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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來《哈利波特》的出版在短短時間

　　　內創下一億冊的銷售量，譯成 4 7 國
語言，轟動全球成為全世界共同的話題。而

該書在公元 2000年第 20屆美國禁書週中，因
著神秘不可思議、撒旦崇拜以及反家庭三個

原因成為該年度最受爭議的 1 0 大禁書榜
首，雖然這個活動的主旨並非要禁這些書，

只是提醒眾人去思考這些書被歸為禁書的審

查仲裁是否合理。這些書籍之所以被選為禁

書，是一些圖書館的選書委員會或當地人士

基於宗教、道德、政治或意識型態因素認為

這書要禁；美國圖書館協會基於專業中立，

收集這些禁書書目讓館員有心理準備，以知

應變。

　在這當下由卡洛萊茲、索瓦兩位以研究禁

書著稱的教授以及資深編輯伯德所聯合著作

的《禁書：100部曾被禁的世界經典作品》，
讓活在這世代的人們重新審視那些平日我們

經常閱讀的世界經典名著，在過去的歲月中

是如何被禁，作者、出版者以及一些反禁之

士是如何與那些提出禁制的權勢機構、團體

或個人抗衡。整本書精采震撼，雖然是 100
部曾被禁的世界經典作品介紹，卻如同一部

世代交替、未曾停歇的禁制、反禁血淚交替

的歷史詠歌。從古至今一氣呵成，讓人們與

過去禁制歷史有了聯繫的真實感，對禁書不

再是片段的瞭解而是血脈相通的感受。

　這本書主要分為〈性愛類禁書〉、〈社會

類禁書〉、〈宗教類禁書〉、〈政治類禁書〉

四大篇，每篇涵蓋一篇導論以及二十餘部禁

書介紹，除了列出原書名、作者、最初出版

時間地點、最初出版者以及體裁等基本資料

外，並有內容簡介以及刪禁始末。這整本書

前半部是由目前任教於蒙特克萊爾州立大學

英文系的索瓦負責編寫，索瓦教授對禁書、

禁劇以及禁片都相當有研究；他負責〈性愛

類禁書〉、〈社會類禁書〉兩篇導論及 50部
禁書的介紹。在〈性愛類禁書〉中，可以看

到在 19世紀及 20世紀初許多書籍只單純因
為用字淫猥或書中間接或直接提及賣淫、未

婚懷孕、通姦等與性有關的事而被視為傷風

敗俗，慘遭刪禁的命運。例如上過美國最高

法院的《查泰萊夫人的情人》以及遭受違俗

出版品法庭、色情圖書調查委員會、猥褻品

委員會及制惡委員會修理的《一千零一

夜》、喬埃斯《尤利西斯》、霍桑《紅字》及

伏爾泰《憨第德》等皆是。以往被視為猥褻

色情的敗俗之作現在都成為暢銷書；曾幾何

時「猥褻」與「色情」變成了「情色」與「經

典」，色情與情色的法律界線消失，因猥褻

內容而走入法庭的場面結束，過去的猥褻成

為文學寫實主義、變成美學上的訴求與歌

詠。雖然索瓦教授在書中強調，介紹這些作

品在法律上遭受的起伏波折，目的是要突顯

社會上對於情色態度出現哪些轉變而非嘲諷

主流情色作品或為其辯解。但從其刪禁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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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作者、出版者、印書商因為這些在今日

