifo Berardi） 

譯者：林麗雪

《英雄：大屠殺、自殺與現代人精神困境》的作者是義大利的新馬克思主義者法蘭克‧貝拉迪（Franco ‘Bifo’ Berardi），他細心

審視近年來發生在歐美的大規模隨機殺人事件，耐心聆聽這些被視為「病態魔王」的兇手到底透露出何種訊息與動機。

一言以蔽之，這個社會真的嚴重到病入膏肓了，所以才產生那麼多的殺人魔。如果你被這本書的解剖報告所說服了，那麼你應

該會相信，當代猖獗發展的資本主義才是真正的罪魁禍首；這樣的體制不改，我們是無法根除真正的病灶。

霍姆斯（Jesse Holmes）在蝙蝠俠系列電影《黑暗騎士：黎明昇起》上演的美國加州電影院行兇，一開始許多觀眾認為這只是

電影公司的行銷手段，等到他們會意過來，一場28人死亡的悲劇已經釀成。

在一部充滿暴力的電影放映時，發生了真實的暴力，意味着當代資本主義走向符號化最極致的表現。因為符號本身成為真實，

大螢幕投影出來的流血事件直接帶來了現場的傷亡。

奧維寧（PekkaEric Auvinen）在一所芬蘭高中殺害了8個人，最後畏罪自殺身亡。從他遺留來的文字來看，奧維寧就是一位信

奉適者生存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者，他堅信強韌的個人意志，反對保障弱勢者；事實上，這樣的信念與當前講求競爭、崇尚效率

的資本主義口鼻相通，絲毫沒有一點違和感。

如果你認為，積極進取的現代人就是要勇於跨出國界，接受全球化的洗禮，那麼在美國維吉尼亞科技大學奪走32條人命的韓裔

趙承熙肯定是需要認真對待的負面教材。趙承熙極度退縮、內向，深陷於個人孤寂的深淵，因為他在一個不熟悉的國度找不到

溫暖，陌生的語言也無法表達他的內心苦處。

布列維克（Anders Behring Breivik）在挪威冷血屠殺了77人，他是激進的政治狂熱分子，相信自己的殺戮可以喚起歐洲人民的

覺醒。布列維克信崇的政治意識型態其實在當代歐洲是越來越主流了，排外的右翼民族主義在以往曾將矛頭對向了猶太人、馬

克思主義者，現在則是非洲移民與穆斯林。

在這一連串的不幸災難中，作者貝拉迪看到了當代資本主義所帶來的攻擊性與毀滅性。在有些無差別殺人事件中，兇手就是

將現代經濟體制所蘊含的遊戲規則推演至其邏輯結論。

在這個市場競爭當道，社會福利與保障被視為過時而無用的政策之當下，經濟弱勢者就是失敗者，消滅其存在就成為了主導的

時代精神。在目前，資本主義進展已經從物質商品的生產移轉至金融產品的炒作，各種透過財務工程學所估算出來的衍生性產

品早就是高度符號化的，甚至可以讓金融資本透過某些國家破產而獲取暴利。

換言之，這些殺手就是用直接的暴力來展演經濟領域已經習以為常的掠奪與剝削。此外，另一類的無差別殺人事件則是源自於

誤置的抵抗，兇手本身其實是不自知的資本主義受害者。

舉例而言，全球化的資本主義是去疆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的，迅速而大量的資本跨國流動使得國境邊界成為沒有意義的

人為設定，因此人類所依賴的歸屬感變得沒有價值，受到嚴重威脅。如此一來，重建在地認同的舉動就容易轉化成為消滅異己

的暴力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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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一書主張，大規模殺人事件之所以頻傳，原因在於當代贏者全拿、去疆域化、符號化的資本主義帶來了一個病態而朝

向自我毀滅的社會形態。在結尾處，貝拉迪沒有提供任何的處方或解答，而是鼓勵讀者冷靜地思考這些週而復始的「集體性痙

攣」之意義。

這樣留白或多或少反映了當前左翼思潮的困境，缺乏取代資本主義的另類願景，也沒有看得見的推動變遷之行動者。在這種

情況下，保持個人的心智理性，避免自己意外地成為促成下一波無差別殺人事件的幫兇，或許就已經功德無量了。

這本書瀰漫著歐陸左翼知識分子的寫作風格，豐富的想像力與洞察力、具有高度個人風格的修辭、令人為之讚嘆的文采。但是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貝拉迪對於當代資本主義的指責顯得空泛而任意，如果這是一份檢察官的起訴書，那麼法庭肯定會無罪開

