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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
拔
孩
子
長
大
，
需
要
整
個
村
落
的
力
量 

 

藍
佩
嘉
︵
臺
灣
大
學
社
會
學
系
教
授
︶

近
年
來
，
我
們
在
媒
體
上
看
到
許
多
有
關
﹁
階
級
世
襲
﹂、﹁
一
個
臺
灣
、
兩
個
世
界
﹂
的
報
導
。
雖
然

有
些
標
題
過
於
聳
動
、
缺
乏
實
證
支
持
︵
如
﹁
M
型
社
會
﹂︶，
但
臺
灣
的
貧
富
差
距
確
實
日
益
擴
大
，﹁
黑

手
變
頭
家
﹂、﹁
三
級
貧
戶
變
總
統
﹂
等
流
動
傳
奇
，
似
乎
已
成
過
眼
雲
煙
。
崇
尚
拓
荒
精
神
的
美
國
，
在
金

融
海
嘯
、
經
濟
衰
退
的
衝
擊
下
，﹁
美
國
夢
﹂
也
逐
漸
幻
滅
。
不
論
在
臺
灣
或
美
國
，
社
會
階
級
涉
及
的
不

僅
是
收
入
與
財
富
的
分
配
不
均
，
也
造
成
下
一
代
在
生
存
機
會
與
社
會
流
動
上
的
不
平
等
。

本
書
作
者
普
特
南
︵R

obert Putnam

︶
是
哈
佛
甘
迺
迪
學
院
的
政
治
學
者
，
他
曾
經
是
美
國
總
統
的
幕
僚
，

也
是
深
具
公
共
影
響
力
的
知
識
分
子
。
他
在
二○

○
○

年
出
版
的
︽
獨
自
打
保
齡
球
︾︵B

ow
ling A

lone

︶，
用

清
晰
文
字
整
合
各
項
統
計
資
料
，
為
美
國
社
會
敲
響
一
記
警
鐘
，
他
深
具
說
服
力
地
呈
現
以
下
事
實
：
社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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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
帶
與
市
民
參
與
的
消
退
，
或
所
謂
﹁
社
會
資
本
﹂
的
流
失
，
對
於
政
治
民
主
、
社
會
信
任
與
個
人
福
祉
都

可
能
造
成
負
面
影
響
。

在
這
本
新
書
中
，
普
特
南
延
續
一
貫
的
理
論
立
場
，
關
注
社
會
的
區
隔
分
化
與
社
群
連
帶
的
流
失
，
如

何
影
響
下
一
代
的
未
來
。
他
與
社
會
學
者
希
娃
︵Jennifer Silva

︶
合
作
收
集
資
料
，
一
方
面
透
過
生
動
訪
談

來
呈
現
不
同
的
生
命
故
事
，
另
一
方
面
透
過
各
種
統
計
資
料
來
提
供
客
觀
證
據
。
本
書
的
發
現
或
許
不
讓
人

感
到
全
然
驚
奇
，
但
透
過
質
化
個
案
與
量
化
圖
表
的
交
叉
呈
現
，
讀
者
得
以
全
面
、
深
入
地
直
視
階
級
鴻
溝

的
存
在
。

普
特
南
成
長
於
一
九
五○
年
代
的
俄
亥
俄
州
小
鎮
，
當
時
的
美
國
經
濟
迅
速
擴
張
、
所
得
相
對
平
等
，

社
區
凝
聚
力
豐
沛
，
教
育
、
通
婚
與
社
交
生
活
都
不
因
為
階
級
差
距
而
形
成
阻
隔
。
他
回
顧
自
己
的
童
年
朋

友
，
不
論
出
身
為
何
，
多
能
過
著
比
父
母
輩
更
好
的
生
活
，
實
現
一
定
程
度
的
代
間
流
動
。
然
而
，
隔
了
半

世
紀
，
他
再
度
回
到
自
己
的
家
鄉
，
看
到
的
是
景
氣
蕭
條
、
社
區
崩
解
與
居
住
隔
離
，
不
同
階
級
的
家
庭
生

