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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高春霖  圖／安其

身陷數位迷宮 
今天我們是「花時間」滑手機，還是「花時間」讀聖經禱告？

不久前，花蓮縣有家長向當地議員陳情表示孩子疑似差
點誤入「藍鯨遊戲」群組。藍鯨遊戲到底是什麼？它是一

款2013年源自俄羅斯的恐怖網路勒索遊戲，當時一年內在

俄羅斯引發130起以上青少年自殺事件。藍鯨遊戲的開始是

從未成年孩子最常使用的社群管道，特別是instagram的開放

帳號，孩子在接受不知名帳號追蹤、私訊後，便會開始被要求提

供裸照、住址、身分證件等資訊，同時開始為期50天的遊戲，破解每日指定的50個任

務。這些任務包含對父母撒謊、凌晨4點20分看恐怖電影、聽指定音樂。到後來，教唆

愈來愈負面且激進的自我傷害，每天都要在手上劃傷口，甚至要在手背上以利器自殘

刻劃出藍鯨圖樣上傳，並逐步灌輸「這世界不需要你」、「你的消失可以淨化世界」

的負面想法後，最終任務就是要孩子自殺。遊戲過程中若想隨意退出，更會被威脅公

布裸照、個人資訊，讓孩子不敢向外求救，最後容易引發悲劇。

為杜絕藍鯨遊戲在臺擴散，臺南市警局公關室曾在臉書發文，以「三不要」提醒

家長和孩子：1.不接受不明群組邀約、2.不上傳個人私密照片、3.不透露個人資料。

雖然今天我們也許防範了一個「藍鯨遊戲」，會不會未來還有更多的不法分子如

法炮製其他更多千奇百怪的「遊戲」殘害我們的下一代？網路如此發達的今日，我們

的下一世代如何面對數位迷宮？我們當思考今天青少年到底出了什麼問題易陷入數位

迷宮中？我們又應該如何對破口作修補？以下就個人觀察提出三點方向與相應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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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處。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

 "Everything is permissible"--but not everything is beneficial. 

 "Everything is permissible"--but not everything is constructive.

一.現代人掛網時間過長

現況：

一份由網際網路資料研究機構，針

對網際網路研究報告指出，全球網民每

人平均每天使用網路達6個小時，在臺灣

暑假期間青少年甚至可以常常「廢寢忘

食」上網打手遊、瀏覽社群網站，時間

可以每天超過十個小時以上。成年人上

網時間也越來越長，但大部分是因工作

的需求必須借網際網路完成，但青少年

卻常常是「漫無目的」的在「掛網」。

有報告指出：「每天早上起床第一

件事是拿手機嗎？」研究發現：起床第

一件事若是拿手機，我們將可能進入

「僵屍模式」，也就是可能進入漫無目

的在「滑手機」，腦中卻在「放空」，

這時容易任憑時間流逝而不自知，導致

上班上學遲到，或是計畫中的事被延宕

的不良後果；另外，一早起床就拿手

機，面對龐大的「湧入訊息」，我們可

能將進入「決策疲勞」的狀態，導致接

下來真正要我們決策的事情上（如：開

車、工作決策與計畫等）出現決策速度

減慢或無法決策的結果。

另外，「網路成癮」為何會如此嚴

重？其實人有學習的天性，這學習並非

因「放暑假」或「下課」而被暫停，這

邊學習管道停止了，人會從其他的地方

尋求出路。臺灣早期六、七零年代的青

少年常被告誡不要一直看電視，曾幾何

時，電視也沒人看了，因為今天手機的小小

方寸世界之中已能滿足許多的視覺，甚至更

多想像不到的需求。因著網際網路的發達，

手機的方寸世界可提供人類大腦刺激產生更

多的快樂激素「多巴胺」分泌，使青少年掛

網時間越來越長。這麼長的掛網時間，好的

壞的資訊盡收眼裡，除了造成眼睛黃斑部病

變、頸椎因長時間低頭肌腱發炎、滑手機造

成手部腕隧道症候群，甚至大腦前額葉因電

玩長時間過度刺激受損以外，心靈毒素的入

侵更是遠超越前面的一切傷害！

對策：

1. 協助青少年與社會連結

曾有調查報告說：吸毒犯勒戒後重返社

會，為何再犯率達到八成以上？報告指出：

吸毒犯進入社會後，因被「標籤化」，人人

敬而遠之。雖然吸毒犯多表示願意重新做

人、改邪歸正，問題是「無法與社會產生連

結」，因而自暴自棄，於是重操舊業，繼續

去吸毒，然後又再度進監獄。於是學者認

為，「產生社會連結」是使人能不能改變舊

行為的重要因素。另一個例子是：西班牙某

村莊，有幾位老太太因慢性病在療養院必須

使用會成癮的止痛藥止痛。但是，西班牙的

某傳統節日到時，這些老太太們竟要求要回

家鄉「做披薩」。醫生發現這些有慢性病會

劇痛的老太太們可以在這幾天傳統節日「不

用」已經成癮的止痛藥，能忍住疼痛去「做

披薩」，這就是「產生社會連結」可以杜絕

成癮的另一個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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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因社會工作時數普遍過長，使家

