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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煥堯  

 

 

2016 年美國職棒中的芝加哥小熊隊終於結束持續 108 年的世界大賽冠軍荒，在被

對方以三勝一負領先聽牌的劣勢下，最終卻以四勝三敗大逆轉擊敗克里夫蘭印地安人

隊，奪下睽違百餘年的大賽冠軍。曾有球評在轉播美國職棒的球賽時說，各位觀眾你

們可能不曉得在美國當小熊隊的球迷，是多麼痛苦的一件事情，冠軍荒年復一年的持

續下去，已經打破所有美國職業運動未得總冠軍的最長紀錄。因此去年的世界大賽的

結果，總算把這一件球迷痛心疾首的紀錄給完結掉。但此一厄運追本溯源，在美國很

多球迷是把它歸咎於山羊魔咒，此魔咒緣起於 1945 年有位希臘移民威廉･比利･「山羊

」･賽尼斯，去觀賞世界大賽第四戰小熊隊對底特律老虎隊的比賽時，他買了兩張票，

要和他的寵物山羊墨菲(Murphy)一起進場看球，但是遭到球場保全人員擋下。比利氣

得向小熊隊球團老闆瑞格利申訴，結果得到「人可以進場，但山羊不准」的回覆。比

利超級不爽的，就打電報去給瑞格利，說「因為你們侮辱我的山羊，小熊隊會輸掉今

年的世界大賽，而且小熊將再也無法贏的世界大賽。」巧合的是小熊當年還真的就輸

給底特律老虎，冠軍拱手讓人。 

結果這件事情發生後，小熊隊一下子居然足足有 20 多年的時間完全沒有贏過大賽

冠軍，儘管 1969 年山羊魔咒的起誓者比利寫信給瑞格利說魔咒已經取消也無濟於事，

小熊隊開始進入漫漫長夜的奪冠等待期，這中間更發生了很多次莫名其妙的意外事件

，把垂手可得的各種贏球、贏冠軍機會都白白喪失掉了。比如 1969 年 8 月下旬的時候

，小熊投手還曾經投出無安打比賽，還領先分區第二名的紐約大都會八點五場的勝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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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之後的比賽卻一瀉千里，小熊戰績突然變差，大都會趁機迎頭趕上，在最後的五

十場比賽裡面贏了三十九場，最終九十二勝的小熊就被一百勝的大都會踢到分區第二

名，無緣晉級季後賽。到 2003 年小熊隊的機會再度出現，當時小熊在七戰四勝制中以

三勝兩負的戰績聽牌，但在國家聯盟冠軍賽第六戰中卻出了令球迷捶胸頓足的莫名意

外。當時到第八局小熊仍以三比零領先對戰的佛羅里達馬林魚隊，並也取得一個出局

數，眼看只差五個出局數勝利就要到手，沒想到馬林魚隊的卡斯提洛擊出左邊的界外

飛球時，一名小熊球迷史帝夫･巴特曼在小熊隊左外野手摩伊希斯･阿魯即將接到這顆

界外球時突然伸手，把球搶走，氣得左外野手把手套狠狠的摜在地上，並對觀眾席叫

罵，小熊隊也向裁判提出抗議，但抗議無效。結果就因為這一顆因該接到而沒有接到

的界外球，讓馬林魚隊死裡逃生，接下來連得八分贏得此戰，更在第七戰將小熊淘汰

出局。 

最後闖禍的球迷史蒂夫是在警察的保護下離開球場。〈史蒂夫其實是個忠誠、熱情

的小熊大粉絲，曾經就為了看小熊隊的春訓，千里迢迢從伊利州跑到亞利桑那州去，

但他因這件事從此被小熊球迷恨之入骨，警方還派了六輛警車到他家來保護他，不過

史蒂夫也收到一大堆佛羅里達馬林魚隊球迷寄給他的禮物，連佛羅里達州州長都公開

表示願意提供庇護。〉而那一顆該死的界外球後來被另一個球迷以十一萬四千美元(新

台幣約四百萬)標下，然後把這顆球用電擊的方式炸成碎片，希望小熊隊的厄運也能夠

像這顆球的下場一樣被粉碎。但是似乎天不從人願，小熊的冠軍荒依舊持續了 13 年，

一直到 2016 年，已睽違了 71 年後才終於又挺進世界大賽，而且這一年是在一勝三敗

的劣勢下，最終奇蹟式的連勝三場，逆轉打敗克林夫蘭印地安人隊，終結長達 71 年的

山羊魔咒，與 108 年未在世界大賽中奪冠的紀錄，正式擺脫「光緒熊、明治熊」的綽

號(意指上一次取得世界大賽冠軍的 1908 年是在清朝光緒 34 年和日本明治 41 年，已

非常久遠)。 

從小熊山羊魔咒的事件可以看出，人類常常將某一些現象歸因於理性無解釋的神

秘事件，無論在運動領域、日常生活或戰場上都可經常見到。比方說某些國家的人認

為沒事儘量不要從人家搭好的木梯下的空間穿過，否則會帶來壞運氣。在海上搭船工

作或旅遊時，進餐吃魚之際千萬不能把魚身翻面、也不可以把飯碗或茶杯倒過來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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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面上，據說這些動作會跟船隻遭遇不測連結在一起，是水手們認為會大觸霉頭的幾

個動作。另外在戰場上或壕溝裡，士兵們在抽菸時，拿出火柴或打火機點菸之際，絕

對不能點超過兩個人以上的次數，因為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經驗顯示，點菸只要點到

第三個人，敵人的火炮往往就大舉來襲。因此此一習俗後來影響到吸菸族群的行為模

式，很多老菸槍點菸時都會注意，點菸點到第三個人之前，就要把火趕緊吹熄。 

依照比較科學的觀點來看，在一次大戰中的壕溝裡，火光延續過久就有可能被敵

方的狙擊手盯上，所以點第一個人的菸的時候，往往就被敵方狙擊手注意到，點第二

個人的菸的時候則是被狙擊手瞄準，點第三個人的菸的時候就剛好被狙擊手開槍撂倒

了。所以有些禁忌的產生倒也不是完全都屬於空穴來風，只不過是要多去了解其背景

而已。美國職棒還有一個投手都知道的普遍禁忌，就是投手投完一局要返回休息室的

時候，他在穿過球場邊線時，千萬不能踩到那幾條畫在地面上的白線，否則會帶來壞

運氣的，所以幾乎每個投手走到那一區的時候都會用跳過或者跨過白線的方式穿越球

場邊線，這也是美國職棒經常可見的一個像是迷信般的禁忌。 

所以禁忌或者迷信是無所不在的，只不過是看它是出現在哪一種地區或者國家，

一般來說，理性主義或者科技當道的地方，各種風俗禁忌還是會有某些存在，但是比

起開發中或未開發的地區，比例上還是會少一些。這些在傳統民俗上從以前到現在都

會有人認同的迷信或禁忌，其實都反應了當地某種隱藏在表象之下的非主流意識，只

不過是因為近幾個世紀以來，人類科技的發展一日千里，在科學稱霸的現今世界中，

已無任何力量可以跟科技並駕齊驅，所以非科學的玄學、宗教或者民俗，往往被貼上

「不夠先進」的標籤而受人忽視。其實即便是深刻影響人類生活的科技或者科學，也

都還是有限的力量，當它遇到解決不了的問題的時候，人類往往還是會求助於科技以

外的其他力量，就這一點我們也可以看出來，所謂的主流或者非主流的勢力，經常也

是可以互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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