活
與
教
育
機
會
形
成
鮮
明
對
比
。
弱
勢
家
庭
出
身
的
美
國
年
輕
人
，
有
愈
來
愈
多
成
為
﹁
漂
泊
青
年
﹂︵dis-

connected youth

︶
，
他
們
年
齡
介
在
十
六
至
二
十
四
歲
之
間
，
既
不
在
校
讀
書
，
也
未
進
入
職
場
，
許
多
甚

至
淪
為
獄
中
囚
。

這
本
書
試
圖
回
答
：
為
什
麼
年
輕
世
代
的
流
動
機
會
呈
現
愈
來
愈
大
的
剪
刀
差
︵
有
錢
人
家
的
小
孩
愈

來
愈
富
有
，
貧
窮
人
家
的
小
孩
愈
來
愈
貧
困
︶？
鉅
觀
環
境
是
關
鍵
因
素
之
一
，
隨
著
產
業
結
構
的
變
化
︵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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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本
集
中
、
創
業
利
基
不
再
︶，
整
體
社
會
的
經
濟
機
會
變
得
更
為
有
限
且
分
布
不
均
。
普
特
南
則
從
中
階

︵m
eso

︶
的
組
織
層
次
來
找
答
案
，
他
針
對
美
國
社
會
提
出
了
四
個
主
要
解
釋
，
我
們
可
以
一
併
思
考
，
臺

灣
社
會
有
什
麼
類
似
或
不
同
的
地
方
。

雙
軌
化
的
家
庭

受
過
大
學
教
育
、
社
經
地
位
高
的
美
國
人
之
間
呈
現
﹁
新
傳
統
﹂
的
婚
姻
型
態
：
他
們
較
晚
結
婚
生
子
，

多
為
雙
薪
家
庭
，
家
務
分
工
也
較
為
平
等
。
這
些
家
庭
的
離
婚
率
，
在
一
九
七○

年
代
攀
上
高
點
後
就
往
下

滑
。
相
對
起
來
，
中
學
畢
業
的
美
國
人
，
他
們
的
家
庭
模
式
比
較
多
元
，
小
孩
的
父
母
可
能
從
未
正
式
結
婚
、

懷
孕
時
年
紀
尚
輕
，
他
們
的
收
入
有
限
，
離
婚
率
也
較
高
，
被
稱
為
﹁
脆
弱
的
家
庭
﹂︵fragile fam

ilies

︶
，

容
易
影
響
孩
子
的
生
活
與
學
業
。

臺
灣
的
家
庭
型
態
雖
不
像
美
國
明
顯
的
兩
極
化
︵
如
未
婚
生
子
相
對
較
少
︶，
但
婚
配
也
逐
漸
成
為
再

製
階
級
不
平
等
的
重
要
機
制
。
高
教
育
族
群
傾
向
彼
此
通
婚
，
減
低
了
婚
配
做
為
流
動
管
道
的
可
能
。
離
婚
、

單
親
的
分
布
也
呈
現
與
教
育
程
度
相
關
。
根
據
鄭
雁
馨
的
研
究
，
自
一
九
八○

年
代
開
始
，
臺
灣
女
性
離
婚

的
教
育
斜
率
開
始
由
正
轉
負
，
男
性
則
在
一
九
九○

年
代
呈
現
相
同
趨
勢
，
也
就
是
說
，
較
早
世
代
的
臺
灣

伴
侶
，
教
育
程
度
高
者
較
容
易
離
婚
，
但
對
於
晚
近
世
代
來
說
，
反
而
是
中
低
教
育
程
度
者
的
離
婚
比
例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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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
高
。
高
中
以
下
教
育
程
度
者
的
十
年
婚
姻
存
活
率
約
七
成
五
，
但
專
科
以
上
教
育
程
度
者
則
提
升
至
近
九

成
。　
處
於
經
濟
弱
勢
的
單
親
家
庭
，
養
育
下
一
代
的
負
擔
與
挑
戰
更
大
。

不
平
等
的
童
年

父
母
的
教
養
方
式
，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影
響
了
孩
子
的
認
知
、
情
緒
與
社
會
能
力
的
發
展
。
美
國
家
庭
在

教
養
風
格
的
階
級
差
異
逐
步
擴
大
：
專
業
中
產
階
級
父
母
傾
向
﹁
規
劃
栽
培
﹂，
透
過
細
心
安
排
各
式
課
外

活
動
，
希
望
培
養
出
主
動
、
獨
立
、
自
信
的
小
孩
，
父
母
重
視
與
小
孩
的
溝
通
，
並
鼓
勵
小
孩
挑
戰
成
人
的

意
見
。
勞
工
階
級
父
母
則
傾
向
﹁
自
然
成
長
﹂，
把
重
點
放
在
紀
律
與
服
從
。　
這
樣
的
教
養
方
式
，
可
說
是

