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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故事大綱 

貳．選《告白》的原因 

叁．《告白》中的議題 

一．青少年犯罪 

二．霸凌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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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在《告白》中體會到的事 

一．以直報怨 

二．傾聽別人 

三．正義與倫理的平衡 

 



人之初，性本善 

當怨念逐漸侵蝕 

人還能保持善性嗎? 

 

壹.故事大綱 

  一位中學女老師─森口優子，發現自己的女兒陳屍在學校的游泳池裡，

痛失愛女的森口老師辭了工作但不向警方申請重新調查，卻選擇在結業式

當天向全班的學生說出事實並透露出可怕的復仇計畫，使學生的心理種下

了恐怖的因子。 

  全國科展第三名的中學生─渡邊修哉，因為從小就失去了母愛，所以心

理上產生了扭曲，極度渴望母愛，又羨慕充滿完整母愛的小孩，再加上「露

娜希事件」曝光爆紅在當日的報紙上佔了極大的版面，意外使得渡邊科展

得名的報導相對遜色不少，從此渡邊覺得唯有犯下極大惡行，才能吸引目

光，進而尋找母親，心生黑暗的渡邊決定與性情忠厚的直樹合作，直樹因

為前些發生了一些事使直樹對森口老師產生了怨懟，因此渡邊為了殺人尋

母，直樹為了報復老師，所以兩人的目標鎖定在森口老師的女兒─愛美身

上，就這樣對愛美編了謊言並將他殺害。對於森口老師這個單親媽媽來

說，喪失一個自己全心全意扶養並未滿四歲的女兒，沒有比這更痛苦的事

了，於是森口決定進行一個恐怖的復仇計畫…… 

 

貳.選《告白》的原因 

  第一眼看到這本書，就直覺的認為這八成是本感人或抒情類的小說，但

出乎意料，這本書不是那種傾訴愛意的浪漫告白，而是將現實殘酷和人心

黑暗娓娓道來的告白，這本書吸引我們的原因大概有以下兩個。 

一.一個篇章一個主觀，從不同角度看待一件事。 

《告白》將一件事從多個不同人的角度來寫，一個篇章就有一個不同的主

觀，不但能讓人更瞭解書中人物及其心境，還營造出讓人一步步接近事情

的根源並找出它之所以會發生的原因，更顯示出人與人之間的矛盾，母親

眼中的自己和兒子眼中的母親其實不大相同，自認的朋友在心中真的也把

自己當成朋友嗎？甲眼中的乙無罪可赦，但在乙的眼中自己也情有可原，

就像書中森口說的：「這是上多的是只要看的角度不同，同一件事就會完



全不一樣的情況。」 

二.不時融入社會議題，使讀者反思問題。 

  校園劇中的熱血教師令人嚮往，但這真的能套用在現實中嗎？父親忙於

工作，只留母親在家中陪伴孩子，日本這樣的家庭模式真的沒問題嗎？過

度保護的少年法、不懂得放手的家長，作者巧妙的將各種社會議題融入故

事中，進一步讓讀者思考這些問題，尤其是這本書的結尾──森口讓修哉

間接殺死自己的母親，更是挑動著讀者的正義感與道德觀，不知誰對誰錯

的結尾實在耐人尋味。 

 

 

叁.《告白》中的議題 

一. 青少年犯罪 

「少年因為身心都未發育成熟，所以未滿十六歲的少年就算殺了人，只要

家庭法院認可，近少年監護所就得了。」小孩真的一定是純真的嗎?因為是

純真的所以犯罪就可以被原諒嗎?時代在變，小孩不再是完全純真的，十

四、十五歲的少年犯下重大罪行不再是稀奇的事了，大人一味的保護，反

而只會製造下個犯罪的溫床。 

 

例:森口:「去年發生的『Ｔ市一家五口滅門血案』大家因該還記憶猶新。

犯人在暑假的時候把推理小說中提到的各種毒要分別少量混入家人的晚

飯裡，然候每天把不同的症狀紀錄再部落格上。但是症狀沒有飯人想像的

這麼嚴重讓她感到不滿，最後把氰化鉀加到咖哩中，害死了雙親、祖父母

跟小學四年級的弟弟。犯人是這家的長女，十三歲的學生。他再部落格上

貼的最後一篇記事是:『不管怎麼說，到頭來氰化鉀最有效！』這個案子

電視跟報紙大肆報導。」     (p.21) 

 

