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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親愛的」看誘拐失蹤兒的
家庭動力與對家庭諮商的啟示

陳增穎（南華大學生死學系所助理教授）

「親愛的」(Dearest)描述離異夫妻田文軍
和魯曉娟共同監護三歲的兒子鵬鵬，但卻在某

天雙方都不注意時，鵬鵬失蹤了。在毫無頭緒

的情況下，兩人只得像無頭蒼蠅般自力救濟，

但一次次地失望，甚至被有心人謊報趁火打劫

騙錢。心力交瘁的兩人參加了同為失蹤兒父母

親的自助團體，聽取其他家長的心情，在一定

會找下去的加油鼓勵聲中尋求慰藉與支持。他

們組成旅行團，走遍大江南北找孩子。三年後

的某天終於得到消息，似乎真是孩子的下落。

但是孩子已被改名叫吉剛，也認不得原先的父

母親了，反倒要警察叔叔把他們捉起來。重逢

後的一家人，新的挑戰和難關才剛要開始⋯⋯

回家後的鵬鵬生活習慣改變了，但是做父

親的不敢罵他，怕孩子會跑掉。他們得耐著性

子再等孩子的「心」回來。走到哪兒都帶著孩

子，即便只是丟個垃圾；為了孩子甘願與現任

丈夫絕裂，也要收養同被誘拐、但已成兒子家

人的「妹妹」；聽孩子叫誘拐犯媽媽；勸其他

追著誘拐犯打的人不要動手等等種種心酸，為

了歸來的孩子都吞下去了。面對從另一方面看

來也是受害者的誘拐犯，田文軍也於心不忍，

雖然剛開始對一再來看兒子的誘拐犯說：「我

最多也就做到不恨妳，這到頭了，以後別再來

了。」但從片尾中看到真實世界中的田文軍去

探訪誘拐犯，看到她好好地保存兒子的獎狀，

聽到她說：「你來看我，我都感激不盡了」、

「以前一大家人坐在這裡吃飯，圍著四五口人

吃飯，你看那時候，這下空盪盪的就只剩我自

己了。我不想進這個家，我一進這個家看著孩

子都走了，我進這個屋裡很淒涼。」這種得而

復失、失而復得的心情，恐怕只有同樣經歷孩

子失蹤的父母親才能體會吧。

根據我國內政部警政署(2011)的調查，
2010年我國失蹤人口率為每萬人口15.19人，
發生原因雖然以自願性離家出走占67.81％最
高，學生上下學未歸占4.94％次之，但迷途走
失者仍占4.08％第三。未滿12歲的兒童中，因
非自願性因素而通報失蹤者，就占了1.67%，
未尋獲率占2.34%，可見失蹤兒在我國的比例
並不低。據媒體報導，包括成人和孩子，美國

每天失蹤人數高達2,300多人。任何年齡、性
別、社經地位、膚色種族都出現失蹤現象，其

中18歲以下青少年占多數。隨著失蹤者人數上
升，家庭恐懼彌漫全國，往往一件失蹤案未

破，另一失蹤案又發生了。於此同時，受害者

家長也不斷地抱怨國家未能針對這一社會現象

做出積極的反應。為此，憂心忡忡的父母只好

行動起來，保留自家孩子的指紋，以備不測

（魏道培譯，2006）。
美國針對17歲以下兒童與青少年綁架事

件，採行系統稱為「安柏警報 ( A M B E R 
A l e r t )」─美國失蹤人口：廣播緊急應變 
(America's Missing: Broadcast Emerg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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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電影簡介

二、失蹤兒的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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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onse)。這個措施可追溯到1996年女童
Amber Hagerman綁票案，她在德州阿靈頓騎
腳踏車時遭綁架，一位鄰居目擊並報警，但未

