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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是機車王國，機車的密度和數量達世界之冠，全台有70％以上的人每天需要以機車通勤代步

。如此高比例的機車依賴性和地理文化背景，加上青少年時期偏重同儕的心理，塑造出台灣的獨

特文化──「青少年飆車次文化」。

飆車次文化　街頭上演飆車次文化　街頭上演

每到週末夜晚，台灣許多城市裡總會出現一般人所說的「飆車族」。通常由數名到數十名青少年

組成，他們聚集在大街上飆車，帶頭的車手不特定是某個人，只要想飆快速度，就可以衝到最前

面當帶頭者。飆車族在台中和高雄等大城市裡特別常見，與其都市本身人口較多以及馬路設計有

關。馬路設計又寬又直，在他們眼裡儼然是一個現成的賽車場。每個人油門催到底，爭先恐後衝

第一，深怕跟不上群眾一般，在連假的夜晚各大都市總會上演此番景像，也常被歸咎為治安差、

市容敗壞的主要原因。

每個地區的飆車族都有著不同的代表車種，通常是一些較新潮、外型較吸引人的車款，不會是中

規中矩的買菜車。他們常常將機車改裝得標新立異，每台車都顯得出個人風格，換上五顏六色的

燈、把方向燈改成兩邊恆亮，或是裝上又高又翹又大聲的排氣管等等，除了滿足自己求新求異的

虛榮心以外，大部分都是擾人安寧的無用改裝品。把錢花在無意義的改裝品上就像在燒錢一般，

尤其愈特殊的改裝品價格愈貴，但仍然有許多飆車族願意花大錢，只為了讓自己的車吸引最多人

的目光。

飆車族騎乘改裝機車，在大街上完全無視警方，

橫行無阻難以管制。（照片來源／Google）

許多人不解為什麼會有這麼多青少年參與飆車，他們為何不去做其他休閒活動？事實上，飆車族

會說在夜晚除了飆車就沒有其他活動了，飆車是他們和朋友聯絡感情的方式，若是在青少年間有

更好的交流方式，相信大部分的飆車族會選擇其他方式而非飆車。

飆車　同儕效應惹的禍飆車　同儕效應惹的禍

為什麼飆車族一般都是青少年居多，也許這跟年齡背後的象徵意義有關。年紀再小不能騎車或無

能力騎車，年紀再大則需要工作養家，而青少年的處境是在法律上得以合法騎車，但心裡上卻不

見得有足夠的成熟度去控制這個能力。

青少年在這個時期受到同儕的影響非常大，飆車幾乎都是聚眾飆車，就算是小規模的飆車族通常

也至少有兩台以上，少見一個人飆車的情景，這就是同儕間相互影響所造成的。

分析青少年的飆車次文化的背後成因，可發現飆車族裡面並不一定每個人都很喜歡騎車或飆車，

而是由於同儕的常態活動就是飆車，如果不跟著飆車，似乎會少了相同話題或被認為缺乏義氣，

慢慢地會使得跟朋友疏遠。這種型態的互動在青少年時期不勝枚舉，像是一個人的周圍朋友都在

抽菸，這個人也很容易染上抽菸的習慣。朋友都在玩線上遊戲，這個人也很容易投入線上遊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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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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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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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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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藉由做相同的事情來加強或證明兩人間的友誼是青少年時期的特徵。

在一個飆車族群裡，也許五十人裡面只有五個人是真正想飆車、愛飆車的，碰巧這五個人又是團

體裡面的核心人物，相約晚上飆車就像一般人相約打球一樣，如果是很熟感情很好的朋友，就算

不喜歡打球也會因為朋友想要打球而赴約。

飆車族相約飆車，陣容令人害怕。（影片來源／YouTube）

飆車也很符合一般團體活動裡面的規則，只要在活動裡面表現特別突出，或是做別人不敢做的事

情，就能吸引到最多人的目光。像國中生打賭敢不敢從二樓跳到一樓一樣，在青少年飆車族心理

也是如此認定這個規則：「只要做到別人不敢做的事情，就是比較厲害。」大部分注重安全的駕

駛都會攜帶全罩式安全帽，青少年飆車族則奉「敢不戴安全帽騎快車」為圭臬，認為不戴安全帽

或是戴很新潮的復古帽比較厲害，出車禍時也因為沒戴安全帽，通常都造成難以預估的下場。

許多家長並不了解孩子的情況，常常被叫到警察局才知道自己兒女會飆車，並且難以接受這個事

實。他們認為小孩白天都在學校乖乖的，怎麼到了晚上竟是和朋友去飆車，甚至到了醫院急診室

看到滿身是血或是沒有心跳的小孩，才知道自己對小孩疏於關心，而這時早就為時已晚。玩車不

等於飆車，一般人的價值觀也許也對愛玩車的青少年有負面想法，但如果是改裝自己的機車，合

乎法規不擾人安寧，安全駕駛不騎快，不造成對他人的影響，這種駕駛並不稱為飆車族，

如果不影響治安，不擾人安寧，不影響其他用路人

某種程度上的改裝或玩車應該是可已被接受的。（照片來源／Google）

飆車　競速　大不同　飆車　競速　大不同　

馬路並非賽道，飆車族實際上已嚴重影響城市治安，吵人的改裝排氣管令人難以入眠，群眾呼嘯

而過的壓迫感更讓一般市民夜晚不敢踏出家門，就連警察都拿飆車族沒有辦法，在路上追捕也只

是實際上演貓捉老鼠──你追我跑的戲碼。

對於飆車族的朋友而言，當有飆車邀約時，常常會礙於情面不知如何拒絕，建議青少年可把更多

時間花在其他不會擾人安寧、妨礙治安的活動上。飆車並非不正當的活動，只要有合乎安全規範

的裝備、適合競速的場地（如賽車場）、良好的駕駛道德等等，飆車競速是完全正當的活動，前

提是裝備和場地，而不是標新立異與油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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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創意　單一主題同人展多元創意　單一主題同人展

臺灣的同人誌販售活動日益興盛，更出現限定
特定主題的「單類型同人誌販售會」，顯示同
人活動的多樣面貌。

那些年　爸爸與芭樂的回憶　那些年　爸爸與芭樂的回憶　

在阿爸生日那天，摳摳憶起爸爸與芭樂的故
事。

飆車族為躲避警察追捕，在小巷弄間逃竄，

常失控撞上對向車輛或摔倒，造成更嚴重的後果。（圖片來源／Google）

心理生理與能力　缺一不可心理生理與能力　缺一不可

希望台灣政府未來能多投入「非制度上」的騎乘駕駛觀念教育，諸如強迫式道安講習、駕駛能力

術科測試、安全騎乘與駕駛禮儀等等，讓每個騎乘機車的人都有足夠的生理能力與心理素質成為

一個好的駕駛人。除了考駕照時最基本的關卡能通過以外，也以實際騎乘時不影響其他用路人、

做好最足夠的自我防衛意識為第一要求，期望台灣能成為一個真正安全的機車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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