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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與自己的對話

2015-11-21  記者 王聖安 文

東野圭吾的推理著作中，常見他以細緻的手法將社會議題融入故事架構中，讀者在閱讀及推理的

過程中，便會隨之思考並探討，如二〇〇六年的《單戀》令人反思性別認同、二〇一四年的《空

洞的十字架》敘述死刑存廢的問題，而《以前，我死去的家》則透過一個家庭的悲劇道出家庭教

育和家庭暴力的影響。

《以前，我死去的家》一書。（圖片來源／博客來）

當電話響起，故事也拉開了序幕，一通來自主角前女友──倉橋沙也加的電話，成為一切的起頭。

為了找回沙也加遺失的童年記憶，主角與沙也加來到她父親生前常去的某棟空屋，揭開重重線索

之後，發現這一切是一場家庭悲劇。房子主人御廚啟一郎與妻子和孫子御廚佑介同住，在他病逝

後，兒子雅和與孫女茶米回到家中。然而長久疏離而無法和諧的親子關係讓雅和惱羞朝怒，進而

開始毆打孩子，家暴釀就年僅十二歲的佑介縱火燒死父親雅和，自己和兒時玩伴沙也加卻也不幸

喪命。一場火災，帶走三條人命，而活下來的茶米遺忘了這段回憶，御廚夫人在感到愧疚和悲傷

之下，將她交由沙也加父母撫養，她便作為沙也加活了下去。

 

家庭教育　扭曲人格養成家庭教育　扭曲人格養成

書中提到啟一郎期待雅和能繼承他的衣缽，雅和卻成為一個「失敗者」，考試失敗、染上賭博習

慣、失去教職又和妻子離婚，一個嗜賭又沒有像樣工作的孩子令他臉上無光，啟一郎在極度失望

之下便放棄了他。

而現實中常見父母期盼孩子出人頭地，嚴格的教育和安排好的人生壓迫著孩子的成長。在父母的

掌控下，孩子必須依照「好孩子」的模板成長，用功考取優秀的成績，然後獲得一份體面的工

作。這是傳統觀念的家庭教育，孩子就像父母的傀儡，從小就被要求好成績，需要學習不同的才

藝、考好學校、應徵一份有社會地位的工作，甚至如同雅和一般娶父母挑選的妻子，而孩子的意

願不被在乎，父母理所當然地安排著孩子的人生，彷彿孩子不是獨立的個體，而是父母生產的物

品。

過於嚴格的教育之下，許多孩子都無法與父母親近，扭曲的嚴格教育在孩子成長途中更可能影響

人格養成。在嚴格型的教育態度下，壓抑、自卑而無法獨立，都是極可能產生的人格特質，書中

雅和便因為兒子比自己優秀而感到自卑。

 

家暴　缺乏親職教育家暴　缺乏親職教育

由於雅和的失敗，啟一郎將期待轉移到佑介身上，親自教養，甚至讓佑介稱他為「父親」，成為

病態的執著。由於與父母不常相處，隔代教養可能發生孩子與祖父母親近，卻疏離父母親的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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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編輯的話總編輯的話  ╱╱  張家瑋張家瑋

本期為喀報第二百二

十七期，共有二十五

篇稿件，各項類目都

至少有一篇文章，種

類十分多元。側欄廣告為IS（伊斯
蘭國）的介紹，與最近的重大時事

相關。

本期頭題王本期頭題王  ╱╱  陳緯僑陳緯僑

新手一枚，請多指

教，呵呵~

本期疾速王本期疾速王  ╱╱  楊淑斐楊淑斐

我是楊淑斐，對珍奶

異常狂熱；對橘色異

常偏愛；對韓樂異常

著迷，喜歡一件事情

就不會輕易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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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如書中啟一郎常在佑介面前批判雅和，便造成佑介對於雅和的不良印象，進而藐視父親。而

