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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圖書作者與內容簡介： 

  侯文詠，台灣嘉義縣人，台大醫學博士。目前致力於文學創作。自小對寫

作產生興趣，小學時期就曾經自行創辦班刊和投稿。著有《白色巨塔》、《我

的天才夢》、《天作不合》等創作。本書《危險心靈》以一位十五歲准基測生

的所見來描述台灣現在教育的弊端並重新審視現今教育體制的缺失。從上課看

漫畫，狀況越演越烈，到後來的上街頭抗議。探討教育體制下壓得叫人無法喘

得了氣的壓力究竟是為了什麼。  

二●內容摘錄： 

  我們似乎是活在一個恨小孩的國度裡，所有的孩子都是為了成為大人而活

著的。堅持孩子的活力、想像簡直是罪大惡極，因此，小孩爭先恐後的模仿大

人，不管是好的一切，還是壞的一切。背負了不成熟原罪的孩子沒有別的選

擇，他唯一的出路只能假裝自己就是成人。我們改變成了一個不再有小孩的國

度，我們的世界最後只剩下成人，或者是壞小孩。（P. 244)  

三●我的觀點： 

  本書以一位即將面臨基測的國三生在課堂上看漫畫，受到不恰當的處罰做

為導火線，引發了後續一系列的「教改」抗爭。從起初男主角小傑的漫畫被沒

收、被罰不准進教室上課，連人帶課桌椅搬到走廊上，使小傑的父母親意識到

這件事的重要性已經遠遠超過學生被不合理對待，而是反映現今教育潛藏的黑

暗面、眾人不願意面對的現實，進而選擇了上街頭抗爭……抗爭的緣由漸漸已

不再是主角小傑所遭受到的委屈，而是教育體系的腐敗，「救救我們的孩子」

是他們最大的心願。 

 

  書中有一句話是這樣說的：「有沒有人想過，有沒有可能監獄禁錮的只是

無形的思想？能夠酷刑迫害的也不只是看得見的刑具？」這句話彷彿是在告訴

我們，現今的教育已然成了枷鎖般囚禁著我們的思想。組成一個國家的主體是

人民，「人」是思考型的動物，教育改變了年輕人的思想，年輕人改變我們的

國家，這是一個環環相扣的連鎖反應。書中以一位留學生沈杰作為例子，他在

美國接受教育後發現美國的強盛是有道理的，教育是一大主因，他們強調尊重

學生的想法，並且對每一位孩子的特別保有期待與支持，最後所放出的火花支



持著美國不斷的茁壯、強盛。 

 

  現今的社會看重的是升學率，造就了許多明星老師，譬如書中的詹老師，

雖然大部分的原因是教育體制「根本」程度上的缺失，但如同催化劑般催化這

一切發展的不是他人，正是處在這個時代潮流下的家長與學生們。因為強調升

學率，學生為了學習而學習，為了考試而考試，放棄了自身的興趣照著大人們

的期許考得好成績，上了一間不錯的大學，但卻從來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

什麼，從頭到尾都是為了別人而讀書，不是為了自己。書裡的輕生者沈韋，是

外人眼中的好榜樣、乖孩子，平時看不出任何一點自殺傾向，卻在心裡獨自承

受了所有壓力，最後選擇讓自己永遠停留在這個十五歲的花樣年華，不再老

去。沈韋曾將教育形容成是競技場，將讀書形容成一場又一場的爭奪戰，他在

抗爭的行列中說過：「為了保持領先，我們放棄了思考、體會、尊重、分享，

開始學習平庸、冷漠、虛偽、貪婪。」現在的社會中何嘗沒有這類的問題呢？ 

 

  其中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書中所提到的「中輟生」問題。先前，我對中輟生

這個專有名詞的印象是整天遊手好閒，只會翹課的孩子們，從來不曉得他們也

有自己要面對的困境與難處。從書中中輟生艾莉的自白，才得知原來他們一旦

成為了中輟生，外人就會在無形中給他們貼上壞學生的標籤，並否定他們努力

向上的機會。如此一來，想回去就讀也成了一大難題，像個皮球般被踢來踢

去，沒有人願意停下腳步，彎下腰來好好檢視這個被人踢到破爛不堪的皮球。

主角小傑也在訪談的節目上提到，許多的孩子之所以會成為中輟生，問題並非

出自他們身上，而是出自這個生病的社會。當一個社會生病了，問題往往會最

先反映在那些弱勢的族群身上。因此我們更應該用善意的眼光去看待這些社會

的犧牲品，並給予他們適當的幫助。 

 

  「我不是壞孩子，但我不想成為好學生。」是這句話讓我遲疑了，並且有

了想要探索這本書，找尋答案的慾望。誰不想成為被師長及父母親們所讚揚的

好學生呢？身為學生的我們在這漫長的讀書道路上奮鬥、努力，難道不就是為

了獲得沿路的掌聲，成為人人口中的「好學生」嗎？讀完《危險心靈》，我才

明白，原來作者口中的好學生是那些屈服於時代潮流，不管對與錯，盲目的跟

著制度走的那群人，死讀書、不知變通，只為了得到讚美。起初小杰也是這麼

一位被困在教育體制下的羔羊，一違背了遊戲規則，即被外人想方設法冠上

「壞學生」的名號，最後被迫走上抗爭這條路。雖然我們不都一定跟小傑一樣

會走上抗爭這條路，要一時改變隱藏在教育體制背後的結構也不大可能，但我

們卻可以在這個擁有瑕疵的體制下執行「自主思考」，分辨所謂的對與錯，不

僅僅只是跟著制度、潮流走，而要努力充實、富足自己的心靈，讓自己遠離

「考試機器人」，使危險心靈的指數降到最低。 

 

四●討論議題： 

  在書中，男主角小傑寫了一篇〈為什麼要記大過？〉裡面提到「上」與

「下」分明的階級關係與封建結構，學生與老師本就屬於上與下的關係嗎？那

如果這種隱藏性結構在哪一天從教育中消失，又會發生什麼樣的轉變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