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壹、導讀

在兒少文學裡，多數的兒童被描述在家庭中成長，家庭雖然提供了孩童的需要，卻也存在著某種程度的

控制，初期的兒童階段並不會有太大的抗拒，但是到了青少年時期，他們為了要表現自我獨立以及展現

自己的成熟，就會反抗照顧者的控制，通常從抗拒母親作為開始，並以離家作為整個故事的開端，顯示

出家庭弱勢者的抗議，換言之，離家的青少年想要表現出自我的獨立與對家庭依賴的矛盾情緒，而「在

家—離家—回家」三階段也是許多故事的基本結構。有些學者認為兒童的離家，表現出兒童對於自主、

自由與自信的渴望，換言之，兒童的離家並非完全都是負面行為。

許多世界經典故事，如義大利的《木偶奇遇記》、英國的《愛麗絲夢遊仙境》、德國的《說不完的故事》

等等，都符合了「在家—離家—回家」三階段，有些學者研究的結論是，超過 1/3 的國中生不僅想過要

離家，甚至已經開始有離家計畫。《愛德華的神奇旅行》和上述的故事不同之處，在於愛德華是個無法

自由行動的兔子玩偶，他的旅程並非自主，而是因緣下被動的結果。一開始時，愛德華被描述成一隻陶

瓷打造、耳朵還是兔毛製作的兔子，而且愛德華有一個別緻的專屬的衣櫃，裡面有好多漂亮的衣服，最

優良的皮革製品、量身打造的鞋子，整排為愛德華量身定做的帽子，每條褲子的設計都有一個口袋，可

以用來放愛德華的金色懷錶。他的裝備真是豪華至極啊！愛德華擁有了這麼多，他缺少了什麼？琵吉娜

婆婆說了一個美麗卻沒有愛心的公主，巫婆把公主變成疣豬而且被吃掉的故事，這個故事就像一個魔咒

一樣，呼應這趟旅程愛德華遭遇的每個艱難，旅程中愛德華遇到了許多不同的人，經歷了富裕家庭、漁

夫、流浪漢、農夫、病童、商家的過程，有些讓愛德華感到溫暖，有些讓他吃盡苦頭，然而最奇妙的是，

愛德華在旅程中對自己越來越清晰，他有了各樣不同的感覺，能夠專心地聆聽，而且他也能夠感受到愛

和渴望為所愛的付出，經過許多的波折，至終和愛他的艾比琳又相遇了。

透過愛德華的眼睛，也讓許多讀者經歷了各種不同的生活，也感受到社會下層者的痛苦。這也顯示了家

庭生活不必然是穩定人格養成的必要條件，甚至兒童有許多的心理傷害是直接和家庭有關係，有些青少

年的精神問題，直接是因為他們無法承擔父母的壓力。請注意，在《愛德華的神奇旅行》中，正好描述

到不同的家庭模式，有典型家庭與非典型的家庭，然而依據研究，家庭失能下的兒童容易有學習困難、

更早的性行為、較多的心理困境以及更多的脫序與霸凌行為。

在閱讀《愛德華的神奇旅行》中，

在家、離家、回家三部曲，
認清自我獨立與家庭依賴的矛盾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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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共讀前的討論

對家庭的描述：

1. 你覺得所謂〝理想的家庭”要具備哪些條件呢？

2. 你是否有想要離家的想法呢？為什麼？

3. 若真的離家，你最想要去哪裡？做什麼？

4. 若你是愛德華，你最想要和故事中的哪個家庭一起生活呢？

5. 現在你的家中，你最想要改變的是什麼呢？有方法嗎？

通常青少年離家使得自己和原生家庭保持某種距離，也讓彼此重新檢視自我與原生家庭的關係以及自

我的再確認，更仔細地說，對自我原生家庭的反思，離家的旅程可分成五個階段：

1. 自我混淆：開始時，自我的身分就是家庭所給予的，兒童不需要特別依靠自己的努力，就能獲

得家庭的資源，如故事開始時，愛德華的優渥生活。

2. 開始分化：拒絕家庭提供的資源，與家庭切割，也期望以此來檢視自己的能力，愛德華被漁夫

撿到，開始了另一種生活，並和先前比較。

3. 繼續演練：繼續增強自己的能力，愛德華被流浪漢撿到並一起生活，產生更多的理解能力。

4. 避免矛盾與分化成功，愛德華運用理解與同情，感知到病童的可憐情境。

5. 最後能尋找自我與他者之間的平衡點，愛德華夢想到回到艾比琳的家，但這也和他先前的自我

是相當不同的。

若青少年不清楚這樣的離合過程，往往容易產生精神上的困擾，而愛德華也在這趟神奇旅行中，似乎

也經歷的這五種階段。

參、共讀後的討論

討論愛德華的轉變：

1. 當奈莉和愛德華述說許多悲慘的遭遇時，愛德華發現自己和以前有什麼不同？

2. 被蘿莉丟到垃圾堆的愛德華，當時最想做什麼？經過四十天以後，愛德華的心情產生什麼轉變？

3. 當布爾問愛德華：「你一定是某個孩子的玩具，我沒說錯吧？可是你和那個愛你的孩子分開了。」

這時愛德華感受到什麼？彷彿看到什麼？

4. 愛德華和布爾、露西在流浪的時候，許多流浪漢和他說他們思念孩子的名字，愛德華了解什麼？

他的心情如何？

5. 愛德華頭碎裂的時候，他長了翅膀，他遇見了誰？誰讓他心碎（或心愛）？

《愛德華的神奇旅行》的愛德華經歷了許多的苦難，甚至如同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最後還是遇見

了原先的艾比琳，回到原來的家，感覺上，故事也進入到結尾。然而這並非完全沒有問題，若愛德華

並不是一隻陶瓷做成的兔子，而是真實有血肉的人呢？如同原先離家的青少年，在回家後，多數的青

少年感到對家庭的愧疚，認為自我拋棄的原生家庭，家人彼此需要一段時間習慣如此的變化關係，並

開始重建與理解對方的過去與注意自己的感受，無可避免地又再一次喚醒了過去衝突的感受，但必須

要學會以不同的角度來詮釋，產生新的觀點，最後這些離家的青少年也必須學習對家人產生期望與信

任，否則「在家—離家—回家」的問題，還會繼續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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