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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成「髒」
――三字經

　　這實在是一個很常見的困擾，不過這也是個很根本的問題。

讓我們不厭其煩，花一點篇幅徹底的來談一談。

　　好！先來想想為什麼妳會對三字經那麼敏感吧！——請注意，

我們回答問題的方式從來不是像坊間那種疑難雜症解答一般隨隨

便便的就提出解答，而總是先由問問題的人本身有什麼假設來開

始。畢竟，關鍵常常不是那些被視為有問題的人，而是那些覺得

別人有問題的人唷！

　　第一，妳可能覺得三字經非常粗俗，不堪入耳。可是，什麼

是粗俗呢？說穿了，就是屬於下階層人口的意思，而妳對下階層

的言語感到厭惡，恐怕主要是因為妳（不管原本是什麼出身）一

直就希望（或者被訓練得希望）自己屬於上階層，因此直覺的想

和下階層保持距離，以便證明自己不屬於下階層吧！從前大家歧

視台語的時候，也是覺得台語沒文化，要說標準國語才是有身分

的表現，因此一直避免露出台灣國語的口音，現在是因為風水輪

流轉，台語才翻了身的。

　　其實，人往高處走，是蠻常見的事情，沒什麼不好，但是往高

處走就往高處走吧！顯顯真本事就好了，為什麼一定要靠抹黑或踐

踏別人的語言，來證明自己的身分呢？真的，對很多人而言，所謂

有的時候我在操場或走廊經過時，會聽見學生口出穢言，

三字經似乎是新新人類的基本字彙，甚至男女學生都會說。

我也嘗試勸阻或恐嚇，但是好像都沒什麼用，怎麼辦呢？



143出口成「髒」

「髒話」，就是隨時隨地自自在在講的話，平平凡凡日子裡說的

話，也可以說就是某些人的「母語」，因此他們講來順口之至，根

本不帶著什麼特別的強烈情緒惡意，只是口頭禪而已。從語言平等

的角度來說，妳好像沒有理由輕看別人的語言習慣呢！

　　妳說，這些髒話都是說和性有關的事情，性是兩個人之間的親

密事，在公開場合說出來

就是不堪入耳。不過，歷

史研究顯示，每個時代對

於什麼是不能公開做的事

情或者不能說的言語，都

有不同的看法。三十年前

兩人攜手同行都被視為傷

風敗俗，女人露出肩膀就

是淫蕩隨便，可是現在還有誰會這麼想呢？從前要是說了和基本國

策不合的話還有可能會被送去綠島，現在大家都說那是白色恐怖，

再也不覺得應該太過限制言論了。即使在性方面，過去從來沒有人

敢公開談性，現在這方面的討論還在媒體上製作成專門的節目，大

家還覺得不談就會造成大家的無知，影響個人的性生活呢！所以

說，帶著性暗示的語言會被大家怎麼聽，怎麼想，也是個會改變的

事情，我們又何必先入為主的認為性話就一定不好呢？

　　妳說，三字經都包含著對女性身體的不敬，是歧視女性的話

語，因此不應該讓孩子說。這一點我們倒是有某種程度的同意。不

過，說到對女性身體歧視的話語，我們覺得如果要禁，應該同時也

禁止大家追問女人怎麼二十好幾了還不結婚，禁止大家耳語某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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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不出小孩真可憐，禁止大家說女人的身體屬於廚房浴室臥房，