貧
窮
父
母
的
﹁
預
防
﹂
策
略
，
面
對
危
險
多
於
機
會
的
險
惡
環
境
，
首
求
保
護
小
孩
的
安
全
。

在
臺
灣
，
強
調
家
長
權
威
與
嚴
厲
管
教
的
傳
統
教
養
風
格
，
在
解
嚴
後
出
現
明
顯
的
轉
變
。
近
幾
十
年

來
，
富
裕
家
庭
得
以
利
用
全
球
的
文
化
資
源
，
甚
至
是
跨
國
流
動
的
教
育
策
略
，
在
子
女
身
上
﹁
培
養
國
際

競
爭
力
﹂。
中
產
階
級
父
母
也
較
有
能
力
挑
戰
僵
化
的
主
流
教
育
，
規
劃
另
類
學
習
模
式
，
以
保
護
孩
子
的

快
樂
童
年
或
自
主
成
長
。
反
之
，
臺
灣
的
勞
工
階
級
父
母
，
許
多
積
極
透
過
補
習
等
外
包
策
略
，
希
望
孩
子

能
階
級
翻
身
，
但
他
們
多
獨
尊
智
育
，
未
能
搭
上
多
元
發
展
的
教
養
列
車
。
而
傾
向
採
取
﹁
自
然
成
長
﹂
的

勞
工
階
級
或
偏
鄉
家
庭
，
則
可
能
被
新
的
教
養
腳
本
貼
上
﹁
不
適
任
家
長
﹂
的
汙
名
。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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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公
平
的
教
育

美
國
學
校
的
經
費
有
一
部
分
來
自
房
屋
稅
，
因
而
形
成
富
、
貧
學
區
的
資
源
落
差
，
近
年
來
許
多
州
政

府
修
法
降
低
地
方
稅
收
比
例
、
縮
小
教
育
經
費
的
差
異
，
但
不
同
學
校
向
家
長
募
款
的
能
力
仍
有
巨
大
差

異
。
富
裕
家
長
不
僅
捐
錢
，
也
出
力
參
與
校
務
，
促
成
更
多
類
型
的
課
外
活
動
，
此
外
他
們
也
要
求
學
校
提

供
更
多
的
大
學
先
修
課
程
，
這
些
活
動
幫
助
孩
子
培
養
軟
技
巧
或
燙
金
資
歷
，
增
加
將
來
入
學
的
優
勢
。
相

對
起
來
，
貧
窮
學
校
的
課
外
活
動
選
擇
少
，
校
內
外
的
運
動
措
施
愈
來
愈
多
採
行
﹁
使
用
者
付
費
﹂
的
政
策
，

就
算
低
收
入
戶
家
庭
得
以
減
免
費
用
，
學
生
也
容
易
被
貼
上
階
級
汙
名
。
學
校
不
僅
無
法
變
成
平
衡
階
級
不

平
等
的
槓
桿
，
反
而
成
為
擴
大
階
級
差
距
的
場
所
︵sites

︶
。

臺
灣
的
公
立
學
校
，
雖
然
沒
有
像
美
國
出
現
明
顯
的
資
源
落
差
、
居
住
隔
離
，
但
仍
存
在
核
心
學
區
、

明
星
學
校
等
階
層
差
異
。
不
論
是
過
去
的
大
學
聯
考
，
或
是
現
在
的
多
元
入
學
，
中
上
階
級
家
庭
的
孩
子
，

都
享
有
更
多
的
機
會
進
入
國
家
高
度
補
貼
的
公
立
大
學
、
高
中
就
讀
，
反
而
是
中
下
階
層
孩
子
較
多
進
入
學

費
與
品
質
不
成
正
比
的
私
立
學
校
。　
臺
灣
學
校
日
益
重
視
家
長
參
與
，
可
能
會
讓
中
上
階
層
學
生
將
更
多

的
父
母
資
源
帶
進
學
校
，
有
助
其
學
習
或
升
學
。
入
學
方
式
與
選
填
志
願
的
複
雜
化
，
提
高
了
家
長
瞭
解
制

度
與
協
助
孩
子
的
資
訊
門
檻
，
對
弱
勢
家
庭
子
女
更
為
不
利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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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會
資
本
不
均
等

高
社
經
地
位
父
母
能
夠
傳
遞
給
孩
子
的
優
勢
，
不
僅
是
較
多
的
金
錢
與
知
識
，
也
包
括
更
廣
、
更
深
的

社
會
網
路
。
由
於
高
社
經
地
位
父
母
人
脈
較
異
質
、
高
職
業
聲
望
者
多
，
因
此
在
子
女
升
學
、
就
業
上
能
提

