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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台灣在短短 4 年內發生了許多恐怖殺人事件，對於台南湯姆熊割喉案、北

捷殺人案、文化國小女童割喉案、倪姓國三生街頭砍人案……等，使我們產生

了很多的疑問和不解，是何種環境，讓這些人有殺人的動機，且犯下恐怖的殺

人案？在此類案件發生之際，政府如何處理？民眾又如何面對？而社會又有哪

些改善的方法？這並不會單純只是加害人、被害人與司法之間的事情，而是整

個社會的危機。十七世紀的英國牧師詩人鄧恩（John Donne），他的名言「沒有

人是個島嶼，完全的自己。」（南方朔，2015）指出人類不能恣意而為，對於

別人，每個人都是有責任的。這些不尋常事件使我們決定探究其發生原因與後

續所引發的社會問題。 

 

二、研究目的 

 

  藉由此次研究，我們希望能夠了解近年來的隨機殺人案與其引發在社會上

的議題，並提出改善之道，試著用不同的角度去看待此類案件，並更進一步站

在我們的觀點去討論。 

 

三、研究方法 

 

  我們透過各類的報章雜誌、新聞報導及網路民眾對此事件的見解，對此進

行研討，並提出自己的看法與心中的疑問，對隨機殺人案的案發與犯案人的心

理提出我們的觀點並試著找出避免悲劇再現的策略。 

 

貳●正文 

 

一、近年來的隨機殺人案 

 

 （一）台南湯姆熊歡樂世界割喉案 

  

  2012 年 12 月 1 日，三十歲中年男子曾文欽在湯姆熊歡樂世界看到正在

玩電子遊戲機的方姓與李姓男童，便走向前先搭訕李童，但李童並無理會，

接著曾姓嫌犯以贈送遊戲卡誘拐方童到廁所，接著曾嫌拿出折疊刀對方童施

暴，「4 分鐘後曾嫌匆匆走出男廁逃出遊樂場騎機車離開。」（蘋果即時新

聞，2012）事後由清潔人員發現方童，廁所牆壁上血跡斑斑，一片慘狀，便

趕緊報警處理。警方根據犯案人最後一次在遊樂場現身的監視畫面，於「傍

晚 6 時 20 分在距離他租屋處 500 公尺一釣蝦場前發現其機車，在 5 樓網咖包

廂內逮捕正在呼呼大睡的曾文欽。」（蘋果即時新聞，2012）便將他逮捕。 

 

  在逮捕後，犯罪人直言：「犯案前有上網查過，現在台灣殺 1、2 個人

也不會判死刑，我就被關在牢裡一輩子就好。」（三立新聞網，2016）更令

人民恐慌的是，兇手說：「如果今天犯案後沒有被抓，我以後還要再去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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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被捕為止。」（三立新聞網，2016）此段話引發社會大眾的譁然與不安。 

 

 （二）北捷殺人事件 

 

  「2014 年 5 月 21 日」（綜合報導，2014）犯罪人鄭捷進入臺北捷運，在

北上的列車探查，並選在人潮較多的主要車站，以江子翠車站作為犯案地點，

在封閉的車廂中，隨意殺人。「此案件造成 4 死 24 傷。」（綜合報導，2014） 

  

  鄭捷先刺殺在捷運上小睡片刻的 3 名旅客，車上多數乘客正在低頭使用

手機，並無警覺。而後鄭捷展開計畫已久的殺人事件，他的攻擊行為極為殘

暴，旅客見狀急忙往各處奔跑來躲避攻擊，事件發生到該列車第二節車廂後，

開始有眾多的乘客以雨傘抵制鄭捷而停止。事後，鄭捷尾隨四處逃亡的民眾

一起下車，不久便遭陳姓男子絆倒，見義勇為的旁人將鄭嫌圍住並加以制伏，

最後以現行犯遭警方逮捕。 

 

  鄭捷在警方訊問時表示從小就已經有痛快殺人的慾望，根據高中導師的

證詞，鄭捷在寫作時用字較負面，但是從來沒想過他會是犯下此種錯誤的學

生。再者，嫌犯的父母表示除了上學外，大多時間都在家裡打電玩，常以格

鬥類與殺人遊戲為主，是個宅男。 

 