這份藐視也讓原本期待與兒子恢復關係的雅和惱羞成怒，在一次次酒醉後，開始對佑介拳打腳

踢。

日本雜誌《AERA with Baby》在二〇一四年的調查中指出，多數施暴者是出於管教的心態，由

於育兒壓力大而情緒失控，轉變成家暴。而台灣依衛生福利部在二〇一四年的統計，施虐者的個

人特質有44%為缺乏親職教育，其次是貧困、酗酒、藥物濫用等特質。父母雖然希望管教孩子，

卻因缺乏親職教育等因素而導致情緒控管不當，書中的雅和被父母放棄又婚姻失調，並沒有足夠

的親職知識和支持，加上酗酒更易使得情緒失控，才造成家暴的行為。

另外，也有許多施暴者曾在童年遭受或者目睹家暴，造成暴力循環，書中沙也加常常控制不住自

己，向女兒施暴，明明心中無比痛苦和後悔，卻仍一次次毆打女兒，極大原因便是因為她幼年常

看見父親家暴哥哥，而產生學習型的暴力行為。「目睹兒」是家暴防治中容易忽略的受害者，雖

然沒有受到虐待，但親人時常在眼前受暴，仍然產生無形卻巨大的心靈傷害。社會上有許多孩子

無法忍受父親家暴母親，因而弒父的案件，如二〇一四年曾姓男子在忍受父親家暴母親二十多年

後，憤而殺父的案例，使政府和社會提高對於目睹兒的關注及輔導。

施虐者特質主要為缺乏親職教育，

而暴力循環施虐者在此項比例較非暴力循環施虐者高。

（圖片來源／王明仁、翁慧圓、王之燕製）

 

逃避和面對　死去的自己逃避和面對　死去的自己

「是不是每個人都有以前的自己死去的家？」在謎底揭開之後，讀者才恍然發現那棟空屋其實是

一座墳墓，啟一郎的妻子重現御廚家的原樣，紀念死去的啟一郎、佑介和沙也加，而雅和的痕跡

卻被抹去，或許是因為他被視為這一切的元兇。茶米同樣死在這棟空屋中，沙也加遺忘了過去的

回憶，其實就代表著茶米已經死去。死去的自己就是被捨棄的過去，不論是人格、記憶或是情

感，人們淡忘過去的自己而塑造現在的自我。在本書最開始提到主角的老家即將拆除，他卻害怕

回去，在推理出御廚家的過往後，主角才發現那是因為老家中有著以前死去的自己──小時候親生

母親突然出現與主角相認，驀然發現自己是養子後，主角仍選擇不回到親生母親身邊，但與養父

母關係也再難回到從前。

兩位主角在面對死去的自己時，有著不同的處理態度，沙也加決心找回自己的記憶，正視並面對

過去，而主角則選擇逃避，假裝這一切沒有發生。坦然接受過去的自己，確實需要勇氣，然而卻

能讓現在的自己重新開始。故事的最後提到，沙也加離婚並將女兒交由前夫家撫養，也是因為面

對了過去，理解到自己施虐的原因，而不再陷入家暴女兒然後愧疚的循環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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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唱　延唱生命樂章絕唱　延唱生命樂章

《絕唱》一書包含〈樂園〉、〈約定〉、〈太
陽〉和〈絕唱〉四篇短篇，以阪神大地震為觸
發點，扣著四個女人心中的痛。

彌平成見　人生百味的真實彌平成見　人生百味的真實

巫彥德，為弱勢族群努力的公益者，想用平凡
的力量，將故事背後的真實呈現給大眾，期待
社會彌平成見的那天。

白色書皮裡面是一把鑰匙的圖片，不只意味著開啟空屋的那把鑰匙，

同時也通往過去的自己。（圖片來源／皇冠出版社）

本書的劇情並不曲折，但東野圭吾利用空屋帶來的不安感和屋內詭異的擺設成功營造宛如恐怖電

影的驚悚感，令讀者隨之緊張。並藉由主角們的話語誤導讀者，挑戰讀者的推理能力，讓謎團隨

著劇情一步步解開。《以前，我死去的家》用兩天敘述御廚家二十三年來的故事，簡單卻有足夠

懸疑感，結局平淡卻留給讀者想像空間，相較東野圭吾其他作品，更像一部小品推理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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