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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義與通訊資訊的發展逐漸使勞動變得彈性化；勞動不再只是

要求單一技能的精進，更要求勞動者具備「多工作業」（multitasking）的

能耐，能在不同的技能與作業之間穿梭，甚至是同時運行。而金融危機以

來的資本主義發展停滯與矛盾加劇帶來了工作貧窮化，以及不穩定的過勞

生活與焦慮不滿的感受。這些焦慮與不滿的情感，表現在各地出現的街頭

遊行與抗議，也體現在如歐美右翼等排外民粹的興起。

在這個大的背景下，如何理解「厭世」與「厭世代」在臺灣出現的脈

絡？  2014年的太陽花運動除了反中國因素的情感動員，也有著對政治與

經濟的剝奪的不滿（曾柏文2014；Chua 2016；Wang 2017），這些是民進

黨在後太陽花運動的中央與地方選舉得以完全執政的條件。完全執政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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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黨在《勞基法》修法上選擇持續靠攏資方，承接了國民黨執政時規劃的

「一例一休」修法與「砍七天假」的配套，於2018年正式施行修惡的《勞

基法》，將勞工推向過勞的處境（參考葉瑜娟2 0 1 7 / 1 1 / 0 6；焦點事件編

2016/12/06）。在2017年12月23日工會與勞工運動團體抗議《勞基法》修

惡的遊行與後續的「城市游擊」抗議中，根據一個非正式的問卷統計調查

（有效問卷為662份，預估為現場最高參與人數的13％），總體樣本的平均

工作年資為7.6年，當中有85%的受訪者出生於1980年後，76%不是透過組

織動員而來，78%則沒有參與工會（清大1223遊行調查團2018/01/03）。1

這些人是剛畢業出社會、對臺灣目前政治與經濟現況感到無力與憤怒的青

年散眾。2 

「厭世」與「厭世代」也大約在此時成為媒體與社群媒體上的流行

詞。2017年11月「2017第十二屆臺北數位藝術節」的國內展演創作之一

《數據森林》，便蒐集了Facebook上2015年8月到2017年7月的網路聲量並

進行大數據分析，發現這段期間「厭世」的貼文逾500萬則，尤其自2016年

10月起突然暴增（李悅寧、許淳淳2017/09/04; 魏莨伊2017/11/11）。「厭

世」作為在經濟停滯與勞動條件下降時出現的情感，內涵是什麼呢？為何

特別在此時以「世代問題」來呈現呢？

這篇討論首先初步疏理了臺灣關於情感（如「小確幸」、「卡住了」

等）與世代（「草莓族」、「崩世代」等）的討論，接著進一步從新聞報

導、聯合報系願景工程舉辦的「世代共好／世代共容：理解與溝通」專

題、以及2 0 1 7年1 1月出版的《厭世代：低薪、貧窮與看不見的未來》、

1 從工運與學運角度如何思考當天的運動性質與青年參與，可以參考刊載於《人
間思想》第18期的〈從1223城市游擊看工會組織與青年運動〉專題（鄭亘良等
編2018）。

2 諷刺的是，蔡英文（2 0 1 6 / 0 5 / 2 0）在就職演說中特別強調「青年低薪」的問
題。同時，其2 0 1 8年行政團隊的重要任務便是改善「青年低薪」的問題，包
括：第一、產業升級轉型；第二、鼓勵企業加薪；第三、調漲基本工資與推動
「最低工資法」，並協助中小企業提高生產力以跟上薪資成長；第四、提供充
分的諮詢、訓練、津貼讓從事低薪與非典型工作的年輕人有更多的選擇機會；
第五、減低年輕人生活負擔，包括推動社會住宅、公共化托育及幼教、長照，
並開始研議再進一步降低學貸利息，並提供津貼，同時同步關注弱勢就業者的
處境（蘇永耀2017/12/29）。具體政策落實與否及成效仍有待另文分析檢驗。

看不見未來：臺灣「厭世代」的世代情感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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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月出版的《厭世動物園》兩本書，嘗試探究臺灣「厭世代」一詞