供
豐
富
的
資
訊
管
道
。
家
長
為
小
孩
安
排
的
各
式
活
動
，
也
幫
助
他
們
與
更
多
專
業
人
士
及
其
他
成
年
人
建

立
連
帶
。
反
之
，
教
育
程
度
低
的
父
母
，
社
會
網
路
通
常
比
較
同
質
、
稀
疏
，
其
孩
子
多
與
親
屬
與
鄰
居
的

小
孩
固
定
往
來
，
因
此
限
制
他
們
建
立
有
價
值
的
弱
連
帶
，
在
選
學
校
、
找
工
作
的
過
程
中
難
以
得
到
成
年

人
的
指
導
。
此
外
，
美
國
貧
窮
社
區
在
人
際
信
任
、
集
體
效
能
上
都
日
益
低
落
，
宗
教
社
群
的
影
響
力
不
再
，

讓
小
孩
容
易
暴
露
於
犯
罪
、
毒
品
以
及
暴
力
的
負
面
影
響
。

臺
灣
的
社
會
資
本
研
究
則
呈
現
較
為
不
同
的
面
貌
。
根
據
熊
瑞
梅
的
研
究
，
不
分
階
級
的
臺
灣
民
眾
觸

及
的
人
脈
多
元
而
異
質
，
其
中
認
識
高
職
業
聲
望
位
置
者
︵
如
大
學
教
授
、
律
師
、
老
師
、
人
事
主
管
︶
的

比
例
，
遠
高
於
其
他
東
亞
國
家
。
這
似
乎
顯
示
，
存
在
於
日
韓
或
美
國
的
社
會
資
本
階
級
落
差
，
在
臺
灣
相

對
不
是
那
麼
巨
大
，
但
中
下
階
層
家
庭
是
否
可
能
把
這
樣
的
人
脈
轉
換
為
下
一
代
就
業
與
升
學
上
的
資
訊
連

帶
，
還
需
要
進
一
步
研
究
。
此
外
，
臺
灣
民
眾
參
與
社
團
的
比
例
雖
遠
低
於
日
本
、
韓
國
︵
宗
教
團
體
除
外
︶，

但
對
鄰
居
與
社
區
支
持
的
信
心
遠
高
於
日
韓
。
臺
灣
民
眾
雖
然
對
政
府
的
信
任
偏
低
，
但
對
於
非
正
式
組

織
，
如
社
團
與
社
區
充
滿
關
懷
與
支
持
，
展
現
了
豐
沛
的
社
會
力
與
活
絡
的
公
民
社
會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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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果
上
述
因
素
強
化
了
下
一
代
的
階
級
不
平
等
，
我
們
如
何
可
能
改
變
？
普
特
南
在
結
論
提
出
許
多
建

議
，
未
必
全
盤
適
用
於
臺
灣
，
以
下
是
我
認
為
特
別
值
得
努
力
的
方
向
。 

首
先
，
針
對
家
庭
的
解
組
，
有
些
衛
道
之
士
鼓
吹
重
建
家
庭
價
值
，
但
普
特
南
指
出
，
僅
是
呼
籲
減
少

離
婚
、
避
免
未
婚
懷
孕
，
其
實
鮮
有
效
果
。
如
何
針
對
既
存
的
多
元
類
型
家
庭
，
予
以
制
度
性
的
支
持
，
才

是
關
鍵
。
更
重
要
的
是
透
過
長
期
的
反
貧
窮
計
畫
，
像
是
房
屋
補
貼
、
育
兒
照
顧
、
就
業
支
援
，
來
協
助
弱

勢
家
庭
脫
離
貧
窮
。

同
樣
的
，
針
對
教
養
資
源
與
教
養
風
格
的
階
級
落
差
，
如
果
只
是
要
求
父
母
去
上
教
養
課
程
，
叮
嚀
家

長
﹁
每
天
唸
故
事
書
給
小
孩
聽
﹂，
未
必
能
幫
助
弱
勢
父
母
提
升
﹁
親
職
知
能
﹂，
反
而
可
能
強
化
父
母
的
日

常
壓
力
，
甚
至
在
社
會
常
規
的
監
控
下
﹁
製
造
﹂
了
問
題
家
庭
。　
有
效
讓
弱
勢
家
庭
培
力
的
計
畫
，
必
須

由
專
業
人
員
，
不
論
是
護
士
、
社
工
、
諮
商
師
，
與
家
庭
建
立
夥
伴
關
係
，
透
過
定
期
家
庭
訪
視
，
在
瞭
解