庭分子相處時間變少，甚至可以「完全互

不相見」，青少年無法與家庭或社會產生連

結，轉而尋求網路連結。然後，網路連結門

檻極低，幾乎沒什麼社交障礙需要學習與突

破，人人可以輕易上手，於是導致成癮。

做家長的應該盡可能以家庭為重，工作

可以自行決定時數時，應盡量撥多一點時

間陪陪家人。孩子成長的時間有限，稍縱即

逝，有一天在我們沒注意到的時候，孩子就

長大了。

筆者在孩子國小時曾發生一件事：有一

天讀小學的大兒子跟我說：「爸爸，我的鞋

子破了！」當時我答應他要帶他去買鞋，但

是學校工作、教會事務繁忙，一忙就過了六

個月。兒子很乖，沒再跟我吵，有一天看見

他的腳指頭突出鞋外了，趕快帶他去買鞋。

店員量了一下他的鞋子尺寸，說：「這位是

爸爸嗎？你兒子腳已經比舊鞋大兩號了，您

怎麼現在才帶他來買鞋？」我一輩子都忘不

了這一幕，原來錯過了孩子的成長是那麼容

易的事！

▲過度挫折的教育現場讓孩子感到一無是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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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處。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

 "Everything is permissible"--but not everything is beneficial. 

 "Everything is permissible"--but not everything is constructive.

2. 建立家庭祭壇

有一次在教會跟慕道者聊天，他說

到為何會來教會慕道。原來他的妻子與

兩個分別讀國、高中的女兒，照教會的

宣導落實「家庭祭壇」，結果未信主的

爸爸看見我們教會的母女們打開聖經，

居然在餐桌上有說有笑，讓他覺得非常

稀奇。他說：「平常我們做父母的要跟

青少年兒女說話，孩子總是不太愛理

我們；他們心血來潮想跟我們說話時，

我們又剛好很忙，無暇好好坐下來聽他

們講話。你們教會的『家庭祭壇』很神

奇，就好像『親子的溝通平臺』一樣。

因為有事先協商共同時間，大家放下手

邊的工作，先讀一下聖經當話題，然後

彼此分享。我很享受那個可以跟孩子好

好講話的時間！所以這間教會我下定決

心要來好好的認識一下，果然不錯！」

建立家庭祭壇可以在孩子還小的時

候就建立，模式可以是：每週挑一天大

家都可以放下手邊工作的日子，照讀

經進度選聖經一章來讀（約10分

鐘），然後彼此分享喜歡的

經節或作生活分享（約10分

鐘），最後一起禱告10分鐘

（總共只要半小時），身

為家長的一方面可以將主

的話語傳承下去（宗教教

育真正落實到家庭），一

方面也可以為日後孩子成為

青少年時，預先建立「親子

溝通平臺」。

二.過度挫折的教育現場

現況：

臺灣的教育這幾十年來不斷在教改，顯

示大家對教育都有一定的期待。筆者剛從國

民中學的教育現場退休，二、三十年在教育

現場工作所看到的，是莘莘學子在無盡的挫

折中掙扎、挫折、絕望、放棄，因為總是擺

脫不了「考試分數至上」的迷思。孩子成長

過程適度的挫折是好的，可以使他願意虛心

追求進步。但是無盡的挫折，將使孩子自暴

自棄，覺得自己一無是處。

「藍鯨遊戲」的創始者被捕時，他的口

號就是「淨化社會」，認為一無是處的人

若從世界消失，對世界是好的。青少年一方

面總喜歡嚐鮮，或是以「為反對而反對」的

方式凸顯自我的存在，另一方面又很憂鬱，

總認為自己是最差勁的。這些錯綜復雜的心

理，很容易被「厭世主義」的激進人士利

用，慫恿他們以自殘獲取個人成就、用自殺

貢獻完美社會。

對策：

以更寬大的心欣賞優點

想起天父真神總是「看我們所

『有』的，不是看我們所『無』

的」，祂永遠用「正面表述」在數

算我們有多麼好，雖然我們總是覺

得自己不完美！在《約伯記》第一

與第二章，祂要撒但看祂的僕人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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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地上再無任何人比他完全與正直！」任