及「厭世」當中表述的「世代」情感，並試圖提出理解「厭世」的方向。

「厭世」除了是對經濟停滯、勞動處境不佳等的情感回應，這篇討論也想

指出，以「厭世」來指稱一個世代，並以「厭世代」表達了「世代矛盾」

或「世代衝突」，意味著基於經濟發展的成功想像產生了過去與未來的線

性時間斷裂。這樣的斷裂感受可以從晚期資本主義帶來的時間混亂、資訊

過度、不穩定狀態、與自我理性反思籌劃失能來理解，更有待放在臺灣現

代化經濟發展所構成的情感結構中解釋。

一、「世代」作為認同與「小確幸」的「匱乏」情感

「厭世代」由「厭世」與「世代」兩個詞組成。

「世代」一詞常用來標誌出特定年齡或時間的特殊性，並賦予該時間

段特定解釋，以及指涉某一時間段出生的群體與其代表的社會文化現象，

常見如「「嬰兒潮世代」或「Y世代」指的是二戰後大量出生的一代，「X

世代」則如包曼（Z y g m u n t B a u m a n 2018: 35-44）所指，是70年代生於經

濟發達國家的年輕人，以及他們在「流動現代性」下浮現的新問題，像是

「失業」並成為「過剩」的「廢物」，情感上缺乏社會歸屬感與憂鬱。

2 0 1 1年，「崩世代」一詞於臺灣出現，該詞的「世代」指向臺灣2 0 3 0年

的經濟崩壞：在新自由主義下，隨著產業外移與政府向財團採用減稅的政

策，臺灣貧富差距將持續擴大，同時政府將財政赤字、社會福利破產，臺

灣將於2030年「崩壞」（林宗弘等2011）。

「世代」代表了特定時間段一群人所面對的特定社會文化現象，也因

此進一步延伸為標誌老一輩與年輕一輩的價值差異，特別是這樣的差異是

用於形容工作態度與生活風格的差異，用來標誌出「青年」的問題，形成

一種依據年齡而形成的身分認同或對立。例如，2 0 0 0年左右出現的「年

級論」（以民國記年），既是以當時中年人（「五年級」，1960年代出生

者）的身分為主體，表達一種懷舊情感，懷舊的對象包括臺灣政治剛解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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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由、整體經濟的向上發展，以及共同經歷的兒時記憶；另一方面，

「年級論」更多時候是用來標籤當時的年輕人（「七年級生」，1980年代

出生者），批評年輕世代的工作態度懶散不努力（鄭亘良2004/09/03），

而1 9 9 0年代就已出現的「草莓族」一詞，沿用至今，也體現了這樣的批

評。又例如，臺灣政治上的「野百合世代」，即用「世代」來標註臺灣解

嚴後、1 9 9 0年代初參與野百合運動的大學生（或運動領袖），並帶有特

定的價值，像是對抗威權的自由，而這種對立特別以年齡來體現，即青年

對抗國民黨的老舊保守政治。因此，當臺灣媒體形容某某社運工作者或當

前政治人物屬於「野百合世代」，可以指涉那段時間，也可以指涉前述價

值，又或者用來批評諷刺現在某曾經參加過「野百合運動」的政治人物，

已悖離過去的價值。

而「厭世」作為一個「世代」形容，指涉什麼特定時代的社會文化

現象？在「厭世」流行前，「小確幸」是另一個更為流行的情感與生活

狀態形容詞。「小確幸」源於日本作家村上春樹，在臺灣用來描述日常

勞碌的工作生活中，能夠擁有像是喝一杯咖啡等一個平常的放鬆時刻，這

個時刻代表的是「小而確定的幸福」。「小而確定的幸福」的政治意涵，

是相對於由主流政治與經濟決定的「大幸福」的「匱乏」，例如買房與成

家立業等傳統人生成功與幸福的意義，不再是個確定的未來保證（邱子珉

2016）。這種「匱乏」，也意味著在以「新自由主義」作為「情感結構」

下，努力就會成功的人生理想與當下不穩定的處境發生「斷裂」，這是驅

動太陽花運動的情感動力之一（Wang 2017: 179-180）。

「卡住了」 3是另一個形容這種「匱乏」或「斷裂」的情感狀態，不

僅是用來描述臺灣經濟與政治發展的停滯，也是透過「卡住」的描述，將

3 諷刺的是，蔡英文（2 0 1 6 / 0 5 / 2 0）在就職演說中特別強調「青年低薪」的問
題。同時，其2 0 1 8年行政團隊的重要任務便是改善「青年低薪」的問題，包
括：第一、產業升級轉型；第二、鼓勵企業加薪；第三、調漲基本工資與推動
「最低工資法」，並協助中小企業提高生產力以跟上薪資成長；第四、提供充
分的諮詢、訓練、津貼讓從事低薪與非典型工作的年輕人有更多的選擇機會；
第五、減低年輕人生活負擔，包括推動社會住宅、公共化托育及幼教、長照，
並開始研議再進一步降低學貸利息，並提供津貼，同時同步關注弱勢就業者的
處境（蘇永耀2017/12/29）。具體政策落實與否及成效仍有待另文分析檢驗。

看不見未來：臺灣「厭世代」的世代情感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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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滯的問題歸咎於上個世代的人掌握了既有的政治與經濟資源，「卡在」