弱
勢
家
庭
的
具
體
處
境
後
，
幫
助
個
別
家
庭
改
善
健
康
、
教
養
、
情
緒
等
議
題
。

我
們
應
在
教
育
設
計
與
入
學
方
式
的
改
革
上
，
考
量
到
階
級
的
差
異
與
作
用
；
學
校
教
育
應
避
免
以
中

產
階
級
雙
親
家
庭
、
全
職
母
親
為
原
型
來
設
計
學
習
活
動
或
要
求
家
長
參
與
，
否
則
容
易
強
化
社
會
指
責
的

階
級
烙
印
，
或
忽
略
不
同
家
庭
的
處
境
與
需
要
。
比
方
說
，
有
些
中
產
階
級
家
長
希
望
孩
子
能
夠
延
後
到
校
、

提
早
下
課
。
然
而
，
弱
勢
家
庭
孩
子
反
而
需
要
更
多
在
校
時
間
，
但
不
只
是
接
受
制
式
的
功
課
輔
導
，
而
是

讓
他
們
有
機
會
接
觸
更
多
元
的
課
外
活
動
與
學
習
刺
激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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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句
非
洲
諺
語
說
：﹁
拉
拔
一
個
孩
子
長
大
，
需
要
整
個
村
落
的
力
量
﹂︵It takes a village to raise a 

child.
︶。
當
今
的
鄰
里
街
坊
或
許
不
再
聲
息
相
聞
、
人
情
綿
密
，
但
﹁
社
區
共
同
教
養
﹂︵com

m
unal parenting

︶

的
理
想
，
有
助
於
讓
我
們
的
下
一
代
擁
有
更
平
等
與
開
放
的
未
來
。
具
體
的
措
施
如
：
提
供
平
價
優
質
的
托

育
，
運
用
公
共
圖
書
館
、
美
術
館
、
社
區
活
動
中
心
等
公
共
資
源
，
提
供
活
潑
多
元
的
課
外
活
動
，
以
及
結

合
在
地
的
學
生
、
志
工
，
推
動
陪
伴
青
少
年
的
﹁
導
師
方
案
﹂︵m

entoring program

︶
。
讓
臺
灣
活
絡
的
社
區

與
民
間
團
體
，
成
為
動
員
公
共
參
與
、
支
持
弱
勢
家
庭
、
促
進
社
會
平
等
的
力
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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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鄭
雁
馨
，
二○

一
五
，
︿
家
庭
行
為
的
社
會
不
平
等
：
臺
灣
社
會
的
新
挑
戰
﹀
，
︽
中
央
研
究
院
週
報
︾
，
一
五
一○

期
。
衛
福
部
統
計
處
的
︿
九
九
年
單
親
家
庭
狀
況
調
查
﹀，
也
顯
示
單
親
家
庭
中
低
階
層
的
比
例
偏
高
。

2. 

參
見
美
國
社
會
學
者
拉
蘿
︵A

nnette L
areau

︶
的
著
作
，
中
譯
本
包
括
︽
不
平
等
的
童
年
︾︵
二○

一○

，
北
京
大

學
出
版
社
︶、︽
家
庭
優
勢
︾︵
二○

一
五
，
群
學
出
版
社
︶。 

3. 

藍
佩
嘉
，
二○

一
四
，︿
做
父
母
、
做
階
級
：
親
職
敘
事
、
教
養
實
作
與
階
級
不
平
等
﹀，︽
臺
灣
社
會
學
︾，27:97- 

140

。

4. 

駱
明
慶
，
二○

○

二
，
︿
誰
是
臺
大
學
生
？—

性
別
、
省
籍
和
城
鄉
差
異
﹀
，
︽
經
濟
論
文
叢
刊
︾
，30:1

，113-

147

。
張
宜
君
、
林
宗
弘
，
二○
一
五
，︿
臺
灣
的
高
等
教
育
擴
張
與
階
級
複
製
：
混
合
效
應
維
繫
的
不
平
等
﹀，︽
臺

灣
教
育
社
會
學
研
究
︾，15

︵2

︶: 85-129

。

5. 

熊
瑞
梅
，
二○

一
四
，︿
社
會
資
本
與
信
任
：
東
亞
社
會
資
本
調
查
的
反
思
﹀，︽
臺
灣
社
會
學
刊
︾，54:1-30

。

6. 

藍
佩
嘉
，
二○

一
五
，︿
誰
製
造
了
﹁
問
題
家
庭
﹂？
﹀，︽
親
子
天
下
雜
誌
︾，
第
七
十
三
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