能倖免於她被撕票的結局，至今仍是懸案。同

年，「安柏警報」系統上路，執法機關、電視

台、報社與地方團體協力合作，當綁架事實發

生且通報後，訊息整合進聯邦調查局資料庫，

連結傳呼機、傳真、電郵、手機、電視、廣

播、電子告示牌等，及時通報詳細訊息，協尋

失蹤人口。自2015年起，為了協尋失蹤兒童，
希望在第一時間展開即刻救援，位於美國的臉

書用戶，近期內將收到「安柏警報」的通知。

希望透過臉書對1.85億使用者發布安柏警報，
使他們在最快的時間裡收到失蹤兒童的訊息，

希冀對尋找失蹤兒童具有重大影響（中華電視

公司國際中心，2015）。
我國的失蹤協尋服務開辦於民國81年9

月。在八十年代，失蹤原因不明、非家人誘拐

及走失是失蹤兒童最常發生的失蹤原因，「住

家」和「公共場所」為最容易走失的場所。當

時社會治安較紊亂，社會大眾對兒童人身安全

概念尚不熟悉，孩童常有離奇在住家附近失蹤

的案件發生（失蹤兒童少年資料管理中心，

2007）。大多數父母反應本來以為孩子在家附
近，是再熟悉不過的地方，是怎樣都萬無一失

的，但沒想到只要稍微不留神，孩子就很容易

在住家附近走失，或是被有心人士拐騙。有心

誘拐孩子的人往往會觀察許久，例如觀察生活

作息或是留心幼童特別喜愛的事物，屆時等幼

童落單時，再加以誘騙。大部分的幼童除了名

字、點頭搖頭之外，對於家中地址、電話不是

答不出來，就是零零落落而無法拼湊。正因為

如此，幼童走失時所遇到的危險度相對提高，

加上自我保護的能力較低，很容易發生意外，

甚或造成無法彌補的遺憾。失蹤七年以上之幼

童個案，尋獲率不到四成，且因失蹤時間愈

久，容貌辨識愈來愈難，亦增加協尋上的困

難。這些沒有找回來的兒童，也許是被綁票，

也許是被販賣了，實際上每一個親人失蹤的家

庭都要承受及極大的痛苦。近年來，因夫妻間

的問題，如婚姻觸礁、爭奪監護權等，父母一

方將孩子秘密帶走，而讓孩子成為婚姻拉鋸戰

中的籌碼，也是兒童失蹤的原因之一（失蹤兒

童少年資料管理中心，2008）。

由於失蹤兒人數眾多，可以想見每天會有

多少父母因孩子失蹤而心焦如焚。由於失蹤案

經常持續數年未能尋回，對家庭的傷害也日益

加深。即使孩子得以尋回，傷害的餘毒也會持

續經年。沮喪、擔憂、睡眠障礙、分離焦慮、

尿床、吸吮手指、洗腦後遺症、自我認同混

淆，連自己該叫哪個名字都不清楚，是失蹤兒

回家後常見的臨床症狀，何況一家人還得面對

大量的媒體干擾和司法單位訴訟，情緒負荷量

可想而知。

失蹤兒回家後到處是風聲鶴唳，他們會害

怕靠近門窗；學業因誘拐失蹤而落後；或擔心

學業及運動成績表現引起他人注意；離開誘拐

家庭的罪惡感；擔心不被現在的原生家庭接

受；該怎麼融入家中其他的手足也是一大難

題，孩子們和父母都得重新調整和適應團聚後

的生活，甚至忍受失蹤兒對誘拐犯的正向情感

等。失蹤的日子越長，這些情緒和行為問題越

明顯。不過，若兒童失蹤時的年紀越小，這些

症狀可能會較輕微，因為他們不知道自己是被

誘拐的。

失蹤兒的父母親也在受苦。失眠、憤怒、

罪惡感、自殺意念、孤單、自卑、創傷後壓力

違常、憂鬱、焦慮、生理疾病、恐懼、傷心等

都是失蹤兒父母親深受折磨的證明 (G r e i f , 
2009)。孩子失蹤是一個很嚴重的失落，對家
庭的平衡造成重大的衝擊，甚至導致困難的悲

傷反應。孩子失蹤是一種不明確的失落，父母

親無法確定孩子的生死，對於事情會好轉仍抱

持希望，但不知道這種情況會持續多久，這讓

他們的心情陷入一種奇怪的兩難，不知道應該

保持希望，繼續盼望孩子某天會出現，還是應

三、失蹤兒的家庭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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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哀悼失落。影片中萬里尋子會裡有位失蹤兒