有資源的位置，所以排除了青年向上流動與帶來改變的機會，使青年「卡

住」。因此，在太陽花運動之後的2 0 1 4年的地方選舉與2 0 1 6年的中央選

舉，政黨與一些運動的青年選擇以「青年」的身分為號召投入參選工作，

「青年」與「青年」所意味的「世代正義」成為選舉語言中進步的政治象

徵，而政黨組織青年部拉攏首投族的青年選票成為選戰的重要工作之一。

在「卡住了」的情感中，「青年世代」被建構為「世代正義」的代表，

是有別於舊有政治經濟勢力的「新的」、「進步」的政治，而青年參政

被賦予了挑戰既有權力、突破「卡住」狀態的政治意義（C h e n g 2017）。

從「小確幸」到「卡住了」，除了表述經濟停滯下的相對剝奪感與「匱

乏」，也延續並持續建構了以「青年」為認同、代表新的、進步的「世

代」身分政治認同與慾望。

針對「小確幸」所意涵的政治，趙剛（2014/12/23）則批評，「小」

只是「時空深度現實，只圖一個『當下』，只爭一個『我的』」，是「扁

平現代性」的產物，是「資本主義發展沉滯期所產生的一種高度政治性的

特定文化想像，是精神焦慮不安、物質前景黯淡的原子化個人企圖在當下

的感受中以碎片化的經驗安慰碎片化的自我的一種小詭計。」因此他認

為，「小確幸」是「一種失去理想、夢想、未來，或任何自我超越可能的

『主體』的自衛／自慰性精神狀態」，無法提供抵抗資本主義的基礎，反

而是維護其體制的代糖。放在臺灣的政治經濟脈絡，他更批評，「小確

幸」是繼「臺灣錢淹腳目」、「臺灣民主政治」之後的第三波「廣義台獨

運動所必須建構的主體自尊感」，以「小」來對抗中國大陸崛起的「大」

與「發展繁榮」。

「小確幸」是否如趙剛所言是第三波台獨運動的主體建構有待商榷。

但是，趙剛的批評點出一個思考方向，除了新自由主義經濟危機的解釋，

「小確幸」的慾望與感到「卡住」的精神狀態，必須放在臺灣當代特定的

政治經濟脈絡中理解，亦即「臺灣錢淹腳目」的經濟發展、解嚴後「臺灣

民主政治」的政治民主化／本土化，訴諸了什麼敘事與社會歷史情感，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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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構成什麼樣的情感結構與主體想像，而這又如何成為了「小確幸」情感

的一部分，以及以特定「青年」想像為主的「世代」身分認同？

二、經濟發展的過去vs.看不見的未來

以上一節「世代情感」的討論為框架，如何理解「厭世」如何形成一

種「世代」情感？「厭世」與「厭世代」的浮現，同樣在「匱乏」與「卡

住」狀態的情感脈絡中：「厭世」的情感一方面是回應經濟衰退與不平等

的相對剝奪感，一方面以「世代」表述，與過去臺灣的經濟發展成就和

「看不見的未來」之間的斷裂有關。

「厭世」出現於社群網路抱怨、嘲諷工作與生活的態度，其正式被定

義或許可以追溯於2017年5月《關鍵評論網》的專題報導，之後該專題報導

集結成《厭世代：低薪、貧窮與看不見的未來》（以下簡稱《厭世代》）

一書。如同該書副標題描述，「厭世代」意涵「低薪、貧窮與看不見的未

來」的處境，所以「厭世」。

「低薪」一方面指的是客觀上經濟貧富差距逐漸擴大，以及勞動條件

與薪資水準下降。依據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的綜合所得總額統計，2015年

前5%人口的所得占了所有所得的25.31%，是後5%所得的101.24倍，到了

2016年，前5%人口的所得比例占了25.15%，是後5%所得的104.79倍（財政

部財政資訊中心2017/04/15, 2018/04/14）。最有錢的5%所得持續占了四分

之一以上，他們的所得是最低所得的100倍以上。

從勞工的薪資所得與支出來看， 2 0 1 5年平均每人月消費支出為

2 0 , 4 2 1元，到了2 0 1 6年為2 1 , 0 8 6元，增加了約3 . 2 6 %（行政院主計總處

2017/05/18），同期間（2015年1月到2016年12月），通貨膨脹率（消費

者物價指數）總指數是升高了3.09%（ibid.），相比之下，各行業受僱人員

每人每月平均總薪資，從2015年48,490元至2016年48,790元，卻只增加了

0.62%（行政院主計總處2017）。2017年第四季的房價所得比則是9.16，而

看不見未來：臺灣「厭世代」的世代情感初探



368

文化研究   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租金指數則從2015年1月98.74%持續升高至2018年1月的101.34%（內政部不

