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廢墟少年－家庭的流轉與階級的禁錮

南門國中813程楷涵

1. 主旨

2.觀點

3.支持觀點的例子

　　提到家庭，一般人腦袋浮現的應該都是小孩在父母悉
心的照顧下，健康成長的畫面。不過，《廢墟少年》這本
書的PART1「家庭的流轉與階級的禁錮」告訴我們，並不
是所有家庭都能正常履行家庭功能，很多兒童跟青少年是
在失能的高風險家庭中掙扎成長、自己求生，甚至成為勞
動市場中的羔羊，處境非常艱辛。

　　

　　作者提醒我們，現在的衛福體系及勞動系統反映過
時，而且充滿盲點，沒辦法接住這群在高風險家庭成長的
孩子。作者認為，政府應該要有更與時俱進、前瞻的做
法，這群少年需要的不是同情，而是重新和社會與社群連
結，而社會有責任，讓這群少年好好活著，看見希望。

　　

　　失能家庭部分，作者舉了幾個例子說明，現行社福政
策下，高風險家庭下的兒童處境仍然堪憂，如：家人相繼
因販毒入監而被送到中途之家的十三歲小傑、不知道爸爸
是誰的十六歲阿桃、還有十五歲就從事高風險農業代噴的
土豆。而為了證明失能家庭不在少數，作者所以引用官方
統計數字，指出臺灣目前每年至少有兩萬名少年生活在困
境中。

    　為了論證我國衛福體系及勞動系統反映過時，作者也
訪問許多官員及專家學者，除指出我國目前不足之處，也
引用香港例子說明其他國家的做法，可作他山之石。

　　

　　



4.讀後感         對於身處功能健全的家庭的我來說，這本書的內容讓
我相當震驚，原來，在社會的某個角落，有一群跟我年紀
相仿的孩子，正在掙扎求生存。從書中訊息來看，高風險
家庭的形成不是個案，而是社會結構下的悲劇，在出生率
這麼低的時代中，我認為政府真的應該好好珍惜這些住在
「廢墟」中的少年，將更多政府資源投注在高風險家庭的
功能補救，像是應該提高輔助個案的數量外，設計政策之
前，也應該先傾聽高風險家庭孩子的心聲。另外，我覺得
學校也可以宣導一些正確觀念，讓大家理解高風險家庭的
問題，進而鼓勵高風險家庭的孩子向外求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