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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本文原刊於《中華心理衛生學刊》，係東海大學社會

系朱元鴻教授回應該刊所刊文章之作，現經作者同意轉載。】

小玫的離家故事，喚起腦海中另兩位少女離家的故事：張愛玲 1 與

伊芙琳．劉 2 。她們的不幸或墮落，以及救贖的方式，每每讓我在對

比中思考社會學研究或社工案例報告裡所描述的離家原因：家庭的失

常或個案過去經驗所形成的問題。

小玫與張愛玲企圖離家的經驗有些相似。小玫的惡夢所「反映」

的經驗是與養繼母衝突，並遭到養父的喝叱。而張愛玲則是因為與繼

母衝突，遭受父親不分青紅皂白的拳打腳踢，甚至在罹染疾病後仍遭

禁錮，父親不給她請醫生，也不給她吃藥，卻因她病重為怕「出事」

而擅自為她注射抗生素針劑。小玫的父親，一個低階層的角色，很容

易地被公權力裁定管訓。張愛玲的父親，高教育、有財勢的上流仕紳，

為了保護自己的「名聲」而「不得不」的措施，卻只能見諸當事人過

世後的軼聞。這個對比在我看來並非偶然，少女「不幸」的可見度，

以及代表保護與教養的公權力介入，都有其階級脈絡。

小玫與伊芙琳．劉的相似之處是離家後所謂的「從娼」過程。伊芙

琳在十四歲逃家之後成為流鶯（雛妓）與吸毒者。她逃離了什麼樣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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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非她在《逃家》序言中述及自己敏感心靈如何受傷，外觀（客觀）上，

誰又能將逼她逃向街頭的「不幸」歸咎給那麼個典型的華裔中產階級移

民家庭？有洋房有汽車，父母既沒有「打」她也沒有「賣」她，最多不過是

「要求嚴格、管束過度」，希望她在班上出類拔萃，為她設計好遠大前程，

訓斥她要為了功課而壓抑寫作興趣。然而夠了！十四歲的伊芙琳感覺到：

『如果我不逃走，我會要麼自殺，要麼發瘋』。更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在幾

年悲慘的雛妓生涯之後，藉著妓女生活的記實性創作而已經成為加拿

大當紅青年作家的伊芙琳，竟然在序言結語時告白：『說實話，我覺得這

兩年內發生的一切，從情感上來講，都比待在家裡更容易讓我接受，這也正

是我從未回家的原因』。

而對比救贖的方式，社會學的理由，我好奇地想像，輔導或救援

專業，是否可能介入張愛玲或伊芙琳這類「不幸少女」的案例。如果

可能，以什麼方式，形成什麼關係，達到什麼救贖後果？要救家裡的

伊芙琳出來，還是救街頭的伊芙琳回家？還是，救到各種收容庇護的

中途之家？然而，伊芙琳的日記裡，看她從福利收容所到警局拘留所，

從領養人家到青少年集體營，也像她所逃離那溫室般的家，在她感覺

不是棲身之所，而是向她壓來的一道道牆壁。什麼原因，讓她寧可待

在風雨交加夜晚的街頭，也不接受那些收容服務？下面一小則台灣社

會新聞的報導，說明了「牆」的譬喻未必全是誇張的想像：

台中家扶中心收容的不幸少女曾數度把冷氣機窗口撬開逃亡，

家扶中心防不勝防，只好把冷氣口封死，不幸少女今年夏天也

只好改吹電風扇了 [記者羅珮瑩台中報導，中國時報，民國

86年 7月 13]。

張愛玲被父親禁錮以及逃家的經驗實錄，寫成英文，以聳動的標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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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a life! What a girl’s life!」發表在上海的《大美晚報》（她父親