釋原告，因為沒有一項指控的罪名有充份的舉證。

前幾年，美國左翼思想大師喬姆斯基（Noam Chomsky）指責歐陸的知識喜好「裝模作樣」（posturing），到處兜售一些看似

高深但是缺乏實質內容的「理論」。如果你在這本書中讀到「符號資本主義」、「後資產階級」、「新巴洛克主義」、「資本

主義絕對專制」等的詞彙，卻又不太確定作者要指涉的內容，你也許會產生與喬姆斯基相同的感嘆。

《英雄》另一個要探討的議題是自殺風潮，副標題就提到這個主題。然而，讀者會發現一直到本書第九章，作者才開始處理這

個議題，而且讀完之後肯定覺得一頭霧水，到底二十世紀初峇里島人抵抗荷蘭征服的集體自殺，與二十一世紀初中國富士康工

人的自殺潮有何關連？

接下來的一章「首爾之旅」，或許會讓東亞的讀者更火冒三丈。歐陸的左翼思想大師接受了出版商邀約，紆尊降貴來到韓國，

在這個年輕人自殺成災的國度，他看到了未來的希望，只因為許多韓國學者顯然將他當成理論導師。

或許沒有必要指責這本書所不經意流露的歐洲中心主義，大部分的知識分子都是執著於在地的問題，並且從中精練出思考的菁

華。只不過，一旦作者或讀者遺忘了在地的脈絡性，就容易導致令人遺憾的後果。

總之，《英雄》一書是引人入勝的當代資本主義的精神病理剖析。對於處於道德恐慌的當下台灣，這本書的中譯本適時提供了

必要的省思。

如果層出不窮的「病態殺人魔」意味著這個社會生病了，那麼其病因為何，又應該如何對症下藥？思索這些問題的解決，或多

或少可以這本書中獲得啟發。

（大標題為編者所擬，原題目為：當代資本主義的精神病理剖析：《英雄：大屠殺、自殺與現代人精神困境》）

熱門頭條

1.  三候選人首度同台較量，特首選舉論壇Fact Check一覽

2.  失業後創業翻身成王：鴻海不要他，他也不要鴻海思維

3.  從學生短片到HBO劇集，台灣「通靈少女」的越洋旅程

4.  調查：史上最高投資兩岸合拍片遭遇政治獻祭背後

5.  美麗性教育：我家女兒初潮時，父親帶回了三朵百合花與她約會

6.  走一圈台式八大行業：你不知道的風月場所潛規則及興衰史

7.  銷毀的檔案，失憶的城市，誰在抹掉香港歷史？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70314-hongkong-debate-fact-check/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70309-taiwan-garyhsieh/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70313-taiwan-The-Teenage-Psychic/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70317-taiwan-cooperation-filming/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70319-culture-floralsexeducation/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70316-city-travel-taipei-sex-industry/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70309-hongkong-record-chaos/


2017/3/22 救贖他人和自我，還剩多少可能？ | 端傳媒 Initium Media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60419opinionbookreviewheroesmassmurderandsuicide/ 5/5

編讀手記

記者手記：無知是這場獵殺的

入場券

觀點

齊澤克：和平與秩序當中同樣

存在暴力

8.  端Fact Check影片：三候選人再度同台較量，他們說話可信嗎？

9.  狼人殺：藏在我們身邊的「特工」

10.  Ｖ太太：Emma Watson的乳房，不只一種意義

編輯推薦

1.  德國教授被揭曾是秘密警察，但學生為支持他佔領了校園

2.  林超英：商業主義霸道下的大學困局

3.  尹子軒：土耳其肆無忌憚，歐盟無牌可出的真正危機

4.  不要睡，他們以「野青」的方式回到街頭

5.  近代植物學故事——蘭花熱

6.  攝影展：蔣鵬奕「不知羞恥」

7.  「搬運號」：中國信息壁壘催生的特殊媒體

8.  元淦恭：王岐山否定「黨政分開」，說明了什麼？

9.  李峻嶸：由球員白鶴失言看媒體和「香港人」

10.  「零時政府」的第24次黑客松：挖坑和跳坑的派對

延伸閱讀

© 2017 Initium Media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60417-notes-mentaldisorders/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60324-opinion-book-zizek/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70309-hongkong-record-chaos/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70119-hongkong-ceelection-factcheck/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70312-dailynews-game-on-Werewolf/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70314-opinion-mrsv-emmawatson/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70322-international-andrej-holm/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70322-opinion-lamchiuying-university/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70322-opinion-tomwan-dutchturkey/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70322-taiwan-Wild-Party/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70322-opinion-book-Kew-Garden/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70321-photo-exhibition-JiangPengyi/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70321-mainland-infosmuggler/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70321-opinion-yuangangong-wangqishan/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70321-opinion-leechunwing-hkfootballer/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70321-notes-g0v-hacks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