 （三）倪姓國三生街頭砍人案 

 

  2014 年 7 月 20 日，「新北市一名國中倪姓男學生，撫養的姑姑期望過

高 ，常常要求課業，導致 2 人因而有所爭執。」（更新，2015）倪生在夜晚

拿著菜刀上街砍人，他在街上追砍一名女大生，被害人因反應不及，其左手

臂遭菜刀劃過，女大生連忙跑到便利商店尋求幫助，所幸的是，被害者的傷

勢為皮肉傷，然而，「倪生作案後，由大觀路往隆恩路方向逃逸，警方獲報

在離案發處 1 公里外的隆恩街逮捕帶著菜刀的倪生。」（中時電子報，2015）

但事發原因不會只有倪生與姑姑的爭吵，倪姓國中生在 6 歲時因父親的要求，

獨自返台學習中文，倪生從小就認定自己是被拋棄的，他的心一直無法平衡，

不滿其父母只帶著妹妹到緬甸經商，加上個性孤僻，鮮少像旁人表達自己的

情緒，因而將之壓抑在心。 

 

  案發的時間是倪姓國三暑期輔導的第一天，在往年的此時他都會搭機至

緬甸與家人團聚，但由於國三會考的關係，使他無法返家團圓，因而引發他

心中長久以來的不悅，而與姑姑之間的爭執正是壓垮他的最後一根稻草。 

 

  在事發後，警方表示，「少年在案發時不知道當時的北捷中山站隨機殺

人案，而他在警方開導下，最後也向員警表示，「我錯了！」」（自由時報，

2015）此句話明顯表示倪生是有悔意，但在此事件發生後，引發社會討論鄭

捷事件後的模仿效應與青少年犯罪問題。 

 

 （四）文化國小女童割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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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 5 月 29 日，嫌犯龔重安吸食毒品後，翻越北投文化國小的圍牆，

至四樓的女廁，拿出預備好的水果刀，尾隨落單的女童劉庭妤進入廁所，並

從其頸部劃下深深的一刀，事後，兇嫌不但沒有離開案發現場，還冷血的看

著女童痛苦掙扎，而後有學生發現倒在血泊中的女童，立即通知師長，並將

女童緊急送醫，不幸的是，女童已無生命跡象，此案件不單造成父母的傷痛，

更是社會大眾的傷痛。 

 

  事發過後，警方發現嫌犯竟是文化國小的校友龔重安，他以熟悉的環境

為犯案地點。在兇嫌的世界裡籠罩著無異性緣與找不到工作之批評的幻聽，

因而燃起心中的仇恨，但警方調查過後並未發現他有精神方面的病史。據媒

體報導，他自稱：「幻聽已有 1、2 年的時間曾以換工作或自殺手段想要尋

求解脫，但卻沒有勇氣下手。」（風傳媒，2015）此句話已透露出犯案人心

理上的無助。 

 

  以上四起在近 5 年內發生的重大隨機殺人案，我們發現事情發生之際，

社會總是把焦點聚焦在死傷者，輿論兇手沒有人性，甚至認定罪犯就應處以

死刑。事實上，我們面對此事件是有距離的，民眾直覺性的將自己放入受害

者或受害者親屬的心情憤恨不平，批評加害者，因為盲目的言論如此容易，

又彷彿自己如此有正義，但對此類事件並無太大的幫助。 

  

  這四起隨機殺人案，都有一些典型且相似的特徵，犯罪人具有強烈的挫

折感及自卑感，家庭的陪伴不夠、職場上的失敗……等，他們在人生的道路

上面對了危機，但在面臨此類情況下，人們常常因自私，又或許是因現在處

於的社會風氣使人民大多不敢向陷在此困境的人伸出我們的友善之手，使他

們漸漸遠離人群。他們儘管知道殺人會被判刑，但仍執意要犯下不可挽回的

錯誤。而根據警方對加害人的了解，部分兇手總稱自己很想自殺，但是沒有

勇氣，對自己下不了手，只好透過殺人，來達到心靈上的滿足，這傳達了犯

案人的心理狀態早已有所偏差。 

  