禁止大家評頭論足說女人端莊賢淑，禁止大家說女生天生就體質單

薄虛弱，禁止大家說女人情緒天生不穩定，禁止大家說女人一失足

就成千古恨等等各種隨時隨地聽得到的歧視言語。真的，三字經絕

不是唯一或者最歧視女人的言語。

　　我們倒認為，惡意的三字經真正不可取的，不是因為它提到

了性，不是因為它露骨的談性，而是因為它利用了「性」在這個

文化中一向所累積的禁忌位置，勾動了人們對「性」的無知和戒

懼，積極的把「性」當作辱罵人的工具，把「性」牢牢的連結上

仇恨、憤怒、忌妒等等負面的情緒。這麼一來，由於性都是和負

面的東西連在一起，反而使得「性」無法發展其正面的意思，因

而更加把性－－這個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常常貼近身體情緒感覺的

事情——醜化了。

　　這就好像很多人用「鄉巴佬」來罵人一樣。住在鄉下的人沒

什麼不好的，他們有他們生活的方式，他們的情感，他們的文化，

他們的虔敬，他們的正義，他們的認知。可是一旦那些想要凸顯

自己有品味有文化的城市佬，選用「鄉巴佬」來罵人的時候，這

個名詞就使得「鄉下」戴上了一層負面的、落後的意義。

　　三字經，或者髒話，就是這樣強化了一般人面對「性」的時

候的焦慮厭惡（底下涵蓋的是手足無措）。因此使得我們在被人

用三字經罵的時候，不但「特別」恨那個罵人的人，「特別」恨

那件使我們挨罵的事，還同時無意識的也對性產生「特別」強烈

的惡感。這些都顯示我們文化對性的另眼看待。

　　不過，在另一方面，正由於我們對性、對髒話另眼看待，有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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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字經也有它促進心靈健康的效用。例如關門的時候夾到手指，痛

澈心肺，這個時候，大喊三字經還真是舒緩痛楚的好方法。受到上

級欺侮，有冤難伸的時候，除了收集證據以備日後檢舉之外，在無

人或塞車的時候大罵他幾聲三字經，也有維持身心平衡的功用。在

台灣這個開車停車文化都不上軌道的地方，遇上那種惡形惡狀，害

妳頻頻緊張煞車的猛司機，或者發現機車被推倒在路邊，汽車輪胎

被放了氣，車身被畫花了，這時狠狠地罵幾句髒話，就可以有助減

低妳殺人的動機。還有，夜行路中遇見兇狠的野狗，不用三字經大

罵它個狗血淋頭，難道還要好言相勸求饒嗎？

　　從這些方面來說，髒話並不一定是惡劣的、不好的東西，以

平常心來看待，選擇性的使用，智慧的使用，恐怕更是我們需要

培養的能力。

　　禁止說髒話，並不是真的在教導孩子有文化，有禮貌——這

些東西應該來自一種自主自足的心態，而不是來自成人的懲罰和

規範。禁止說髒話更重要的後果倒是，成人剝奪了孩子嘗試不同

文化，行使不同語言風格，伸展不同人格幅度，平衡挫折心態的

機會和工具。

　　老實說，髒話不一定會腐爛心靈；禁止說髒話反倒可能會使

人虛偽、易怒。

　　等等，別又讀錯了，我們的意思不是說，人人都應該隨時隨地

說髒話，把髒話當成官方語言——誰會這麼無聊啊！如果有人真的

是隨時說髒話，那麼對他而言，髒話多半已經失去了原本的強烈內

容，而只是平常語言而已。但是我們倒是強調，具備說髒話的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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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自在，而且有能力選擇什麼時候說來最爽最妥當，恐怕正是一個

寬廣人格的必然表現。

　　另外，妳可能沒注意，我們周遭的孩子們還發展出來一些很

有創意的用髒話的方法，舉一個例子。

　　有一次有一個國小六年級的女生在公車上遇到上下其手的男

人，結果這個女生並沒有默默含淚匆匆下車，也沒有驚惶的擠向

司機先生，更沒有東躲西躲，用書包擋來擋去。相反的，她只是

冷冷的回過頭去，兩眼直視那個男人，咬著牙，恨恨的說了一聲

「幹！」，乾淨俐落，不帶任何遲疑，結果倉皇下車的反倒是那

個男人。

　　成人聽到這種例子，可能會不以為然，覺得女生太粗野，太

沒家教，太冒險。可是成人沒有想的是，這種故事中的女生顯然

已經和我們平常常見的那種小白兔型的乖女生大不相同了，她們

已經發展出來一些新的氣魄，新的自在，她們可以用自己的方式

解決問題，而且還不會因為小小的侵犯而心靈受創。

　　面對這種女生的出現，成人要如何回應呢？是要責備她，處

罰她，歧視她，孤立她，把她當成問題學生，仔細監控，以致於

她因為被特殊對待，而選用反擊的、敵對的方式來回應？

　　或者，老師會欣賞的、理解的、支援的看待她，仰慕她自行

發展出來的氣魄，肯定她的語言使用，鼓勵她同時也嘗試學習別

種語言、別種回應方式，而且還鼓勵別的小白兔欣賞這種同學。

　　小白兔不一定要、也不一定能變成小狐狸，但是學一點小狐狸

的本事也不失是一種開拓人生的做法嘛！問題是，我們校園常常是

想把小狐狸、小斑馬、小野狗都變成容易受傷的小白兔，禁止說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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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就是這麼一種政策。

　　好啦！說了這麼多，妳懊悔問問題了吧！新的性／別教育其

實是一種要讓妳的思想翻天覆地一下的革命性教育喔！（何春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