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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圖書作者與內容簡介： 

  霍華‧布登除了是一名作家外，也是研究自閉兒的心理學家。主角波登是

一名與眾不同的小孩，他的思考獨特，以至不被周遭人理解。在學校，他喜歡

上了一名叫潔西卡的女孩，因為潔西卡的父親突然去世，他想安慰她，但是她

卻說她不想再當小孩了，因此他對她做了那件事，事情東窗事發後，他們被拆

離，大人們都說他傷害了潔西卡，所以他便被送進兒童託管中心關起來。在禁

閉室裡，波登寫下他的故事，從「五歲時，我殺了我自己…」開始。  

二●內容摘錄： 

  五歲時，我殺了我自己。在禁閉室的牆上，我寫下了這句話。現在我要開

始寫了。(p.30) 

 

  波登‧藍布朗在某位小女孩的犯罪事件中或許有罪，但他絕非一名罪犯。

你們精神病科似乎傾向將他稚幼的心靈視為一塊簡單的路標，希望他清楚指向

一個你們從未到達的地方—「自我之城」。(p.149) 

 

  在這個國家中彌漫著一種概念：在沒有達到投票和喝酒的權力之前，你還

不是人。(p.150) 

 

  「然後我嬤嬤從房間走出來，她在哭。她告訴阿姨一切都結束了，還叫他

帶我回家。但是我尖叫著說要看爹地。阿姨很用力地抱住我，她不讓我去看，

她說有些事情小孩子是不了解的」(p.230) 

 

三●我的觀點： 

  如果以一張簡單的話來代表這本書，我會畫深藍的底，中間點上一個白點，

那白點便是故事主角波登，深藍的底則代表大人世界，那白點潔白單純卻愈周

遭深藍的暗沉格格不入，無法融入而被孤立。此書把小孩的心境描寫的淋漓盡

致，能深深地觸動讀者的心，我認為波登其實就是作者自己，作者在前言中曾

寫到，他認為這世界虧欠了他，所以我推測作者可能在孩提時代時，也不被人

理解，無法融入人群，因此藉由波登來寄託自己的心情。 



 

  書中小波(波登)曾經把地毯的毛想像成一棟一棟的房子，房子間有人在打

架，他還曾想像自己的衣櫥裡有怪物，睡前要把衣櫥壓許多次，才敢上床睡覺，

讓我想起當我還是小孩時，想像力也曾如此豐富，我曾把一疊疊的衣服或棉被

上的皺褶想成是魔鬼的臉，把自己嚇得不敢睡，但現在我完全不知道自己以前

是怎麼想像的，盯著那些皺褶看了許久，也想不出來。當我們還是個小孩時，

對許多事物都懵懂無知，因此會想東想西，想像力非常豐富，但隨著年紀的增

長，我們受到外在的影響越多，知道的東西也更多，腦袋也因此僵化了，身邊

的人都告訴你這世上沒有魔鬼，在潛移默化下，你便被影響了，認為這世上沒

有魔鬼，那你要如何把皺褶看成魔鬼呢？就如同我們曾相信這世上有聖誕老公

公，想像著他是如何到你身邊送禮物，但某天我們親眼看到聖誕老公公就是爸

媽，因此便再也不相信這世上有聖誕老公公了吧。想像力每個人都有，只是在

眾多因素的影響下漸漸退化了，書中的小波只因為堅持自己的想像與好奇，所

以反而被成人認為有精神上的問題。 

 

  小波被送到的兒童託管中心中有兩名治療醫師，其中一名叫納維爾醫生，

另一名是實習醫師叫沃爾頓醫生，納維爾醫生總是要小波和他談談，想要藉此

深入了解小波的心，世界上最難打開的們就是心門，像納維爾醫生這樣的追問，

就像是拿著大砲不斷的轟炸小波的心門，想要強硬的打開它，然而這樣的作法

不但不會使小波打開心門，反而使小波築起高大的圍牆，保護著他的心，因此

在面對納維爾醫生的追問，小波總是想像潔西卡在旁邊，並開始和想像的那個

「她」對話，直接忽視納維爾醫生的存在，而納維爾醫生常常繼續問，這時小

波便會弄亂納維爾醫生的桌子，翻倒椅子。有時小孩不善表達，會以其他行為

表示自己的想法，納維爾醫生從不去了解小波，只會認為他抓狂了，並用「安

全帶」綁住他。 

 

  然而，沃爾頓醫生則是會從小波築起的圍牆中的隙縫鑽進去，輕輕的敲著

們，等待回應。有一天早晨，小波突然打翻所有的牛奶，理所當然的被認為他

又抓狂了，並被送到納維爾醫生那裡，而醫生又要小波和他談談，最後自然無

疾而終。沃爾頓醫生卻會尋找原因，他發現小波下午會有新行程，是去新蓋好

的游泳池游泳，於是推測小波的反常是因為他不會游泳所以不想去游泳池，再

以孩童的語言和小波交談，發現他的推測是對的，之後有耐心的幫助小波克服

游泳恐懼。 

 

  「在這個國家中彌漫著一種概念：在沒有達到投票和喝酒的權力之前，你

還不是人。」這是沃爾頓醫生寫給納維爾醫生的信中，其中的一句話。許多的

父母或大人都是向納維爾醫生一樣，在小孩哭鬧，犯錯或行為反常時，總是懲

罰他們，而不是試著去理解他們或聽他們解釋，只以自己認知中的是非對錯來

評斷事情，就像小波對潔西卡做了那件事一樣，他們只是認為這樣做就能變成

大人了，而他們的父母得知此事後，只因為他們覺得這種行為是錯的，就把小

波和潔西卡拆開，並把小波關進「兒童監獄」，小波自始至終都不知道他犯了

甚麼錯，我猜這也是為什麼小波不願和納維爾醫生談話的原因，他不覺得自己

有錯。小孩根本沒有許多身為人的權利，大人們總是以大人的角度、思想來看

待小孩，這樣會造成許多誤會，因為小孩的世界和大人的世界是截然不同的，



許多大人覺得錯的事情，小孩並不知道，我們應該有耐心的教他們，而不是直

接給予懲罰。 

 

   除此之外，大人常對小孩說：「小孩不用知道這種事」，剝奪小孩知的權

利，我想潔西卡之所以想成為大人便是因為當他爸爸被送去急救，並被宣布死

亡時，他哭著要看爸爸，但她的阿姨卻把她強制帶離急診室，並對她說有些事

情小孩是不了解的，因此她認為成為大人後，就能留下來看爸爸和知道事情的

真相了。小孩也是人，事情發生時，寧可用淺白的話告訴他們，也不要瞞著他

們，因為他們其實比大人更敏感，更容易受傷。 

 

  在現在社會，除了小孩之外，青少年也面臨這種問題，有些染髮、穿耳洞，

又或吸毒、抽菸，對於青少年有這些叛逆的行為，可能是家庭因素、同儕誘惑，

也可能是壓力驅使或挫折折磨，我們應該先找出原因，介入調查並解決問題，

而不是直接認定他們為問題學生，且給予處罰。不論小孩或兒童，他們都是人，

我們應該給予尊重和包容，當他們做錯事或行為反常時，試著走入他們的世界，

了解他們的想法和找出他們反常的原因，並從旁幫助，不要直接懲罰他們，更

不要放棄他們，要協助她們融入世界，讓他們感覺這世界需要他們。如此一來，

便能減少像小波一樣的悲劇發生。 

 

四●討論議題： 

  在這社會中，除了法律以外，我們該如何更加保障小孩和青少年的人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