  重大案件不斷發生，我們該如何避免？人在事不關己時，話說得最大聲，

每次遇到類似的案件，重蹈覆轍，校園圍牆的高矮、延長義務教育，此類議

題真的有利於避免悲劇發生嗎？也許塵世間的人情才是我們真正該關注與改

善的地方，人人要是願意付出關懷，社會阻止此類事件的能力應會大幅提升。 

  

二、隱藏在隨機殺人案背後的問題 

 

 （一）校園安全的漏洞 

 

  多次的殺人案件皆是針對年幼的孩子，多數嫌犯都表示孩童比較容易下

手，而反觀於今日的校園，真的安全嗎？近年來教育部推動「友善校園」，

希望能跟附近的社區融合，很多學校紛紛將堅固的水泥牆拆除，而改為低矮

的樹叢，以達「友善」的宗旨，但現在殺人案件已有數件是將矛頭指向孩童，

然而學校沒有了高牆，不正是給予陌生人更多機會得以進入校園？不禁讓人

開始對此項政策產生質疑。對此「北市教育局說，歹徒若有心闖入校園，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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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圍牆也不見得能攔阻。」（蘋果日報，2015）政策的適切性也許值得再

探究，但我們認為圍牆還是有一定的作用，犯案者攀爬所需的時間也較長，

或許周圍的人可及時阻止，進而降低此類悲劇的產生。 

 

  另外，校園附近設有不良場所，例如：網咖、伯青哥、KTV、夜店等，

會使出入校園附近的人變得複雜，雖然並不是所有去以上場所的都是壞人，

但有些幫派或吸毒之人會在此類場所行動，可能促使學生因沈迷網咖而荒廢

學業、被拉攏加入幫派等。 

 

 （二）幫派組織與課業壓力 

 

  由倪姓國三生街頭砍人案，我們可以知道課業壓力是倪生想砍人的動機

之一，而在現今的社會，犯罪年齡層與青少年犯罪率都呈現較為負面的現象，

其原因為學生承受龐大的升學壓力與無法被他人肯定，另外還有少年間的幫

派組織之影響，使部分學生因此而陷入挫敗與迷失中。 

  

   １、幫派組織 

  

   根據台灣社會問題研究學術研討會對青少年犯罪形成的分析表示，

「發現這些青少年的行為動機卻幾乎都是「幫派義氣」的血氣之勇，而

不是個人恩怨，更不是私人名利。」（中央研究院，1999）在青少年時

期，學生最重視的是同儕團體，在同儕相處之間容易形成一股次文化，

但當此文化並不是師長所樂見時，學生就會被貼上「問題學生」的標籤，

更嚴重則出現易犯罪的幫派組織。在幫派中通常都會有一位領頭者，主

導者對人事物的不滿會對幫派內的青年有很大的影響，會讓他們因義氣

而犯下無法挽回的錯誤。而此類組織的成員在校園內多半是受到老師與

部分同學異樣的眼光，久而久之將導致其喪失對自我的肯定且習慣以偏

差的行為來降低自己內心的不安與焦慮。 

  

   ２、課業壓力 

  

   一般而言，學校總是教導學生正確的社會價值觀與處事方法，以及

在十二年國教政策的實施下，使得學生至少需有高中（職）以上的學歷，

而在越來越高比例的教育下，為何犯罪年齡層仍呈現下降趨勢呢？不僅

如此，青少年犯罪率也逐漸增加，而學校的課業壓力便是其原因之一。

在過去，學生在放學後應是回家的，但如今卻要留校參加晚自習或去補

習班上課，一天的生活從早上七點半的早自習到晚上九、十點的補習，

到了家還有學校的功課和考試要完成，這正是學生的課業壓力來源。然

而，並不是每位學生都能在課業上達到自己預期的表現，其成績的不理

想，受到父母與師長的責備，難免在心中留下挫敗的陰影，然而長期處

於挫折重重的狀態之下，有可能會使其自暴自棄，或對社會產生厭惡感，

而在學習上失去了方向與前進的動力，「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稱

之為「校園弱勢」學生」（中央研究院，1999）使其有了逃學、休學的

念頭，而此念頭的萌發將使青少年誤入歧途，更間接提高犯罪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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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媒體的過度渲染導致模仿效應 

 

