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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得 

讀完《廢墟少年：被遺忘的高風險家庭孩子們》這本書，我深感震撼

與動容。書中描述的每一個少年，他們的故事如一面鏡子，反映出現

代社會的陰暗面。本應在家庭庇護下成長的孩子，卻因家庭問題被迫

在困境中掙扎求生。他們面臨的，不僅是物質的匱乏，更是心靈的創

傷。 

 

家庭應該是孩子成長的避風港，但對這些少年而言，家成了無法逃避

的噩夢。父母因病、毒癮或失業無法承擔養育責任，孩子們被迫扛起

家庭的重擔，從被照顧者變成了照顧者。在這種環境下，求學成了一

種奢侈，他們的世界只有生存，如何填飽肚子、如何繼續活下去，成

了每日的課題。 

 

社會對這些少年的幫助多是出於善意，但也常常流於表面。很多人認

為給予知識與教育就能改變他們的命運，但事實上，這些孩子需要的

是與社會的重新連結。他們缺少的不是同情與憐憫，而是機會與支持。

在這一點上，東方社會和西方社會的做法有著顯著的差異。西方社會

視每一個少年為國家的寶貴資產，投入大量資源，而東方社會則更多

的是各掃門前雪。 

 

書中揭示了許多高風險家庭的成因，如精神疾病、藥物濫用、單親或

隔代教養等，這些問題不僅影響家庭功能，也直接將少年推向社會邊

緣。他們早早失去了應有的童年，被迫進入勞動市場。夜間工、黑工

成了他們養家糊口的唯一選擇。但在法規的限制下，他們的生存空間

被進一步壓縮，成了社會的「隱形人」。 

 

那些懷孕的小媽媽們更是廢墟中的另一個悲劇。她們缺乏性教育，對

愛的渴求與錯誤認識，讓她們過早地承擔起母親的角色。她們要養活

自己和孩子，面臨著更大的壓力與歧視，這種困境無法僅靠政策的改

變來解決，需要的是整個社會的覺醒與行動。 



 

書中不僅展示了問題的嚴峻，也提供了國內外的解決案例，讓人們看

到希望。在韓國和香港的例子中，我們看到不同國家如何通過政策與

社會團體的合作，為這些孩子提供支持與保護。我們需要的是更多的

資源投入與制度創新，讓每一個孩子都有機會走出廢墟，迎向美好的

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