動產資訊平台2018）。

另一方面，「低薪」的「低」意味著在這樣的客觀條件下所感受到

的「相對貧窮」感受。「厭世」情感所描繪與呈現的相對感受，意味努力

與成就的不相符，尤其是指年輕中產勞工勞力的知識水平因教育而提高，

但是努力卻沒有帶來相符合的待遇與成就。例如，《厭世代》的作者吳承

竑描述了「低薪」處境帶來的理想（即現在的年輕人素質優秀應該有所成

就）與現實（年輕人面對劇烈變化的年代、處於低薪的生活）的「斷裂」

感受：

他們是一九九〇年代、民國八〇年前後，啣著滑鼠出生，素質最
優秀的一代，卻也是在變化劇烈的年代中，徬徨、不安，疲憊地
尋找光亮的「厭世代」。

這樣的厭世感，是對處於貧流層低薪生活的反諷，不悲觀，卻也無法

樂觀。（吳承竑2017: 書名頁內頁）

在「厭世代」的論述中，年輕人努力得不到相應成果的相對剝奪感，

又以幾年出生成長的「世代」經驗差異來描述，特別是對照了1980、1990

年代的經濟成長。例如，吳承竑以自身經驗描述，1995年他自己大二暑假

打工當保全的薪水，與現在國立大學畢業生的起薪差不多，但是時空過了

二十年而物價已增長（ibid.: 10-11）。吳承竑在受訪時，特別舉1980、1990

年代流行歌曲所傳達的經濟發展來形容：「臺灣錢淹腳目的時代，年輕人

已經感受不到了。」臺灣已經從唱著「愛拼才會贏」的世代，經歷了「我

的未來不是夢」的世代，到了代表「魯蛇」（ l o s e r）心聲的「草東沒有派

對」（章凱閎2 0 1 8 / 0 3 / 2 2）。他補充：「薪資停滯、物價飛漲，《向前

走》歌詞『我欲來去台北打拼，聽人說啥米好康攏在那』的雄心壯志已不

復見。」（陳默安2018/01/25）

1 9 8 0、1 9 9 0年代臺灣經濟發展正旺，當時紅遍大街小巷的臺語流行

歌曲〈愛拼才會贏〉、林強的〈向前走〉等具有努力打拼尋求夢想的流行

歌，成為現在「厭世」、生活與勞動水準下降的對照。「才會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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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走」意味著成功的未來，特別體現在如「臺北」的中產現代化都市生活

想像，而現今都市化生活意味著更高的房租、更辛苦的生活，沒有「好

康」。《厭世代》該書的例子，所呈現的也是都會的年輕人（其實更多是

三十多歲、傳統上被認為已經該成家立業的年紀），辛苦地如何在都會中

平衡生存與自我夢想的實現。所以吳承竑在專訪中補充：「設想一下，你

奮鬥十幾年，薪水靜如止水，你看得到未來嗎？厭世感一下就出來了。」

（章凱閎2018/04/04）

因此，如同「小確幸」的「小」所意味的「匱乏」，或者新自由主

義情感結構的「斷裂」，「厭世」指的是主觀情感上已經對於努力就會成

功的線性時間缺乏確定感，或甚至不抱著希望。當中的關鍵詞「看不見未

來」，其對照的是一個與「卡住的當下」所斷裂的「過去想像」，這個

「過去想像」是以臺灣1980年代、1990年代經濟發展下的都市化中產成功

生活為理想範本。

三、以「世代衝突」呈現的階級問題

「厭世」情感所參照的是繁榮過去與沒有未來的當下兩個世代時間作

為對比，「世代」經驗的對比或斷裂，往往被表述為「世代衝突」。《厭

世動物園》的作者厭世姬接受採訪時描述，「厭世代」的憤怒是對上一代

不僅沒有回饋社會，更罵年輕人不吃苦而感到憤怒。她這樣描述：

上一代大概無法了解我們這世代的憤怒。他們生在經濟起飛的年
代，5、6歲我有記憶以來，大我兩輪的阿姨就不停灌輸我：「你
一定要大學畢業，大學畢業就有起薪3萬塊！」結果等我大學畢
業，第一份工作薪水只有28K。起薪已經比阿姨當年低了，但房
價與房租還貴上好幾倍！〔⋯〕但為何年輕人把對現實的憤怒，
轉移到上一代身上？你看多少擁有資源的老人把錢拿去炒房、炒
股？不把錢投資回社會，讓年輕人、有能力的人再去創造新的價
值，這個社會就沒有進步的可能。〔⋯〕更令人生氣的是，這些
人又愛說年輕人不肯吃苦，根本得了便宜還賣乖。他們如果幹話
少講點，就可以降低世代衝突吧。（林秀姿、蔡佩蓉2018/04/04）