看來一點也不色情的書而慘遭逮捕監禁，看

到盧騷出版《懺悔錄》而被視為罹患「道德

暴露症」；描寫青少年初戀故事的《永遠》

被認為破壞了婚後性關係原則；企鵝圖書公

司為了出版未刪節的《查泰萊夫人的情人》

而遭英國檢察院院長提出刑事告訴，歷經 35
位專家辯護、陪審團研議 3天的壯烈紀錄。
　一般書被禁的理由大約有下列幾項：從政

治、宗教、色情、暴力行為言語、同性戀、

反家庭、反社會等。〈社會類禁書〉有別於

情色、宗教及政治內容，其之所以遭禁是因

反對者認為這書中的措詞用字、種族描述、

描寫吸毒、人物的社會階級、性取向或其他

社會性的差異足以對讀者造成傷害。有些是

因為作者或作品未能符合刪禁者的社會期望

標準，有些則是因為作品本身含有一般社會

大眾無法接受的觀念或言論。作者提到馬克

吐溫的《頑童歷險記》在 19世紀是因為「文
中主角哈克不只身體發癢，他還抓癢，他流

汗不用文雅的 Perspiration，而用 sweat這個
字」被評為「只適合出現在貧民區的廢物」

不適合讓白人看而遭禁；但是同一本書到了

2 0 世紀卻又因為文字中常出現「黑鬼」
（Nigger）等種族方面的輕蔑用語及錯誤的文
法，「對黑人學生造成一種情緒障礙，妨礙

他們學習」，「不僅冒犯黑人也冒犯了白人」

而遭禁。又如描述二次大戰期間德國納粹對

猶太人記事相當有名的《安妮的日記》，因

為在日記中安妮描寫了自己與姊姊月事來潮

以及看了貓的雄性器官等被認為「不雅」、

「不恰當」「讀來令人掃興」的內容而遭刪

禁。更精采的是《另一個國家》這部以紐約

為背景描述一群膚色不同的藝術工作者游走

於格林威治村與哈林區的故事，居然在 1962
年被美國調查局局長胡佛將之送進調查局一

般犯罪部門，就小說中的跨種族性關係及同

性戀關係進行「化驗」。另一件更諷刺的是

被喻為美國「郵政之父」的富蘭克林，因他

在《富蘭克林自傳》中利用俚語中的「放屁」

等雙關語及玩笑性質的性言詞過於猥褻，而

被郵政局列為禁止郵寄的禁物。其他如《美

麗新世界》、《麥田捕手》、《人鼠之間》、

《飛越杜鵑窩》、《紅字》等耳孰能詳的名著

皆是此類禁書。

　刪禁存在於每個社會中，其目的是保護主

流的道德秩序和社會秩序。西方早期政教

合一的時代，持不同宗教立場常被視為叛國

者，而遭受世俗當局的懲罰。從第五世紀教

宗發布第一份禁書目錄以來，書籍刪禁史因

宗教壓制群起抗衡的觀點，斥其為異端邪說

事件不勝枚舉。從最古的蘇格拉底到今日魯

西迪等人皆因著作而在言論自由及人身安全

上受到嚴重威脅。本書第三部份〈宗教類禁

書〉是由紐約資深編輯伯德所著，該單元由

潘恩《理性時代》質疑摩西五經的真實性而

被英國政府定罪入獄達 2 5 年的事件打開序
幕。接著是聖經譯本，過去未經教會特別許

可不得翻譯聖經，可想而知這全球銷量最

大，譯成 450種不同版本的聖經其刪禁歷史
紀錄是何等轟轟烈烈的；更令人訝異的是除

了聖經外，新約、可蘭經都曾是禁書。再看

史衛因在《基督教原論》一書中否定三位一

體的關係而慘遭焚死之刑；聖徒馬丁路德在

《九十五條論綱》中表明對贖罪券的看法，

也遭刪禁銷毀長達 413年。卡山札基因《基
督最後的誘惑》被逐出東正教， 1988年拍成
電影，導演及威尼斯影展主辦人都因本片在

羅馬被告褻瀆；開明如美國的德州達拉斯市

市議會也通過決議譴責這部電影。原本感覺

禁書事件應是許久以前老掉牙的故事，但本

書讓我們看到離我們如此近的歲月裡，也有

遭沒公理的禁制，怎能不叫人警醒關注呢。

　什麼樣的書才會遭禁制呢？從本書中可以

發現無論是追求科學、真理、事實或虛構的

故事都可能遭禁。這些作者動則得咎的事實

在本書中完全呈現。例如追求科學真理的達

爾文，其《物種原始》不僅教會人士斥責，

連他的母校劍橋聖三一學院也禁他的書。歌

德《少年維特的煩惱》除了在 17世紀因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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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體裁被禁，事隔 163年後在 1939年在西
班牙又再次被禁。孟加拉女性主義者納絲琳

也因一部紀實性小說《恥》在 1993年被回教
戰士委員會發出格殺令， 1994年孟加拉政府
也以一條罕用的 1 9 世紀法律起訴她，並下
令追緝逮捕。另外最著名的即是讓伊朗領袖