訂閱的英文報刊），這就是中國文壇張愛玲的處女作。她父親看了之

後大發脾氣卻無可奈何，而張愛玲很快地成為上海最紅的作家。伊芙

琳．劉也以流鶯生涯記實的《逃家》，在出版轟動並獲評論的重視之

後步向成功年輕作家的生涯。這是一種真實的救贖方式，我所指的不

是成為名作家，而是憑著敏銳與倔強，堅持以自己的寫作來界定自己

的經驗。這些作品與社工員的案例報告是絕然不同的文類，也引出不

同的道德意涵。

社工員的身影常出現在《逃家》的角落裡，但是伊芙琳的態度是

毫不領情的。除了偶爾懷念某社工員及時提供的安全感，其餘多是粗

魯的拒絕或厭煩的嘲諷。『如果妳需要，我們一直在這兒』，這種社

工員腔調，她嘲笑像是個『沒有面孔、模糊一團的政府作為「父母」』。

然而，教養、容忍或憐憫，都不是她要的。張碧琴描述小玫的一句，

有些貼近讀伊芙琳．劉的情調：『她們絕不是要被同情的受害者，相

反的，她們是值得我們尊敬學習的生存者！』

這種界定自我經驗的書寫，倔強地抗拒父母、機構或社工員所構

築的標準（好女孩／壞女孩，受害／墮落，不幸／重生⋯），因此絕

然不同於國內常見的，由「不幸少女」儀式性述說的兩類故事：救助

機構指引出來的受害者悲傷故事（我的過去⋯多可憐⋯被摧殘⋯經過

教堂我都低下頭，覺得自己好污穢⋯），以及經機構化而重生的成功

故事（我是多麼幸運，感謝這些幫助我們的人⋯覺得在這一年來，我

似乎改變很多⋯過去的已經過去了⋯）3 。我懷疑這種屈從於「正常」

標準，否定過去自我的少女，所獲得的是何種救贖？還是救助機構情

境之下，社會角色的建構與扮演，一個相互維繫的虛構，而在機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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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之外，回到社會，也就失去了維繫的憑藉？ 4 

小玫隨生父母回家後，發現生父母是如此積極的為她「漂白」，

『但這種「完全重新開始」的方式卻不是小玫可以接受的，她尤其反

彈的是那種要「逃」、「躲」避過去的感覺，彷彿自己不能也不敢正

大光明地生活於世』。絕佳的觀察！但我懷疑，救援輔導人員，雖然

比小玫的生父母更為專業、更為細緻，然而最終的「正常化」任務是

否仍不免於類似的否定性脈絡？

「我們都是一家人」一節，有趣的記述了社工員與案主之間擬

家人的情感轉移機置，以及「前養母」或「姊妹」兩種互動方式的

比較。我倒覺得，社會學觀點的隱喻結構解析，或許更能說明青少

年面對的不同權力形式。「家」、「家人」是機構與社工員對待個

案時熟悉的角色隱喻，所蘊含的關係，對青少年而言，兼具保護／

照顧／教養／支配。而青少年也同時兼有依賴與掙脫兩種傾向。從

本文脈絡可以看出養父、生父母、與社工員之間三種家長式權力之

間的競爭關係，本文從社工員的角度來看，生父母的家長權力是無

效的或失敗的，養父的家長權力是剝削性的、喪失資格的，因而養

父的行動被視為欺騙或迫害性質，但小玫對養父仍具有信任、責任、

期待等模稜情感，而這些正是社工員以「增強小玫自主抉擇的能力」

5 而企圖切斷的。

其實環繞這些少女的，還有另一個潛在的家長式權力的競爭者，

那就是本文以純粹迫害性角色一筆帶過的所謂「色情業者」、「老

鴇」。以我的田野經驗 6 ，業者、老闆經常能夠很成功的經營家長式

的支配。他們並非以本文暗示的暴力脅迫方式控制少女。其手段例如：

「受妳家人的託付，我對妳有責任」的說詞，為她們提供公寓宿舍、

提供摩托車、為她們解決車禍之類的糾紛、提供安全保護、教她們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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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甚至開戶幫她們存錢、教她們不要飲酒過量、不要吸毒、不要跟