這段話中，「厭世代」意味的「世代衝突」，傳達了兩個世代因為經

看不見未來：臺灣「厭世代」的世代情感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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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從發展轉為停滯的經濟感受差異：努力帶來成功v s.努力卻低薪。厭世姬

更進一步將成功的線性時間斷裂，描述為是兩個世代的資源貧富差距與相

對剝奪感，以及上一代將年輕一代沒有成就歸咎於年輕人不努力。

然而，兩個世代身分對立也並非全是世代之間的價值衝突。聯合報系

民意調查中心曾對照了20至35歲世代與60歲世代之間對於工作的看法，發

現兩個世代雖然對於工作的性質與認知有差異，但是價值上工作薪資仍是

主要考量，同時努力工作與存錢成家仍是共享的主要價值，並且認為需要

「小確幸」作為壓力的出口（聯合報系民意調查中心2018/03/18；聯合報

編臺灣2018/03/20）。基於此調查，《聯合報》〈青世代和銀世代共同面

對著臺灣困境〉的社論指出，「厭世代」等所面對的問題並非是「世代衝

突」，不同世代之間面對的問題更多是臺灣經濟榮景不再的經濟困境（聯

合報編2018/03/20臺灣）。

雖然厭世姬在前面的描述中，認為「厭世」的情感是回應兩個世代的

資源貧富差距與相對剝奪感，但是在另一個訪問中，她又指出「厭世代」

所面對的根本問題是「階級複製不會消失。」（陳宛茜2018/03/22）《厭

世動物園》形容了階級不斷複製的厭世感：

成功人士的故事已經騙不了我們，年紀輕輕就能買房的，一定是
家裡有錢。出國留學念名校的，也是家裡有錢。早早結婚生小孩
的，絕對是家裡有錢。而且不只有錢，還有房。（厭世姬2017: 9）

也就是說，「厭世代」表面呈現為「世代衝突」，也有因為客觀經濟

狀態的差異所形成的感受差異，但是兩個世代的價值衝突並非關鍵，造成

「厭世」感受的主因仍是經濟停滯與階級問題。

那為什麼經濟緊縮下的「厭世」感與階級的相對剝奪感，卻是以「世

代衝突」來呈現，特別是集中在特定青年與特定老一輩世代之間的對立

呢？一方面如前述，過去經濟發展榮景的成功線性敘事在經濟停滯的當下

發生「斷裂」，這種斷裂感是以線性的時間軸線，錯置並類比為世代之間

的對比。同時，所謂錯置與類比的邏輯，是以「青年問題」（無論是視青

年為懶散、經濟不發展的因素，或支持同情青年而反對上一代掌握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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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所謂的「世代問題」與「世代正義」，作為劃分出以年齡為區分的特定

身分認同，因而將「階級問題」簡化為更容易指認的「世代」標籤，將階

級的對立表現為世代差異的對立。

「階級問題」置換為「世代差異問題」，還可以從因著臺灣經濟發

展至經濟停滯的家庭結構轉變與個人化社會來理解。精神科醫師王浩威

（2013）在《晚熟世代：王浩威醫師的家庭門診》這本介於散文、記錄其

看診觀察與評論的書中，嘗試以「晚熟世代」一詞，即從青年到所謂獨立

成家的成人之間，新增一層年齡分層，用來描述臺灣出現三十多歲，理應

獨立卻仍寄居家庭的獨身年輕人，以及解釋他們為何在相對富裕的社會成

長，卻多數缺乏希望與感到挫折和憂鬱。王浩威（i b i d.）觀察到，在經濟

停滯與生活更為不穩定的客觀條件下，「晚熟世代」的出現與青年人自我

發展的焦慮，係牽涉了父母世代與年輕世代之間的張力，例如年輕人以父

母為參考對象（正面或負面）的成功壓力，或在小家庭的結構下，父母給

予子女過度的投注與期待，他指出這些張力與當中出現的不安、焦慮、緊

張，是臺灣現代化下傳統家庭社群關係轉變為小家庭的過程中所出現的問

題，包括父母輩與傳統家庭關係的張力，以及社群橫向關係瓦解並朝向單一

個人化的社會關係變化（例如，父母缺乏參考支援而對於如何養育小孩不

夠成熟，而年輕人的成長也因缺乏人際互動機會而活在父母的陰影下）。

雖然該書並非有著嚴謹論證的學術著作，但對於理解「厭世」以「世

代衝突」呈現提供進一步的思考面向：在臺灣歷經經濟發展與現代化下，

社群、家庭結構的轉變促使了更為個人化的教養與主體形成，而更為個人

化的主體是處在更為快速變化、缺乏穩定的狀態下，缺乏了橫向社群資源

的參考及支援，而在新的現代小家庭結構下，世代關係發生轉變並出現新

的張力。亦即，「世代」問題同時是臺灣經濟發展和現代化下社會家庭結

構與關係轉變的問題，以及隨之轉變的情感結構變化，並影響了現代主體

的樣貌與情感，以及對於生活與未來的想像等。這個論點還有待未來詳細

的探究與分析。

另一方面，階級的問題轉為世代的問題也出現在另一套看似立場支持

看不見未來：臺灣「厭世代」的世代情感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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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的敘事中。《換日線》2018年冬季號第8期以「厭世」為主題，並以