  近期有些電視台的談話節目在深探重大殺人案件時，總把嫌犯殺人與棄

屍的手法研究並播報的過於透徹，甚至會到現場實地演練一番，並在節目上

將嫌犯的想法與行徑表露無遺，讓人可從網路或新聞等處得知詳細的犯案手

法，模仿以往的案件，不停複製悲劇，造成惡性循環。 

 

  由我們先前所提的北捷殺人事件為例，在事發過後，媒體 24 小時不間

斷的報導，來符合社會大眾所想知道的事件內容，但也可能因為社會大眾的

「知的權利」，使得媒體的報導過度誇飾，更有些則加入個人主觀意見，進

而造成連鎖效應，例如：「6 月底和 7 月初又有一名曾姓男子在高鐵和台鐵

的廁所留下要放炸彈等恐嚇字眼。」（師大新聞報，2014）此兩案都是在北

捷事件後而引發的模仿，而此現象的存在讓人更加恐慌與不安。 

 

  根據新聞系講者潘玲娟的研究指出：「在電視世界中，絕大部份的暴力

陳述過程，忽視受害人不論在生理上、情緒上或心理上所承受的痛苦。」

（潘玲娟，2005）因此容易將加害人塑造成觀看者的典範，並將其行為合理

化。這就是所謂的媒體暴力，傳媒將人導向敵意與正面的方式去認知犯案人

的行為，而造成有更多的模仿者。 

 

  再者，新聞媒體總是播放辛辣的政治或者冷血的犯罪，卻鮮少播放社會

溫暖的一面，倘若能降低負面新聞的播放密集度，增加一些人情溫暖，或許

可使得人們的思考稍向正面發展，而不是讓大眾認為現今的社會極為黑暗。 

 

 （四）危險心靈 

 

  此類犯罪的產生是犯罪者的危險心理作祟，一般大眾的人性傾向於守法，

但是在幼年時期如果沒有受到良好正確的社會化，易產生「低自我控制」，

以下是低自我控制的人常見的特徵： 

 

1、追求「此時此刻」即時性的快樂。 

2、較無「堅持弘毅」的性格。 

3、遇到是事情，常有冒險的衝動，且較偏向於用暴力解決困難，抗壓性

低。 

4、認為自身的感情或事業不順利。 

5、較無同理心。 

 

  一般人本就具有惻隱之心，要殺一個人是何其不容易，違反人性的殘害

自己的同類，之於以上的特徵，可想而知惻隱之心已漸漸殆盡，可能是過於

追求某目標所造成，其實這樣已具某種程度的精神疾病，包括：精神分裂症、

反社會人格等。 

 

  精神疾病患者多數對社會缺乏情感，也對刺激不敏感，而要有刺激性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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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事物才有所反應。此類患者也有可能出現幻聽或幻覺，覺得好像有人要

他去殺害他人，然而這些犯罪者在犯案後的態度都異常冷靜，甚至以為自己

做了非常值得的「大事」而感到愉悅，這樣的病態思想，是需要接受治療的，

但許多人選擇相信「自己沒病，病的是大眾。」而逃避治療。 

 

  在犯罪因素裡，家庭也佔了很大的部分，不論是家庭破碎或是感情相處

不睦，都可能讓人們內心留下傷痛，甚至是仇恨，或許也因此看不慣、嫉妒

生活平順的人，想讓他人遭受與自己相同的痛苦，認為如此不僅能讓別人理

解自己所經歷的，還能平衡自己內心深處缺少的那一塊。 

   

三、降低隨機殺人案發生的因應策略 

 

 （一）加強學校輔導教育與家庭教育 

 

  教育是改變人類行為與價值觀偏差的主力，古時荀子也認為教育能改善

人類的「劣根性」，從教育著手，也較能遏止青少年犯罪的產生，我們認為

學校的輔導室扮演了個很重要的角色，透過任課老師、班導師、同學等人發

現其心理或行為上的異常，並與輔導室合作，當輔導室關心、陪伴孩子度過

艱困的心理障礙，自然對導正已偏差的價值觀有所幫助。 

 