客人在外廝混而要帶客到店裡消費。這些有許多是生意所需的紀律考

量，但是經常，訓誨的方式符合保護／照顧／教養的家長式情感訴求，

甚至會開些「明年供妳補習升學」之類關心前途的支票 7 。有位店主

分析，最乖的小姐是從外地來的，人生地不熟，自然依賴店主，不會

亂來，至於人地兩熟的小姐，心裡自有主張，店主很難管束。但是這

種擬「家長」關係也可能僅獲得少女的表面忠誠，有些小姐會向我透

露些要求對店主保密的計畫，例如，再磨練幾個月，就要跳到都會區

的職場，而經常她們也依計畫實現了。就像小玫最初為了離家而主動

經營自己的「被」賣，她們也有計畫地一步步離家更遠。

本文所呈現的案例，社工輔導體系，相對於小玫養父與生父母，

是更為優勢的家長式權力。縱令如此，小玫在初期拒絕轉介社工體系，

在近期表達了不喜歡「被照顧的方式」而一度令作者感到挫折。然而

有更多令人困惑難解的例子：代表救援─保護─輔導的警察─司法─

社工─收容體系，卻是許多潛在「不幸少女」極力逃避的的對象，甚

至查獲裁定進入收容體系之後仍企圖掙脫逃亡，而所逃向之處卻是我

們所謂剝削迫害的地方。若我們不再支吾規避這個難堪的矛盾，可以

試著更貼近「不幸少女」的觀點，提出誠實的命題：被裁定為剝削迫

害的家庭與職場，可能對少女仍具有保護照顧甚至教養的關係 8 ，而

且可能仍是她們在情感上與現實上依賴甚至信任的網絡。而警察司法

社工收容體系的保護照顧與教養也同時是支配，而且可能是暴力（雖

然合法）支配的形式。從這些少女的角度，保護輔導收容的體系與家

庭、職場一樣，都是一道道的牆，其為依靠或是禁錮，隨命運情境而

不同，這個世界並非黑白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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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碧琴提出司法保護體系「二度傷害」的檢討，建議在社工與司法

之間保有張力的關係，是值得歡迎的反省。但我們可以進一步問：那麼

這個體系裡「社工司法」的角色呢？細看「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治條例」

對不幸少女安置保護流程表中，短期收容中心的觀察輔導報告與建議

處遇方式，如何成為法院裁定（案主命運）的依據。作者在本文結語中

感性地說，那些少女與我們並非那麼不同，『都是在各自的人生道上奮勇

殺出生路而已』，或許我們能『找到打開彼此心門的那把鑰匙』。在這浪漫

結語之後，容我加個冰冷的提醒：那麼分殊的生涯，我們（社工員與案主）

的際會，卻早已是個結構決定了的相對位置。

小玫廿歲了。我好奇，對社工輔導體系而言，這個年紀意味著什

麼？她應該，像每一位成年公民一樣，享有法律保障的公民權，包括免

於暴力脅迫與人身自由的侵害。除此之外，我們對成年公民，她的道德、

她的生涯、她的工作（即使牽涉成年公民之間相互同意的性），還要宣

稱什麼樣的輔導任務？（1997/8/26）

◆註釋

1. 張子靜，＜我的姊姊張愛玲＞，關於敘述逃家的一段，刊載於中國時報人間副刊，

民國 85年 1月 19日。

2. 伊芙琳．劉，《逃家：一個街頭少女的日記》（Evelyn Lau, Runaway: Diary of a 

Streetkid）顧蓓華、張秋林譯，台北：國際村文庫，1994。

3. 這些救助觀點的受害與重生故事的修詞引自勵馨基金會（1993）《雛妓防治問題面

面觀》，台北，雅歌。

4. 我的懷疑雖然冒犯，卻非沒有依據。當回到她們的家庭與生活次文化，機構收容標

籤作用的傷害，才是切身而普遍的焦慮──「她們是怎麼進去的」、「她們是那裡

出來的」、「人家會笑⋯出去抬不起頭」、「很難面對朋友⋯同學」⋯。而「再犯」、

「重操舊業」、「機構處遇功效不彰」、「理論與實務現況的距離」，這些是在研

究娼妓的社工論文結論與建議中一再坦承的問題，見王秀絨（1984）《台灣私娼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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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東海社研所社工組碩士論文；傅世賢（1994）《從娼少女對處遇之需求研

究》，東吳大學社工所碩士論文。

5. 這是任何啟蒙權力最愛的說詞。請注意此處自主抉擇能力的條件正是另一個積極介

入的家長式權力——照我的方式去自主抉擇，聽我的話不要受他擺佈。

6. 為了比較，必須說明我此處參考的田野點並非娼寮而是中部鄉鎮的伴唱 KTV，上班

的女子並非押賣而來，而是循著姑姑阿姨堂表姊妹而來謀職的。

7. 我認為這些是空頭支票。但這些少女的背景與習性通常與升學之路有些距離，即便

是在教養院或救助機構裡，升學的說服又能兌現幾成呢 ?

8. 即使是娼寮或妓院都不例外。我曾經訪問過在華西街經營數十年的業主，對於院內

女子的保護、照顧與教養，是他所樂道的經驗。雖然在司法輔導的支配觀點之下，

他的說法不會受到承認，而一概被視為剝削性的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