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想從以下內容進行閱讀： 

PART 1  家庭的流轉與階級的禁錮 p.23～104 

 

★我選讀這個部分後的閱讀統整： 

1.這個部分談的是關於……（主旨） 

 

    書中介紹了一群少年，他們是一群被政府及社會忽略的存在。每年至少有兩萬名活

在「高風險家庭」下的青少年。這群少年無法選擇自己的出生家庭、生活條件，因為家

人貧病、重病、死亡或是犯罪，只能被迫成為童工、少年工。 

    為了活下去，這群少年在社會底層掙扎著，而社會、政府卻無法給予他們太多的幫

助，他們從事著犧牲勞力、健康的工作，甚至遊走在犯罪邊緣，生活中沒有希望，想到

未來的絕望只能過一天算一天，於是他們再一次陷入貧窮、犯罪等原生家庭的輪迴。 

 

2.作者想要藉由這個部分告訴我們……（觀點） 

 

    臺灣進步了、法律嚴格了，但社會底層的人們跟不上法令的進度，反而被法律的框

條壓透不過氣。而臺灣處於低生育率(20萬以下/1年)的狀況下，每年至少超過 2萬名少

年生活在困境中，其中仍近有 2.5%的孩子(12歲-18歲)因家庭失能而送入安置體系，而

實際情形應該仍有許多黑數是沒有被通報的。 

那些孩子或少年，此刻正因生存需求無暇兼顧教育學習，過著和自己年紀極不相稱

的生活，遭遇多數成人一輩子也未曾面對的幽暗；僅因家庭失能、欠缺社會支援、被約

束與關愛，便長期處於如同廢墟的狀態裡，自我放棄、像鬼一樣一個人生活……但！他

們仍是孩子，也會有欣喜的偶像或對未來的想望，卻只能是稍縱即逝的開心念頭，轉而

的是現實生活中對底層人生滿滿絕望的處境。 

 

3.作者舉了一些例子來說明……（支持觀點的例子） 

 

    書中舉出了多位少年工的故事：想是時薪遠低於法令規範的洗頭小妹樂樂、從事農

藥代噴的土豆、在泰式按摩店打工的佩芸。沒有家人照顧、沒錢學一技之長，迫於生計

只能選擇風險性的工作攢錢，藉此想為窘困的人生，贏得些許安全感與尊嚴。只要能活

下來，這群少年們沒想太多，他們沒有意識到自己已成為勞動市場裡的羔羊：經常深夜

工作、工作超時、收入未達基本時薪，且沒有勞健保… 

    作者也在書中說明了，不論國際或臺灣，都有明文規範童工專章，明訂未滿 16歲受

僱工作者為童工，且附帶嚴格的前提與限制；18歲以下也不得從事危險性或有害工作。

但，法律卻無法兼顧到缺少安穩生活和榜樣、欠缺人脈網絡和社會資本而從早就開始賣

體力、賣尊嚴的少年少女們。 

臺灣目前並未調查童工與少年工的勞動力情況，唯一管道是用勞保去勾稽查核；但

無法調查數字如何，現實中仍有難以計算的黑數，童工是個被掩蓋的議題。 

社會支持政策不論如何制定卻總似隔靴搔癢，經濟的負擔、混亂的家庭氛圍、課後

落後、學校看重升學和分數而及予的學習挫折感….導致脆弱家庭的小孩，若學習不利，

又沒有遇見重要的他者拉自己一把，就會落入中輟中離的循環中。雖然 12年國教後，高

職學費全免，但雜費、實習費、書簿費等費用加總起來，也落到七千到一萬五千元。12

年國教不過是把中輟失學問題往後遞延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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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些少年少女們，失學失業，落入地下經濟，甚至犯罪……仍至過去十年，臺灣

少年的犯罪人數並未隨著少子化減少，社會的中產思維只看得到升學教育常軌裡的孩

子，但邊緣中的他們，幾乎活在另一個平行世界。 

 

4.讀完後我能……（緊扣主旨反思） 

 

    在生活周遭，這樣的廢墟少年在某些路上、新聞畫面裡......過去，我看到這群人

時，心中充滿著負面的想法，會害怕、也不敢接近。 

閱讀這本書後，才知道他們生活的窘迫與無可奈何，是多麼無望才會被迫成為童工，

失學、沒有一技之長、更找不到好工作，只能為了生活賺取微薄的薪水，而陷入這樣的

循環。 

風險家庭裡的父母會跌入深淵，少年們也經歷各種排除、歧視，處在邊緣的他們，

無人看到他們的困境，並且一旦孩子或他的家庭被標示成麻煩的，就極易被學校、安置

機構「退貨」；甚至有些安置機構會「選孩子」。 

整個支持系統充斥著盲點，在少年政策上以補破網的「殘補式」、「充滿形式主義的

KPI」來解決問題，又因問題核心常源自家庭，又同時牽涉少年的發展，卻由於政號府員

額有限，大量外包高風險家庭的服務，造成公務體系與外包體系之間角色混淆，內外整

合困難、失靈，橫向連結更是欠缺。 

這群少年最需要的不是同情，而是重新與社會和社群連結，他們必須累積能力，看

到職涯發展的可能，重建對生命的信心；有些人靠著意志力催到滿檔，不認命地把自己

從廢墟的狀態裡拔出來，我們的社會卻常常用各種方式來削減、抹視社會責任。 

倒不如務實地為因家庭失能的孩子們創造知識技能無偏頗地學習環境，讓這群少年

們在人生的困境中多些撐住自己或尋求自我價值的信心，好好活著想望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