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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伴之路　《信任》談網路性侵
蔡亞融 文  

在這個網路與⾏動裝置發達的世代，許多青少年透過網路交友，來拓展⾃⼰的⽣
活圈。本篇報導在2018年4⽉份蒐集共987份的問卷調查，在未滿18歲的青少年
中，有76.1%有使⽤過交友軟體，並且有四分之⼀的青少年與網友實際⾒過⾯。
然⽽這過程中引發部份有⼼⼈⼠，利⽤青少年涉世未深，透過網路交友誘拐青少
年進⽽性侵得逞。⽽《信任》這部電影中探討網路性侵害議題，敘述女主⾓安妮
如何發展網路友誼關係，以及在不幸遇到性侵害後，如何與家⼈共同⾛出⼼理傷
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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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電影海報。（圖片來源／IMDb）

煩惱無處宣洩　從網路獲得歸屬
電影中14歲的女主⾓安妮，是個平凡的青少年，有著⾃⼰熱愛的運動或娛樂，在
學校也有要好的朋友，並且在備受呵護的家庭中幸福⽣活。她也跟很多青少年⼀
樣，平時會透過網路交友，與素未謀⾯的⼈分享⽣活的點滴。正處於青春期的她
開始有⼀些煩惱，例如在校園同儕間的⼈際關係，還有對戀愛與性的好奇。

青少年重視⼈際關係的發展，因此同學間的互動是否能融入團體，不被排擠是⼗
分重要的。安妮在校園⽣活中受到女孩瑟琳娜的派對邀約，原本精⼼打扮的安
妮，期待派對是歡快的回憶，但是派對中卻發現同儕間都在聊關於性的話題，讓
她感到⼗分不⾃在且難以參與討論。回到家後沮喪的安妮原本想要跟⽗親傾訴，
但是她的⽗親認為沒有融入團體無所謂，做⾃⼰就好，卻忽略安妮其實想要被傾
聽、渴望團體的歸屬感。

第⼆次情緒的傾訴⾯臨碰壁，是由於安妮被取笑穿運動內衣，胸部看起來很平
坦，因此同儕希望她買性感內衣。然⽽她的⺟親看到性感內衣時卻嚴肅地要求要
退貨，避諱談性的議題。安妮失去了第⼆次親⼦間的討論，同時⾯臨同儕間的壓
⼒，以及性徵轉變該如何去正向的⾯對。

電影中透過性與同儕兩個層⾯，敘述安妮遇到⾃我懷疑與困惑時，卻無地⽅訴
苦，轉⽽向網友查理傾訴來獲得歸屬感。如同許多青少年⾯對⽣活的挫折時，或
許找不到合適的管道傾吐⾃⼰的想法，因此透過網路交友來抒發情緒。這時期對
戀愛感到好奇的安妮，因為查理的溫柔與耐⼼讓她逐漸卸下⼼防，儘管查理接⼆
連三謊報年齡從16歲變成25歲，安妮沒有因此就終⽌這段友誼，並且期待未來⾒
⾯能夠建立穩定的戀愛關係。

螢幕背後的狩獵者
然⽽，許多使⽤網路交友的青少年，因為在過程中互相傾訴⼼聲⽽信任對⽅，忽
略網路可能潛在的風險，在螢幕另⼀端的⼈或許為捏造⾝份，利⽤青少年的單純
趁機對他們進⾏犯罪⾏為。通常網路性侵害犯罪者有三階段，分別為探索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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趁機對他們進⾏犯罪⾏為。通常網路性侵害犯罪者有三階段，分別為探索階段
——透過網路平台尋找下⼿對象，第⼆為狩獵階段—鎖定⽬標後開始透過文字電
話等取得信任，完成階段則是對被害者進⾏邀約⽽性侵得逞。這些加害者往往和
受害者已有⻑期的通訊，且不會隱瞞⾃⼰的性動機。