的媽媽就說：「然後我每天就一條街一條街的

找，我就刷刷的看。然後，他們就非說我瘋

了，要把我送到醫院。我自己知道我沒瘋，我

那是裝瘋的，我只有這樣，我才能堅持住，我

才告訴他們我沒有放棄，我一定會找到我兒子

的。必須的，加油。」王文軍雖然被迫讓出店

舖，但是他依然在店舖旁做生意，就怕孩子回

來找不著家。就算被人騙錢，但最後他竟然

說：「那後來可好了，連騙子都不騙我了，沒

動靜，石沈大海，真是一點動靜都沒有，就到

那時候你就覺得，有個人騙騙你，你覺得好像

也挺好的。有個人騙你，你覺得好像還有點希

望。這希望跟飯一樣，不吃不行，這希望對咱

們來說太重要了。」他們拚命告訴自己一定會

找下去，而且一定會找著。就算父母親接受孩

子永遠失蹤不會再回來的事實，像影片中一位

失蹤兒的爸爸說的：「白天想，晚上就夢，夢

見沒找著，比找著的時候多。」也如同某位媽

媽說的：「三年了，我又生了一個兒子，說實

話，我覺得我背叛了我女兒。」即使原來信誓

旦旦說「我們丟失的孩子都是不可替代的，堅

決不能再生下一個，要永遠找下去。」但六年

過去了，孩子依舊杳無音訊，為了生下一個孩

子，也只好到戶政單位申請失蹤孩子的死亡證

明，可是他們的心裡卻是多麼不願意承認孩子

死亡。

該如何對待歸來的失蹤兒是家庭的挑戰，

也必須謹慎地評估兒童的發展年齡、兒童的需

求、事件對家庭的影響和家庭的生命週期。家

族治療師可以協助家庭哀悼孩子和父母間遺失

的這段時光。這個家庭剛經歷數年的分離痛

苦，父母親活在思念、渴求、念念不忘、尋找

孩子的心理狀態。雖然孩子歷劫歸來，但他們

卻也錯過了孩子某些重要的成長與發展階段。

在尋找孩子的過程中，他們不確定接下來會發

生什麼事、他人難以理解或認可失落的強度、

漫長的絕望感與揮之不去的恐懼感，以及無法

擺脫因孩子失蹤造成的無助感和無力感，情緒

擺盪在猛烈和麻木兩個極端之間。家族治療師

必須肯定父母親有這些情緒都是正常的悲傷表

現，都應受到尊重。若孩子歸來，可能會產生

「人在心不在」的情況(the person is physically 
present, but perceived as psychologically 
absent)，即孩子的心還停留在誘拐家庭裡。此
時家族治療師應協助家庭建立界線，重新定義

家人關係，協助家庭知覺和壓力因應（如：我

們過去擁有什麼，但我們現在失去了什麼？未

來我們可以做到什麼？）。由於每個家庭成員

表達感受和容忍感受的能力不相同，家族治療

師必須評估家庭的情緒整合能力，重新建構家

庭中每個成員的角色任務，釐清核心議題與次

要議題，避免未解決的悲傷與衝突在代間傳

遞。

此外，在誘拐案發生前，不論孩子的年紀

多小，都應該教導孩子避免可能的誘拐與綁架

犯接近。例如教育孩子：(一)如果被陌生人帶
走，可以大喊：「救命，我被綁架了，我不認

識這個人！」、「我需要你的協助，我被綁架

了。」儘量引起周遭人的注意和目擊機會。(二)
如果孩子在商店或大賣場被抓住，教他們對賣

場人員呼叫，包括收銀員、守衛或周遭大人儘

快關閉賣場。(三)若有車子趨近，教導孩子儘速
以反方向遠離車子，不要和車上的人對話。(四)
如果孩子被拖進車子，教導孩子各種可能逃出

與停駛車子的方法。(五)教育孩子說得出自己的
姓名、家人的電話號碼和住址。(六)示範如何打
119電話。(七)教導孩子在任何情況下都不需要
協助成人（例如找路、找寵物等）。(八)教導孩
子若有成人叫他們「保守秘密」，他們還是可

以跟父母親或信任的大人討論。(九)若孩子被關
在房間裡，教導孩子找尋防身工具，試著打破

窗戶，規劃逃生路線；或者堵塞馬桶、打開水

龍頭造成水災等等(Stanley, 2003)。期盼一些預
防和自保策略能先行減少誘拐案的發生，讓孩

子有個無憂的童年。                        （下接p.36）

四、對家庭諮商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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骻部腿上。

4.放鬆兩肩肌肉，自覺如無肩無臂無手的
狀態。

5.舌尖微舐上顎，不用力，若有口水則緩
緩嚥下肚去。

6.閉口，只用鼻息呼吸，不可張口呼吸，
除非有鼻病。

7.眼微張：閉八分開二分，視線投置於身
前二、三尺處的地上的一點，不特意看什麼，

因睜眼睛，心易散亂；閉眼睛，則易昏沉。如

果睜眼過久覺得疲勞，可閉上一會兒。

不刻意控制呼吸的速度、深度。將注意力

放在鼻息，若注意力跑走，如實的覺知，並將

注意力溫和的放回呼吸上。也可利用數息幫助

我們集中注意力：只數出息，不管入息，每一

次呼氣的時候數數，到吸入時，仍停留在該數

目上，到下一次呼氣才換下一個數目（聖嚴法

師，2009）。
打坐結束時，先在心中告訴自己要出坐

了，身體慢慢搖動，之後將雙手放在膝蓋上，

加大身體搖動幅度，搖動關節，將腿放開，做

全身的按摩：搓熱雙手，從臉部到腳掌，依序

按摩各個部位（聖嚴法師，2009）。
(四)其他練習
除了上面介紹的三種常見練習，行、住、

坐、臥皆可提供練習的機會，我們可以在走路

時練習行走禪，可以挑選適合的時機練習瑜伽

或伸展，也可以在吃飯時感受我們吃進的每一

口食物，重點是將內觀與我們的生活結合，並

發展屬於自己的內觀練習計畫。

內觀的練習要成為自我照顧的方法，必要

的基礎是每天固定時間的練習計畫，若缺少持

之以恆的練習，要在實務現場使用內觀無疑是

困難的。目前坊間已有許多內觀、正念的書籍

可供參考，也可以工作坊或宗教團體的禪修，

重要的是掌握內觀的核心精神，並持續練習，

在忙碌、緊湊的生活中，時時回到當下，與自

己同在、滋養照顧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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