「台日韓青年的世代之聲」為副標題，系列文章在描述青年低薪貧窮的同

時，也報導了青年到海外就業追求夢想的故事，作為可以「看見未來」的

一個參考方向（換日線編2018）。雖然《換日線》的故事並非主流常見的

金融或科技等創業或跨國菁英的成功典範，而是像是為了實現夢想，克服

困難到日本影視產業從事節目企劃這樣的非主流典範。但是，以「青年」

的「厭世」與青年創業和出國追夢的「新」作為對照，仍隱含「世代」的

隱喻，藉此建構出「舊」的限制與處境，將階級的問題轉為「青年世代」

所意味的「新」，只是這次未來的夢不是《向前走》的台北，而是全球化

下的「國際」。

簡言之，「厭世」既是對於經濟問題的直觀情緒回應，也帶有特定

文化政治的情感結構。誰的厭世或誰在談厭世作為一種世代問題？所謂兩

世代發話者如何共構「世代衝突」並將世代問題作為階級問題的表述？這

些問題皆有需要進一步釐清。尤其是，臺灣現代化的政治經濟發展轉變歷

史，形構了什麼樣的情感結構，如何扣連了「世代」與「階級」的問題，

並且如何形塑了新自由主義要求的、以「青年」為「新」的個人主體與勞

動力想像？本篇討論認為，這些問題是分析「厭世」情感與「厭世代」，

以及如「小確幸」等臺灣當代以青年世代為主體的情感的關鍵方向。

四、「懶」、「廢」：晚期現代過度刺激下的「倦怠」

有意思的是，「厭世代」的「厭世」作為在社群網路浮現的流行用

詞，常常也是朋友間的嘲諷，以一種不積極、沒有未來的「懶」或「廢」

態度，來挖苦生活與職場上的辛酸與過勞。這是另一種理解「厭世」的面

向。

在〈厭世生活〉中，厭世姬這樣描寫：

〔⋯〕這就是一個不公平的世界，我們無力反抗，那麼就討厭它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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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厭世並不是要你放棄生活，相反的，厭世是一種幫助我們
活下去的浮木。厭世就是，承認我們的不堪、我們的醜陋、我們
的懶與廢、我們的無能為力，接受這些，然後想想豬。（厭世姬
2017: 154）

這段表達來自於她的書，該書集結了她網路社群曾發表過的內容，大

概可以視為是眾多「厭世」在社群媒體的表達方式之一。這種情感在日常

表達時呈現的是一種否定的修辭，泛指一種難以解釋的無奈，甚至有時甚

至帶有「療癒」的意義。在2017年11月「2017第十二屆臺北數位藝術節」

的《數據森林》中，創作者之一的傳播領域學者江亦瑄從其蒐集的數據觀

察到：

〔⋯〕其實「厭世」有多種的意義，它在網路上這樣被大家經常
運用之後，加上臺灣社會環境上的變化，我們覺得是一些不安、
焦慮，還有不確定性。所以「厭世」已經變成一種，不單單只是
一種負面的詞彙，它還包含了我們對生活很難解釋，很無奈的概
念，他可以用很強烈「厭世」的這個詞，但他也可以很輕的用了
「厭世」這個詞在句子當中，或許得到了一點療癒〔⋯〕。（李
悅寧、許淳淳2017/09/04）

所以，「厭世」的日常情感表達程度可大可小，共同的是這樣的

表達被視為是或用作為是一種遠離生活無奈的療癒，或者甚至是以一種

「懶」、「廢」的自嘲來回應「努力便成功」的生活價值。其直接的意義

是對自身生活無奈的情感抒發。

「厭世」情感抒發在社群媒體上的流行也帶出「厭世商機」，甚

至「厭世」被媒體描述是一個「超級正向」的產業（章凱閎、蔡佩蓉

2018/03/18）。「厭世」帶來的市場，除了相關情緒書籍的出版（所謂如

何維持正向情緒或情感等心靈機湯的出版歷史其實更為長久），還有像是

通訊軟體L I N E上面的貼圖與厭世語言，如「活著好累，一起厭世吧」、

「白眼女孩的厭世人生」、「厭世廢話」、「厭世文青」等以厭世為名發

想的原創貼圖就高達兩百多種（林秀姿2018/03/18）。2017年12月底，高

雄市文化局也策劃了「厭世青—我盡全力放棄」特展。4流行文化上，從

4 該展覽的主旨寫到：「是什麼原因讓『厭世』一詞成為近年來年輕族群的網路
流行語？甚至在時尚界衍生出『厭世臉』的流行妝容與表情。就研究數據指
出，過去20年的薪資漲幅遠遠不及房價與物價的漲幅，面對生活的大不易，有