安妮的網友查理正是如此，他們已有⻑期的通訊，且查理不會避諱與安妮討論性
的話題。當查理邀約安妮出來會⾯時，安妮看到實際的查理並非他所說的25歲，
⽽是快40歲的成⼈感到震驚。但是查理透過可以當彼此的「靈魂伴侶」來說服安
妮的質疑，在約會的過程中誘騙安妮到旅館進⽽性侵，並且拍下性侵過程。

⼀開始安妮不認為她是被性侵的。反⽽還覺得是因為朋友的報案與家⼈的阻撓，
才導致查理事情發⽣後的消失，在過程中也不斷跟諮商師表達她認為是家⼈⼩題
⼤作。直到警⽅要求她比對資料，讓安妮了解其實同時有數名未成年受害者被查
理性侵過，她才從性侵後的害怕不安、催眠的⾃我保護，⼀直到正視真相後的崩
潰，在諮商師⾯前痛苦的說⾃⼰怎麼會被強暴。

網路性侵害的型態可以分為兩種，普遍的情況其實跟安妮⼀樣，加害者透過⻑期
與受害者建立關係，透過誘騙的⽅式讓未成年合意發⽣關係。少數情況才是加害
者透過網路，⾒⾯後脅迫未成年非⾃願性交。但許多⼈可能誤以為前者並非為性
侵，卻忽略未成年可能在⾝⼼未成熟的情況下被誘騙，因此前者仍會依未成年年
齡的不同，分別觸犯到《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以及《刑法》來保護未成
年的⾝⼼健全與成⻑。

撫平傷痛與陪伴
其實⼼理受傷需要撫平的不僅是受害者，也包括受害者⾝邊的家⼈。當安妮的⽗
親得知安妮發⽣性侵，作為⽗親⾃責無法保護女兒的傷痛，轉為對加害者強烈的
仇恨，不斷蒐集各種資料找尋嫌犯，儘管安妮的⺟親痛⼼地要求他，別沉浸在復
仇的情緒，⽽是把時間拿來多陪伴女兒才是重要的。但他的仇恨未減，不但影響
到⽣活注意⼒不集中。甚⾄當安妮決定放下這⼀切，想要藉由曲棍球比賽來開始
新⽣活時，⽗親在比賽當中誤以為觀眾是嫌犯，衝向觀眾毆打導致比賽中斷，讓
安妮再次失去⾃信回到性侵的陰霾。

直到安妮被拍攝的性侵影片在網路上流傳時，為壓倒駱駝的最後⼀根稻草，安妮
吞下⼤量安眠藥⾃殺，當⽗親得知消息衝去將安妮救出送醫，發現真正該陪伴在
安妮⾝邊時卻沉浸在復仇的情緒，在懊悔與悲傷中⾃責整夜。隔⽇與安妮的談話
中提到⾝為⽗親，很⾃責沒有保護好她，卻⼜因為⾃⼰對安妮的過度擔⼼與懷
疑，導致安妮變成逐漸失去⾃信甚⾄傷害⾃⼰。⽗女彼此之間的⽭盾終於在談話
與擁抱中化解，也明⽩在這次事件中，唯有彼此陪伴、傾聽與扶持，才能夠共同
⾛過傷痛。如同電影中諮商師提到的話：「⼈都會受傷，我們能做的是當摔倒
時，我們可以互相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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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妮吞安眠藥休養的隔⽇，與⽗親回憶兒時往事。（圖片來源／IMDb）

《信任》這部電影沒有英雄式警察辦案的描繪，⽽是平實的敘述在網路性侵發⽣
後，偵辦過程往往曠⽇費時，並非每位受害者最終都能夠找到加害⼈。儘管性侵
帶給安妮與家⼈極⼤的痛苦，在電影結尾交代加害⼈查理沒有被逮捕，仍然在現
實⽣活的另⼀頭，有著幸福的家庭並育有⼀⼦。因此在未成年發⽣網路性侵害
後，雖然傷⼝恢復之路漫⻑，但最重要的其實是彼此的陪伴，才能夠逐漸地癒合
傷痛。

      

 記者 蔡亞融

編輯 鄭仰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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