何孩子即使功課再如何的不如人，都有他優

秀的地方，身為師長的或是父母，當以基督

耶穌的心為心（屬靈的眼、憐憫的心），看

見孩子的長處，而不是去強調缺點與不足。

神給筆者有一個除了學科以外，各科幾

乎都可以接近「滿分」的孩子，不管美術、

音樂、體育、家政、生活科技、資訊等等。

唯獨國、英、數、理化、歷、地、公這些

「考科」可以通通超低分飛行。我們身為教

師的父母曾經為此感到面上無光，國中會

考、大學學測當然只能挫敗收場，孩子也曾

在不斷挫折中懊悔。但是，主耶穌教我們身

為父母的，學習用更寬大的心、更廣大的眼

來看見我們孩子的優點：他的琴藝恩賜使他

能進「箴言詩篇聖樂團」，登上國家音樂廳

為主發光；他的領導才能，使他有機會在北

區大專詩班中有亮眼的服事；他對身為父母

的我們的貼心，使我們總是感受到欣慰！

當孩子可以看見自己的長處時，無論撒

但魔鬼如何慫恿他，說他如何地差勁，他都

可以不受影響，甚至很肯定地說：「主耶穌

愛我，人能對我怎麼樣！」如此才能免除一

波波網路上有心人的推陳出新的數位陷阱。

三.基礎價值觀不足以分辨問題

現況：

基礎價值觀就是：不用特別說好說歹，

自然就會去做的判斷。價值觀是一個人判

斷哪件事有價值，值得去做；哪件事沒有價

值，不值得去做的能力。基礎價值觀正確的

青少年，自然會選擇正確的事去做，並會躲

開沒有意義或是罪惡的事。青少年為何會毫

不猶豫地沉迷於網路世界？因為他心中沒有

相對於網路世界更有價值的事情，值得他放

下網路趕快去完成。為何會沒日沒夜玩手遊

（電玩）？為何會有人猝死於網咖？為何會

有人因手機過度使用造成眼睛黃斑部病變甚

至全盲？因為基礎價值觀不足，即使知道過

度沉迷會造成身體的傷害，價值觀產生的強

度也無法幫助他放下。

價值觀建立，就可以知道分辨善惡。像

「藍鯨遊戲」中許多任務是違背道德的，什

麼「對父母撒謊」，一直到最後「自殺」，

如果基礎價值觀夠，加上自制力夠強的，才

有能力擺脫這個數位迷宮。

對策：

培養孩子每日讀聖經， 

養成常常聚會禱告的習慣

「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

老他也不偏離」（箴二二6）。這是許多人

耳熟能詳的經文。這是說：孩子還小的時

候，基礎價值觀建立了，他將一輩子都不會

偏離，因為他會認為每天讀聖經是應該的、

常常聚會是應該的、男女應有界線的分際是

應該的、安息日要聚會是應該的、什一奉獻

是應該的、孝順父母是應該的……。

「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於教訓、督

責、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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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erything is permissible"--but not everything is constructive.

叫屬神的人得以完全，預備行各樣的善

事」（提後三16-17）。若不讀聖經，

怎麼知道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的？筆

者每年有機會在北區各國中、高中班學

生靈恩會講課時，總是要問：「有每天

至少讀一章聖經的人請舉手！」人數總

是「趨近於零」。就是大專班學生靈恩

會問一樣的問題，每個班也不到十人

舉手。讀聖經的狀況可以說非常的不理

想！

「你們要謹慎行事，不要像愚昧

人，當像智慧人。要愛惜光陰，因為現

今的世代邪惡。不要作糊塗人，要明白

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

蕩；乃要被聖靈充滿」（弗五15-18）。

這裡告訴我們「現今的世代邪惡」，那

怎麼辦？方法就是「愛惜光陰」。今天

魔鬼用「手機成癮」來使我們「浪費光

陰」，所以才會說「愛惜光陰」是世代

邪惡的解藥。放下手機，不要浪費時

間，善用時間做該做的事，建立基礎價

值觀，才能分辨好壞。不要做糊塗人，

要明白神的旨意如何。不讀聖經不學習

道理，如何明白神的旨意？另外還說

到，要被聖靈充滿，充滿的方法就是花

時間禱告。今天我們是「花時間」滑手

機，還是「花時間」讀聖經禱告？

回歸到前面所提的「建立家庭祭

壇」，我們真的發現在現今邪惡的世

代，建立家庭祭壇真的很重要！家長要

帶頭以身作則每日讀聖經，並要約定時

間引導全家一起讀聖經禱告，分享聖經

中的話語，正如主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話：

「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話都要記在心上，也要

殷勤教訓你的兒女。無論你坐在家裡，行在

路上，躺下，起來，都要談論。也要繫在

手上為記號，戴在額上為經文；又要寫在

你房屋的門框上，並你的城門上」（申六

6-9）。

古聖徒約瑟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約瑟

從小已建立好基礎價值觀，所以在主人之

妻多次誘惑他，他總能毫不猶豫地躲開，並

說：「我怎能做此大惡得罪神？」少年人但

以理可以立志不用王膳，也是有建立基礎價

值觀的明證。我們寄望我們的孩子可以在將

來青少年時期能順利度過風暴期，甚至將來

有正確的價值觀走在主的路上一生不偏離，

就要真的花時間陪伴、讀聖經，建立基礎價

值觀。

結語

當耶穌將被釘十字架前，祂走在十字

架的道路上說：「耶路撒冷的女子，不要

為我哭，當為自己和自己的兒女哭。」祂

似乎已經在預告有一天我們將在宗教教育

上所遭遇的問題。這時若我們懂得重視現

今青少年所遇到的問題，願意掉轉我們追

求世俗物質的腳步，多花一點精神和時間

「先求神國神義」，將宗教教育真的落實

到家庭中，相信神就會「將一切賜給我

們」了（太六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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