柯梅尼譴責褻瀆回教，發布詔令索取性命的

魯西迪《魔鬼詩篇》，有 46個回教會員國家
禁制此書；美國書商出版《魔鬼詩篇》威脅

案件數百起，迫使全美三分之一的書店將該

書撤掉；英國單在 1990年即有五起書商因此
書遭爆炸的事件。比利時兩位溫和派回教領

袖因公開表示不該判魯西迪死刑，也在不久

後遭人槍殺身亡；日本譯者也遭人刺死，義

大利譯者則受重傷。〈宗教類禁書〉真是如

一部血淚史，刪禁的手段與意念不禁讓人為

這些被禁者與對抗禁制者抑腕。

　一般我們會認為只有國家層級的政府才會

以政治理由進行刪禁；事實上常見的政治刪

禁來自於地區性的社區階層，如教育委員會

或愛國主義者。地區性的異議事件通常著眼

在兒童應該接受哪些政治觀念或印象。例如

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以及對蘇聯的描述

是否太正面、對美國的描述是否太負面等議

題。在本書最後一部分〈政治類禁書〉中探

討了 2 4 部主題及體裁都不相同的禁制作
品。《西線無戰事》讓雷馬克在國家社會主

義強大的德國遭監禁，作品全部交付焚毀。

《動物農莊》被禁只因為作者歐威爾是共產

黨。《博格的女兒》遭南非共和國查禁，理

由是危害國家安全，把「白人說得像壞人，

黑人說得像好人」；而更好玩的是事隔不到

幾年，作者葛蒂瑪因此書獲得南非文學界最

高榮譽的 CAN獎，且於 1991年獲得諾貝爾
文學獎。《齊瓦哥醫生》被俄國出版局質疑

作者巴斯特那克將布爾什維克革命的正當性

寫成俄國歷史的滔天大罪，甚至當巴斯特那

克榮獲諾貝爾獎時，蘇聯還嚴詞抨擊該獎項

及瑞典評審，認為「這部作品是反革命性的

毀謗言論，本是俄國讀者不該看的。頒發這

個獎，是一種帶有敵意的政治行為」。

　1953年以前，美國對共產主義的書採自由
不圍堵的政策， 1953年麥卡錫參議員對國際
資訊處的海外圖書館提出抨擊，聲稱有 418
位作者的作品，共計有 3 萬冊書籍會危及美
國利益。所以當時國務卿杜勒斯下令移除所

有共產黨、同路人的書，如《共產黨宣

言》、《醜陋的美國人》。還有一些立場與

美國相違或是對美國有負面報導的書如《自

由之士》、《第五號屠宰場》、《黑人籲天

錄》都曾被禁制。最具自由表徵的美國，在

禁制的歷史上也有一席之地，世界各國的禁

制歷史也就不足為奇了。

　誠如作者伯德說的，刪禁史是一部人性被

踐踏的歷史。有人失去生命，或無法維持生

計，人的才能稟賦化為烏有，作品成為未竟

之志，被查扣、刪禁或銷毀。刪禁史也是一

部叛亂史，許多人冒著生命的危險，公然反

抗，面對騷擾、挫折和誣衊仍堅毅不屈。的

確在閱讀這本書時清楚感受到文學與思想終

將躲過刪禁者的掌握，不受阻擋。

　這些名著內容讓人再次回想起我們閱讀這

些名著的歲月，即使沒讀過的也可以透過作

者對各部名著深入淺出提綱挈領的內容簡介

方式，很快的進入狀況掌握名著內容精髓；

刪禁始末讓人一路讀來百感交集，驚嘆遭禁

制書籍和作者範圍之廣、影響之鉅。整本書

是一部名著的另類介紹、也是禁書史的另類

呈現，讓人在輕鬆中體驗這一百部曾因政

治、宗教、性愛、社會等因素而不見容於當

時社會或政治當局，甚或數百年不容於世的

經典作品。三位作者對禁書的寫作功力是本

書一絕，請「地下之聲」主編瓦希伯格負責

主編並寫序，辜不論其序的精采與否，這樣

的組合排序弦外之音也夠令人拍案叫絕。若

要說美中不足大概是中文譯本有些許翻譯上

的瑕疵，無法完全將作者的原意完全呈現。

但是又不得不感佩星辰出版社及譯者願意為

禁書獻上一份力，有這中文譯本對研究禁書

的人或是一般讀者而言都是一種福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