  接著，我們在北捷殺人案的相關報導得知鄭捷父母在建設公司上班，家

境算富裕，但是似乎對兒子的興趣、嗜好不是很了解，事後知道兒子犯下滔

天大罪時，非常震驚，無法相信。家庭教育是人格養成的搖籃也是社會教育

的基石，其重要性實不容忽視。家庭教育除了告訴父母應教導孩子基本的為

人處事，更要教導父母不受社會主流價值觀的影響，使孩子能夠適性發展。 

 

  在台灣現今的社會裡，正面臨少子化的風潮，多數家庭裡的成員是一對

夫妻與一個小孩，而通常父母都會將期盼與希望聚焦於此位孩子，導致孩子

承受這龐大的壓力，當孩子無法符合父母的要求時，招來的便是責備與不諒

解。當雙方發生爭執時，應當以理性且尊重的溝通為管道，而非暴力或無視

彼此的意見。此外，雙薪家庭的比例在台灣也逐漸增加，此類家庭可能因工

作時間的拉長，在親子的相處時間上相較於其他種類之家庭來得少，因此會

使父母不夠了解孩子的想法和心情以及其內心世界，而此將會產生「罐頭孩

子」（克莉絲提娜．諾斯特林格，2005)，為了符合社會期待如罐頭工廠般製

造能讓家長驕傲、師長喜愛的小孩，一再將孩子的心聲透明化，久而久之在

親子間自然就築起了一道高牆。父母應要對自己孩子的當前狀況有足夠的了

解，並將自身放入孩子的立場，以孩子為起始點為之著想。另外，要讓孩子

適性發展而非強迫，父母不能一昧要求孩子要在成績上表現極為優秀，更不

能拿孩子與其他同年齡的孩子比較。我們發現在網路上已在 2013 年成立「還

孩子做自己行動聯盟」，此單位透過舉辦演講、播放紀錄片、發表文章等方

式提倡「拒絕將孩子變成罐頭的教育教養方式，呼籲『還給孩子做自己』的

生存空間。」（還孩子做自己行動聯盟，2013），透過此聯盟的努力，在家

庭教育方面一定能夠有所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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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提升對隨機殺人事件的防治能力 

 

  從 2009 年迄今已多達十起的隨機殺人案，案件一再發生使國人心生畏懼，

且對生活品質造成嚴重衝擊。如何防治此類事件的發生與民眾在外的自保能

力是必須重視的。 

 

１、提升校園與其周遭安全防護 

 

  在防治方面，首先提到的是校園與其周遭的安全防護，學校應向學

生一再宣導無論何時何地都必須結伴同行千萬不能落單並公布校園內之

危險區域，並禁止學生在此類區域逗留，學校也需增加校園保全與巡邏

次數。還有，在家長接送區可增設保全人員，在學生上放學時，監看此

地與其周圍是否有可疑人物，學校周圍亦可設立愛心商店，供學生在放

學後可在此等候家長或遇到緊急事件時學生可立即到此尋求協助。 

 

２、加強對「社會挫敗型」之人的心理輔導 

 

  所謂的「社會挫敗型」即指因失業或家庭不融洽等困境使人情緒不

穩定，嚴重則導致精神方面的疾病。由先前提的四個案件之犯案人都有

這些遭遇，而此類型的人是需要社會輔導機制關心的，社會輔導單位應

與醫療單位合作定期追蹤其身心狀態並給予其適當的輔導。社會輔導機

構除了與醫療單位合作之外，更可結合社區，在社區內設置相關單位，

例如：編制社區內的心理諮商師與社工提供專業的服務。此外，社會輔

導單位也應呼籲有類似此類人格者應立即接受治療，因為「接受精神疾

病也是像胃炎、心臟病一樣的疾病，不應逃避、歧視、漠視它，而該尋

求解決方式，尋求專業治療。」（2016，吳明益） 

 

 （三）教導民眾如何自保與孩童自保 

 