看不見未來：臺灣「厭世代」的世代情感初探



374

文化研究   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像是獨立樂團「草東沒有派對」的〈爛泥〉（2015）出現並獲得2017年金

曲獎肯定後，嘻哈歌手Leo王的〈無病呻吟〉（2019）、MC Hotdog的〈厭

世吉娃娃〉（2019），甚至是流行天后蔡依林的〈消極掰〉（2019）也都

以類似的主題進行商業的創作。資本主義的市場很快地抓住這股「厭世」

情感潮流並吸納為商品。此處出現很典型的問題是，「厭世」作為心情抒

發，特別是以「懶」、「廢」的姿態回應經濟停滯、勞動條件下降、貧富

加劇等問題時，能在什麼狀態下帶來不同於新自由主義的成功生活想像

嗎？當「厭世」變成流行文化與商機時，對於資本主義勞動力再生產所要

求的勞動主體想像，「懶」與「廢」能產生什麼影響或什麼抵抗呢？

前節提到，「厭世」情感與成功的線性時間發生斷裂感有關，其以

「世代」為階級問題的表述，也意味著臺灣現代化下個人主義化的問題。

同時，「懶」與「廢」的可能意義，也可以從晚期現代社會的勞動與生活

狀態的特點來理解。如同威吉曼（Judy Wajcman）的研究指出，因為工作

形態的零散、資訊科技重組的多元時間感、以及工作和私人時間安排的相

互滲透，現代人更多是處在一種多工的時間壓迫或矛盾之中，在這中間不

乏新的自主空間，例如社群媒體加快了人際的聯繫，但一種破碎、多線的

時間也取代了線性的時間感（茱蒂．威吉曼2017）。「厭世」所意味的線

性時間斷裂，除了是努力與成功的斷裂，在日常生活中交織著晚期現代社

會的工作型態、科技發展、結果的衡量等出現了多線的新變化。我認為，

這種多線的時間感伴隨著經濟衰退與勞動零散無保障，帶來了勞動與生活

狀態的急迫與碎片化感受。

多線的工作時間與碎片化的感受，也意味著提高了晚期現代社會個人

感社會黑白不分、資源分配不公的現況，種種與現實困境糾結的無力感如同一
個巨大的牢籠籠罩著年輕世代，『#活在鬼島』成了年輕人的共同心聲，『#魯
蛇Loser（譯:失敗者）』也成了年輕人自我認同的代名詞。展覽『厭世青—我
盡全力放棄』呼應厭世議題，邀請6位青年藝術家及3位網路圖文創作者參展，
各自以灰暗的、黑色幽默的、嘲諷的手法創作，表達厭世代內心的抑鬱，揭露
各種被輕視忽略的奇觀景象及社會荒謬劇。」見〈「厭世青—我盡全力放
棄」展覽主旨〉，「駁2藝術特區」網頁「歷年展覽」。Retrie ved from: http ://
pier-2.khcc.g ov.t w/home02.aspx ?ID=$3002&IDK=2&E XEC=D&DATA=3881&
AP=$3002_HISTORY-1on Jun 22,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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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反思籌劃的要求。晚期現代社會強調個人以理性計算來達成目的，而