  新聞媒體如此盛大的報導這些少年犯，若只顧著用聳動的標題來吸引觀

眾，或是找一些名嘴在節目上猜測少年犯的內心黑暗，最後只會煽動可悲

的孩子崇拜愚蠢的罪犯，使的少年犯罪層出不窮，新聞能這樣做嗎？ 

 

例:森口:「請冷靜地思考一下，美少女會自稱露娜希嗎?盡量表現這也是個

普通人。越是給特別的待遇，越是議論紛紜，少年犯越是自我陶醉。於是

憧憬犯罪的愚蠢小孩就更多了。一開始知道犯人未成年的話，大人就應該

低調處理，好好教訓一下自我陶醉是非不分的愚蠢小孩才對。」 (p.23) 

 



二.霸凌問題 

  國中生正值青春期，不只身體開始有變化，心靈也開始進一步成長，在

這情緒極不穩定的時期，往往容易因崇拜班上的領導人物，而盲目的霸凌

同學，就像書中班級的領導人物─祐介，率先對修哉丟了牛奶後，其他同

學就立刻跟進。 

 

例:美月:「祐介丟紙盒的第二天開始，修哉的書桌裡就塞滿了紙盒牛奶。

嚴重的時候會到讓人覺得之前這些牛奶都藏哪去的地步。不僅有一星期以

前的，塞得太多破掉的也有。鞋箱和置物櫃也全遭殃，修哉每天早上來就

默默整理，已經成了例行公事。筆記本、運動服等不見也是常事；我還看

見他的課本每一頁都被寫上：『殺人兇手』。」     (p.60) 

 

  除了上述的帶頭欺凌的傷害者、及跟著一起欺凌的副傷害者外，還有不

給予任何一方幫助的場外者，因為怕被牽連，只好選擇無視受害者的痛

苦，因為良心的不安、所以不敢去一同加入霸凌行列，不只是受害者、場

外者也會受到自己良心的煎熬及害怕被捲入的恐懼。 

 

例:美月：「但是有一天全班的手機都收到了一封簡訊郵件，『修哉該受天

罰！收集制裁點數！』所謂制裁點數，是大家跟這個郵址報告自己對修哉

做了什麼，由這個郵址評分給點數，每個星期六結算，全班點數最少的人

從下一個星期開始就被視為殺人犯的同黨，接受同樣的制裁。雖然我一點

也不同情修哉，但這種做法真是蠢到家了，我完全不予理會，但是幾天後

放學時，我偶然看見美術社乖巧文靜的由香理跟早紀把紙盒牛奶放進修哉

的鞋箱之後發簡訊，簡直驚呆了。連她們都參加的話，沒點數的搞不好只

有我。」     (p.61) 

 

將霸凌回歸到原點，再排除那些因為好玩或跟隨而霸凌別人的人，剩下

的就是打著制裁惡人旗號而霸凌的人，書中二班的學生就是如此，以懲罰

殺人犯當作藉口來欺負修哉，他們真的是替天行道的正義使者嗎？還是只

是藉此欺負別人來做為娛樂？我們真的有偉大到能完全正確的斷定誰是

善或惡嗎？我們真的有那資格或權力來制裁惡人嗎？ 

 

例:美月：「大部分的人多少都希望到別人的讚賞。但是做好事做大事太困

難了。那最簡單的方法是什麼呢？譴責做壞事的人就好了。話雖如此，率

先糾舉的人，站在糾舉前線的人還是需要相當勇氣的。但是跟著打落水狗

就簡單了。不需要自己的理念，只要附和就好。這麼做除了當好人，還能

發洩日常的壓力，豈不是一舉數得的樂事嗎？而且一旦嚐過甜頭，一次制



裁結束後為了獲得新的快感就會找尋下一個制裁的對象吧。一開始的目的

是為了糾舉壞人，漸漸就變成強行創造出制裁的對象了。這樣就跟中世紀

歐洲的女巫審判沒兩樣。愚蠢的凡人忘記了最重要的事情。那就是自己並

沒有制裁他人的權利......。」  (p.60) 

 

三.親子關係 

  文中直樹的媽媽並不是一個好媽媽，因為她一直溺愛直樹，且不願意面

對兒子殺人的事實，只是不斷的找藉口讓自己認為孩子沒犯錯，宛如現代

許多父母，因為大多是獨生子、獨生女，所以才非常的疼愛，因此不管什

麼事都答應他，也把他的事搶著做，使他沒有獨立的個性，凡事都丟給父

母，成為一個「飯來張口，茶來伸手」的人，等到他們犯錯時，也只能一

味的依靠父母幫助，而無法自己解決這樣的直升機父母不但奪走了孩子磨

練的機會，也讓他們必須依靠父母收拾殘局，終至萬劫不復。 

 

