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轟動一時的《完全自殺

手冊》。

被壓垮的草莓被壓垮的草莓

2007-12-30  文／� 賴奕如 

清晨六點，急促的敲門聲響起，宿舍阿姨拿著相機逐間詢問對照片中的主角是否熟識。不安的氣

氛逐漸在女生宿舍中瀰漫著，雖然睡眼惺忪，卻也禁不起好奇心與些許恐懼，決定在睡個短暫的

回籠覺後向同學們探聽消息。甫一踏進教室，同學們的神情有些奇特，似乎欲言又止，我猜想他

們是不是和我一樣，也想和大家討論早上所發生的不尋常的事，卻又不知如何開口？

 

「你知道早上發生了什麼事情嗎「你知道早上發生了什麼事情嗎… …？」鼓起勇氣，還是說出了藏不住的疑惑。？」鼓起勇氣，還是說出了藏不住的疑惑。

「啊，我也想問「啊，我也想問… …」同學小聲地說。」同學小聲地說。

「我也是！」另一位同學激動地回應。「我也是！」另一位同學激動地回應。

「好像是有人跳樓了「好像是有人跳樓了… …」一早起來有看到校園」一早起來有看到校園BBS看板的同學說出他所知的資訊。看板的同學說出他所知的資訊。

「不會吧！為什麼？」是啊，為什麼？我們的內心都很疑惑。「不會吧！為什麼？」是啊，為什麼？我們的內心都很疑惑。

 

直到中午回到寢室後，看到新聞才知道，那位選擇跳樓的女生是一位大二的學生，因為承受不住

課業壓力而選擇結束自己的生命。十三號那天，我們在熟悉的環境裡經歷了生命流逝的悲痛，因

為太貼近原本平靜的生活，所以印象特別深刻、感觸特別深。

幾天後，新聞又報導了另一則自殺事件。標題沒有特別聳動，也沒有看

到血淋淋的照片，卻讓人無法移開視線，看著新聞末段記者的呼籲，不

由得陷入一陣沉思。我們早已知道自殺是全國人民前十大死因之一，國

中小的健康教育課程也不斷宣導珍惜生命的概念，然而，自殺卻在十大

死因排行步步攀升，在新聞報導中看到的自殺事件也不減反增，甚至曾

經一時驚動社會的《完全自殺手冊》竟也在書局中大方展示，更有有心

人將全文內容發表在網路上。生命，真的變得一點也不重要了嗎？

 

青少年冠上低抗壓性標籤青少年冠上低抗壓性標籤

說到這幾年青少年的自殺率不斷攀升之原因，多半都會歸咎於青少年自

身的抗壓性不足、無法適當抒發壓力等等。但是，多數的青少年依舊享

受著快樂的學生生涯，即便生活中充斥著考試與補習，他們也能夠在忙

碌的生活中擠出一些讓自己放鬆的時間，會選擇自殺的人還是極為少數的例子。而這一代的青少

年卻因此被稱為「草莓族」，社會硬是往他們身上貼上軟弱的標籤，媒體也不斷以這個創新的詞

彙大玩「標題殺人」，只要是關於青少年自殺或因各種壓力誤入歧途，通通用「抗壓性低的草莓

族又一案例」來帶過。

無奈的是，在媒體的渲染下，社會也大多相信青少年自殺的原因來自於他們本身，更常以戲謔的

態度去看待被他們視為是不出色的一世代，而這樣戲謔的態度也讓青少年們失望，社會似乎不同

情、不關心他們，於是他們不希望和大人訴說心事，也不想求助於其他人，自殺的念頭油然而生

，而事件發生後的新聞報導也不斷重複同樣的論調。如此的惡性循環，不才是最需要改變的癥結

點嗎？

 

重建媒體道德才是關鍵重建媒體道德才是關鍵 

廣電基金會在前些日子舉辦「媒體過度報導自殺新聞之省思」座談會，可以發現，媒體在自殺事

件相關報導中的角色有多麼關鍵，也造成了多大的影響。已有研究指出，自殺行為會帶來模仿效

應，然而在電視新聞的商業競爭體系下，各種眼花撩亂的自殺新聞依舊以強烈的影像刻入閱聽人

的腦海之中，自殺炸彈客事件、卡車司機衝撞交通部事件、父親偕女兒跳樓跳橋事件，幾乎每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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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編輯的話總編輯的話  ╱╱  郭穎慈郭穎慈

本期共有十九篇稿

件。頭題〈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

忠實刻劃一位科技新

貴勇敢出走，開設一間攝影風格咖

啡廳的歷程和堅持。

本期頭題王本期頭題王  ╱╱  洪詩宸洪詩宸

嗨，我是詩宸。 雖
然個子很小，但是很

好動，常常靜不下

來。 興趣是看各式
各樣的小說，和拿著相機四處拍，

四處旅行。 喜歡用相機紀錄下感
動，或值得紀念的人事物。 覺得
不論是風景還是人物，每個快門

的...

本期疾速王本期疾速王  ╱╱  吳建勳吳建勳

大家好，我是吳建

勳，淡水人，喜歡看

電影、聽音樂跟拍

照，嚮往無憂無慮的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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橙色的季節　唯美「柿」界橙色的季節　唯美「柿」界

新竹九降風吹起陣陣柿香，一片澄黃映入眼
簾，那既是辛苦的結晶，也既是甜美的滋味。

禮拜都會在新聞中看到相同戲碼，對閱聽人進行疲勞轟炸，好似在向人們暗示，只要人生不順遂

，結束生命就是最簡單最完美的解決辦法。

「世界衛生組織」對自殺事件的新聞報導已有非常明確的規範，包括：不做頭條新聞、不附帶任

何照片、不解釋或闡明自殺是為了解決問題、避免做自殺潮的報導、報導自殺新聞時必須同時刊

登求助單位的連絡與求助方式。這些規範已被國際自殺防治協會與許多國家所採納，但是在台灣

，似乎看不到媒體的節制，甚至有越演越烈的趨勢，自殺事件變成一種「秀」，而媒體藉此向大

眾透露社會不安定與落後的錯誤印象，不但搞得人心惶惶，也在不知不覺中灌輸青少年更多扭曲

的觀念。

向青少年宣導珍惜生命概念的同時，更急切的檢討是社會與媒體的變態。青少年的壓力不是來自

於自己，而是在社會所賦予角色中無法適應的後果；媒體的過度報導，讓人感到社會充斥著血腥

暴力與不良善的錯誤印象、衝擊的畫面才令人印象深刻，為了畸形的收視率迷思，媒體也不願放

棄能夠吸引觀眾的機會。新聞倫理的重建與社會心態的轉變，或許才是降低自殺率最有效的藥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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