反思籌劃是理性計算的一種，這促使現代個人的生活準則需參考專家的意

見與知識資訊，並依此行動與進行風險的評估，尤其自我反思籌劃特別

要求「個人主義化」，即個人要能獨立且能為自身人生的決定負責（甯應

斌、何春蕤2012：36-38）。因此，當時間的感受越來越趨向多線，以及

各種專家資訊的爆炸，晚期現代生活也越來越碎片化與不穩定，皆意味著

「個人主義化」的理性籌劃計算變得越來越複雜與忙碌。

從這個角度理解，一面是新自由主義帶來的時間和生活的多線狀態，

多線狀態包括了資訊過度爆炸、不穩定，另一面是晚期現代對於個人的高

度要求，這兩面產生了節奏難以一致的斷裂，因而焦慮、憂鬱、厭世從中

而生。也就是說，「厭世」的線性時間斷裂感，也是在強調個人要能夠妥

善規劃以有所成就的現代社會下，理性反思籌劃的迴路出現了斷裂，出現

難以規劃的挫敗。

哲學家韓炳哲在《倦怠社會》一書中曾以「功績社會」來形容這種

過度的狀態。他指出，晚期現代社會是一種強調「肯定性」的「功績社

會」，要求個人自發地拼命成為自己（功績主體），當中「過度生產、過

度負荷或是過多的通訊傳播」（韓炳哲2015：26）所帶來的成就壓力與挫

敗，造成了「精疲力竭的憂鬱沮喪」（ibid.: 35）。因此如憂鬱等症狀，是

晚期現代社會個人反思中過度負荷下的症狀。因此，「厭世」的「懶」、

「廢」、「嘲諷努力工作」等情緒反應，也可以被視為是現代人處在多線

時間、過度理性籌劃、但沒有保證的不穩定狀態下的一種「倦怠」反應。

但是如前述，弔詭的是這種個人化的倦怠反應能夠成為流行，又與現

代反思性社會的資訊爆炸、情感經驗與情緒產品的爆炸有關，情感經驗與

情緒產品的爆炸是為了治療與實現自我的自我反思所需（甯應斌、何春蕤

2012：42）。亦即，「厭世」作為流行的網路文化與文化商品，這是為了

個人尋求如何治療「厭世」，或從「厭世」能夠找到自我表述與定位的慾

望有關。這可以解釋為何媒體上像是青年創業與走向國際的積極範例，往

往成為相對於「厭世」的另一種「心靈雞湯」式的青年典範想像。

看不見未來：臺灣「厭世代」的世代情感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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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懶」與「廢」能產生什麼抵抗呢？韓炳哲（2015：77-82）

提出「基本倦怠」狀態與「倦怠社會」的想像，希望以一種不立即回應刺

激、能夠回到沉思專注的方式，作為回應晚期現代過度刺激的「功績主

體」狀態。「厭世」的「懶」與「廢」作為情緒表達，有一種走向「倦

怠」的可能，但其作為情感商品的流行，也要排除這種「倦怠」。所以，

「倦怠社會」能否截斷新自由主義打造的勞動力主體想像與成功的想像，

同樣地有待將「厭世」放置在具體的臺灣現代化脈絡中理解。

五、結論

「厭世代」與「厭世」情感形容了在經濟衰退時的青年低薪、貧窮、

看不見未來的處境。經濟衰退與逐漸擴大的貧富差距帶來的不確定未來

感，是「厭世」的主因之一。「厭世」以「世代衝突」呈現，指涉了「成

功」的線性時間想像發生斷裂。望向過去的是臺灣1 9 8 0年代、1 9 9 0年代

的經濟繁榮發展，以及繁榮發展所強調的成功未來，而在當下卻是經濟衰

退下不再保證成功的未來。「世代」即意味著未來在當下出現了與過去的

「斷裂」，而「厭世」是對這種「斷裂」的回應。分析臺灣經濟發展轉變

的政經脈絡如何扣連了「世代」與「階級」的問題，以及如何形塑了新自

由主義要求的、以「青年」為「新」的個人主體或勞動力想像，是如何理

解「厭世」與「厭世代」的重要脈絡。

同時，「厭世」意味的時間斷裂感，也指涉了晚期現代勞動與生活的

多線狀態，以及個人的現代理性反思籌劃因過度刺激而難以或無法規劃的挫

敗。因此，「厭世」所帶有的「懶」、「廢」、不朝向未來的嘲諷，可以

是藉由否定主流的忙碌生活方式與成功幸福，在日常工作與生活中找到某

種的自我療癒。然而，「厭世」、「懶」、「廢」很快地成為文創或流行

文化的一部分，這也與晚期現代個人化的心靈情感療癒與如何實現自我的

情感商品爆發有關。其「懶」、「廢」的政治性能帶來什麼不同於新自由

主義情感結構想像，也有待辯證地在具體臺灣現代化想像的脈絡中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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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初探「厭世」情感，認為新自由主義危機的解釋是不足的，關鍵

或許仍在於如何理解臺灣的現代化情感結構，尤其是1980年代以後的經濟

發展與政治發展，如何構築了當代的勞動力主體與情感。最後，本文尚未

展開的討論包括：社群媒體在「厭世」情感的構築與傳播上提供了什麼物

質基礎？以及，如何對照像是東亞（如日、韓）的經驗，尤其像是中國近

年也出現像是「喪」、「佛系青年」、「三和大神」、「竊格瓦拉」等新

的生活與打工狀態？這些方向有助於更立體地理解東亞等後發展國家的資

本主義現代化與科技社會變化對於生活與情感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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