  正因我們無法預測隨機殺人案的發生，更無法保證自己是否為犯案人的

目標。因此，教導民眾如何自保是極為重要的事。政府應教導人民提高警覺，

在搭乘大眾交通工具時，不應當低頭族；在夜晚或較為偏僻的街道上，盡量

避免單獨行動，若是不得已，也應隨身攜帶能防衛或呼救的器具，例如：雨

傘、防狼噴霧、哨子。萬一遇到事情時，則應隨機應變，洛杉磯縣警察局大

隊長 Alex Canchola 提出「逃跑（RUN)、隱藏(HIDE)、反擊(FIGHT)。」（城

市雜誌週刊，2016）的三大應變步驟。當民眾不幸遇上此類案件時，最先反

應即是逃跑，在公共場所內一定會設有逃生出口或逃生路線，但如果是在大

眾運輸系統的封閉車廂內是無處可逃的，此時就必須找到能夠不遭嫌犯攻擊

的地點以躲藏，要是有逃生機會更要加以把握，切記要保持安靜且迅速，在

逃生後更要撥打 110 和 119，並禁止周遭人再度靠近危險區域。最後一個步

驟「反擊」，當前兩個步驟都無法應變在現場的情況時，無論是獨自一人遭

遇或多人，都應設法卸除攻擊者的武器，並運用當下環境的任何器具自我防

衛。而在多人共同遭遇的情況下，民眾應採取果斷的行動將攻擊者壓制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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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者，我們在台南湯姆熊歡樂世界割喉案中，發現孩童自保的重要性，

家長應教導孩子保護自己，例如：要有伴不落單，不接受陌生人的物品、不

隨便與陌生人攀談、不依陌生人的指示跟隨其到其他地方，這些都是父母在

孩子出門前應再三提醒的，但孩子可能會因心不在焉而轉身就忘了父母的交

代，所以，家長又該如何使孩子有警覺心呢？西湖國小葉世杰主任提出：

「因為孩子年紀比較小，所以我們會有一個比較簡單的口訣。」（三立新聞

網，2016）校方用淺顯易懂的人事物，向學生宣導對某些環境所要具備的警

覺性，並實地演練給孩童看，讓孩子能夠明記在心。許多父母因隨機殺人案

的發生，出門在外都是緊牽著孩子的手，且時時刻刻盯著孩子與其周圍的一

人一物，但這不是根本治源的方法，因為孩子不會每分每秒都在家長的身邊，

因此，最重要的應是教導孩子如何自保，而非無時無刻的保護。 

 

参●結論 

 

透過此次對台灣近年來之隨機殺人案的探討，我們發現 2012 年台南湯姆熊

歡樂世界割喉的案件並沒讓社會產生危機意識，政府也沒因此開始正視此案件

背後所引發的社會問題。致使悲劇一再發生，造成惡性循環。而我們也發現家

庭、學校、社會的教育是環環相扣的，2014 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馬拉拉曾說：

「一個孩子，一個老師，一本書，一支筆可以改變世界。」（馬拉拉名言，

2014），雖然此句話是在為因恐怖組織而無法上學的女孩們發聲，但其更表達

了，透過教育是能夠改變世界的。如果我們可以做到透過家庭教育讓每個人身

心可以安頓、透過學校教育讓每個人可以知書達禮、透過社會教育讓每個人了

解自己的社會責任，相信必定可以降低隨機殺人等重大社會案件，減少悲劇的

發生。其中，學校教育除了教導學生成績單上會出現的科目外，更該重視品格

教育並教導正確的價值觀。 

 

此外，建立健全的心理輔導與諮商網絡是非常重要的。透過專業的心理輔

導與諮商幫助需要協助的人，預防勝於治療，透過輔導機制，挽救危險心靈，

減低悲劇的發生。再者，社會教育亦是重要課題。目前台灣的失業率偏高，導

致很多的社會問題，政府應設法協助失業者找到適當的工作，或在失業者尚未

找到工作前，給予其更多的就業訓練與輔導，以減少因為失業而引發的社會問

題。政府應以改善國家的各種問題為共同努力的目標，致力於改善此社會現狀，

如此必能改善社會環境，減少暴戾之氣。 

 

  在這次的探討中，我們不只站在被害者的立場，同時也從「加害者行為反

應出的社會」去思考，這些事件讓我們得知社會秩序發生問題的警訊，是人因

社會存有的生存，日漸感到壓力，又找不到正當合法的宣洩出口，才會釀成悲

劇，如果不能從根本改善，光靠司法機關、警察，恐怕難有成效。然而當一切

都來不及改善的時候，我們且用愛逐去冷漠，用愛點燃世間溫暖的燭光，溫暖

受創乏愛的心靈，減少悲劇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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