  故事中直樹媽媽為了鼓勵直樹洗澡，藉以遠離頹廢形象，而擅自將他頭

髮剪短，也影射了現代父母擅自決定孩子的未來，沒讓孩子依照自己的興

趣發展，強迫孩子按照父母自己喜歡的方向發展，這樣不但埋沒了孩子的

天份，也葬送了他們的未來。我覺得應該讓孩子們選擇自己要走的路，就

算那不是個收入高的工作，不過他們卻可以在那個領域上發揮專長，而且

也能快樂的做自己想做的事，這樣不但能讓他們的生活更快樂，親子之間

也會更加和諧，所以父母們不該擅自決定孩子的未來，應該讓他們自己出

去闖蕩，建立自己的天空。 

 

  對於直樹的母親的行為，實在讓人不敢苟同，因為她那自以為是的想

法，總認為自己的想法是對的，彷彿其他人都是罪魁禍首，一直相信直樹

是善良的、無辜的，就算知道愛美是被直樹丟入游泳池，也還在自以為是

的想著一切都是別人的錯，所以最後發現直樹是故意的，才知道自己錯

了，還用極端的方式想解決這件事，結果葬送了自己的生命，這方面告訴

我們做人不能太自大，而且做出錯誤的事情時，要用正確的方式改進，而

不是用極端的方法，才能有效的解決事情。「知錯能改，善莫大焉」，只要

真心認錯、改進，最後就能有好的結果。 

 

  家庭教育很重要，因為有一個好的父母，他們就會增加孩子未來的實

力，使他們能夠有磨練的機會，自己解決困難，就像古人詩句中的「寶劍

鋒從磨礪出，梅花香自苦寒來」許多事都是需要經過辛苦的磨練才會有璀

璨的未來。 

 



肆.在《告白》中體會到的事 

 

一．以直報怨 

  書中森口唯一的小孩被直樹及修哉害死了，但兩人有少年法的保障，就

算被判刑也不會多重，於是森口不將他們交由法律裁判，自行對他們進行

報復，從森口的角度看來，失去至親的悲痛就算將兩人碎屍萬段也無法平

息，何況是將他們移送法辦，所以這樣以眼還眼、以牙還牙的行為也是理

所當然，但法律也有它的必要性，如果這樣想怎樣報復，就怎樣報復，豈

不是藐視法律嗎？況且最後兩個元凶沒死，反而害死了許多無辜的人，自

己的痛苦沒減少，倒是增加了更多人的不幸。與其以怨報怨，倒不如以直

報怨，用法律來替自己報復，雖然不是絕對公平，但總不能因為某個人特

別可憐就替他破例。以德報怨太矯情的話，那就以直報怨吧。 

 

二. 傾聽別人 

  在這本書中，每個人都把秘密藏在心裡，沒有人願意敞開心扉，也沒有

人願意聆聽別人的心聲。像直樹，因為在第一學期被老師公佈自己喝了有

愛滋病的牛奶，為了不讓自己的母親擔心，而把祕密藏在心裡，並且把自

己與外面隔絕，不讓任何人打擾，但到了第二學期有了維特老師的拜訪，

更增加了直樹的壓力，使得直樹精神錯亂，最後誤殺了自己的母親並且進

了監獄。要是當時直樹能放開心胸找個人來訴苦的話，不是就能避免這些

慘劇的發生嗎？抱怨訴苦並沒有錯，你只是在釋放自己；有人來訴苦時也

請耐心聆聽，你短短的幾分鐘也許能幫助人走出憂愁，適時的訴苦，適當

地聆聽，這也是每個人都該有的觀念。 

三. 正義與倫理的平衡 

  本書的結尾精彩，但究竟誰對誰錯？為了與唯一敬愛的母親一同生活而

不擇手段的修哉，是情有可原？還是罪大惡極？為了替珍愛的女兒報仇而

使用極端手法的森口，是冷血無情？還是理所當然？兩人都各有苦衷，但

這能拿來當作犯罪的藉口嗎？人並沒有厲害到能絕對的分辨善或惡，所以

只能靠著自己的正義感、順著自己的倫理觀來生活，儘管這十分自私又不

公平，因此才要在失敗中成長，錯誤中學習，不斷的修正自己，這也正是

我們所有人的功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