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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文明病　繭居族

2016-10-01  記者 何肇耕 報導

現代社會科技進步，資訊流通與交通便捷性拉近人與人之間的距離。然而，現今社會上存在著一

群人，過著與當代人截然不同的生活。他們並不跟社會接觸、不求學、不工作，生活圈僅限於住

所，彷彿過著昆蟲繭居般的生活，也就是俗稱的「繭居族」。

繭居族現象近來由於某些與社會上的衝突：諸如家庭失和、住所衛生問題、甚至歇斯底里的暴力

行為，以及本身並不接觸人群的特性，因而被當作一種心理疾病，逐漸受到世人注意。在日本，

繭居族的議題已經浮上檯面，也影響到台灣。不過對於台灣民眾來說，繭居族的印象很可能停留

在心理精神疾病患者或自閉症傾向的怪人。

 

封閉於世　宛如繭居封閉於世　宛如繭居

對於繭居族的認知，一般社會大眾容易在定義上與其他族群相提並論，但仍有些微的差別。御宅

族是在某種領域有特別愛好的族群，並不牽涉到生活圈範圍狹小；尼特族拒絕工作與職業訓練，

他們並不排斥接觸社會。就原始定義而言，「宅男」或許比較接近繭居族，但宅男的定義與指涉

對象在台灣經常與御宅族、尼特族通通混為一談，而且繭居族也並非男性特有的現象。

繭居族的人們與社會的聯繫相當有限，他們的生活也僅限於日常起居或嗜好，對於人生目標沒有

特別規劃。出於某些原因，繭居族排斥接近人群，選擇生活在一個特定私人空間。如果碰到必須

外出的場合（例如採買食物），他們會將與人互動的部分限縮，甚至依靠家人完成這些流程。

嚴格而論，在現代社會中，繭居族能夠使用網路等工具達成賺錢養活自己，排除與現實人群接觸

的生活模式。但是社會上許多的繭居族並沒有完全靠自己的力量滿足所有繭居生活上的需求，這

些部分必須仰賴家庭。以家庭的正常運作而言，繭居族持續給家庭經濟帶來負擔，並不能夠稱之

為一種合理、正規的生活模式。

由於生活作息都侷限在房間，繭居族的生活空間常被各種雜物占據。（圖片來源／Naver Mat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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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繭居族本身感到繭居生活是痛苦的還是自在的，是了解繭居族為何如此生活的一個參考指

標。」高雄醫學大學心理學系副教授謝碧玲表示，繭居族的行為動機本身並非一致，有些人是因

為某些外在原因，諸如社會壓力、工作壓力、人際互動恐懼或挫折感等導致了一些心理上的障

礙，從而選擇繭居的方式保護自己；有些人是因為適應了這樣的生活，甚至覺得對自己來說相對

舒適，才決定過著繭居生活。

這種現象為什麼出現在現代的日本和台灣也是個值得探討的問題，除了現代社會與工作上給予人

們的壓力之外，如果過度在意外界對於自己的眼光，也可能導致逃避與退縮的心態。相對於古

代，現代的公共設施與網路等科技，構成了相當便利的生活條件，使人們無須離開住所就得以取

得各種生活資源。

因為便利所以待在家中就好，這種情形不只限於日常作息，同樣也發生在人際互動上。繭居族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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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羅鈞鴻的人物專訪，介紹聲語表達訓練師
這個職業和其生命歷程。 3.5mm耳機孔　續存或淘汰耳機孔　續存或淘汰

從蘋果（Apple）iPhone 7取消3.5mm耳機
接孔來看產業以及市場的變化。

不完全是拒絕與「人」互動，現代的網路科技對他們而言不只是能線上購物買到午飯，同樣也能

藉由線上討論區或交友平台進行「人際互動」。也就是說，以前人們出門的目的對於繭居族來說

已經幾乎不存在。如果單往生活便利性的方向思考，繭居模式只不過是另一種懶人式的生活。日

本現在甚至已經出現能夠完全在家中學習的虛擬學校。

 

痛苦所以封閉　封閉所以痛苦痛苦所以封閉　封閉所以痛苦

「接觸到的孩子有因為同學霸凌的、討厭老師或學校的，如果家庭裡又剛好是單親家庭或比較複

雜的家庭狀況，排斥上學的情況很嚴重。」新竹特教班退休老師劉小姐提出看法，認為如果是因

為心理障礙而導致的繭居族，應該在對方年紀很小的時候就已經受到心理上的影響，並且持續累

積一陣子。

他們並不是一開始就成為繭居族，但是從小累積的心理障礙，讓他們逐漸養成逃避的習慣，可能

小時候只是單純逃避某個人事物，到了長大之後則開始逃避整個社會體制。逃避的過程對於他們

來說也非常痛苦，但是他們並沒有得到有效的幫助改善現狀，開始了惡性的逃避循環。

高雄市一位退休諮商心理師表示，這種情況需要家人或朋友等繭居族當事人所熟悉或信賴的人的

幫助。信賴關係是一個重要的因素，比起陌生的心理醫生，熟悉的人所說的話對他們來說更有說

服力。

用強制力逼迫繭居族接觸外界並不是好的方式，應該從當事人所喜好的話題或領域出發，給予他

們熟悉且不排斥的事物來取得他們的信任，進而幫助他們接觸曾經所排斥的事物。

藉由家人或友人的關懷，是能夠協助繭居族們走出戶外的。（圖片來源／今日代誌）

社會對繭居族需要更多的了解社會對繭居族需要更多的了解

台灣人最常接觸到繭居族議題的場合，除了繭居族相關的新書介紹會之外，就是新聞媒體。曾經

有社會案件嫌疑犯被鄰居形容日常作息基本不與他人互動，「疑似就是繭居族」的採訪報導。

新竹市警察局勤務中心吳孟宗表示，就整體犯罪情形來說，將繭居族在新聞社會案件中的曝光度

作為犯罪聯想是不恰當的，並沒有繭居族就比較容易犯罪的傾向。可能與社會隔絕的這個特質是

不太正常，犯罪行為也不正常，但所有人群中不正常的現象不代表著潛在犯罪可能性。

現代社會造就繭居現象，繭居代表著一種生活模式和心理上的極端行為。從繭居族中可以看到科

技對於現實中人群的影響並非全然的便利，它同時有可能造成疏離，完全看人們如何使用科技。

並非所有繭居族樂於活在繭中，科技時代帶給人類的便捷，是否也將人與人之間的關心省略了，

值得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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