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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時報》和《經濟學人》大幅專刊報導！「犀利有趣……觀察精闢、寓意

深奧，同時也是一本成熟的紀實文學。」——《紐約時報》 

◆「一本引人入勝的書……逗趣而發人深省……深刻記錄了沒幾位本報讀者認識

的世界。」——《經濟學人》 

◆《舊金山紀事報》年度最佳好書！ 

  

導讀推薦序: 監獄的意外之旅* 

 邱明偉 （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研究所博士、法務部矯正署基隆看守所秘書） 

     監獄學，是我自己所學的本行，從大學畢業後就進入監獄工作，已歷經二

十多個寒暑。服務單位從少年矯正機關到成年監獄，地理位置從臺灣西部到東部

後山，自認為對監獄的一切再熟悉不過，但是收到這分書稿，細細展讀之後，才

到體會當我們自認為很熟悉，認為一切都是理所當然之際，這樣的熟稔感覺，或

許是自許為矯正專業的所在，但在保守的高牆之內，卻是缺乏不同視野角度的觀

照，進而很可能讓我們陷入專業的盲點。閱讀這本《意外的管書人生：監獄圖書

館員歷險記》正好可說是我矯正專業生涯的意外之旅，甚至讓我有眼睛為之一亮

的感覺。作者阿維 · 史坦柏以一哈佛大學畢業生，進入監獄受聘為圖書館員兼

                                                      
*
 本文曾發表於民國 102 年，法務通訊，2673 期，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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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教師，與受刑人之間的情感交流，再加上對監獄行政部門與運作的觀察互動，

融合交織而成的悲喜故事，當中或有其個人主觀的理解，但無疑的這本書開啟了

我自己體察美國與臺灣監獄文化的嶄新視野。 

 監獄的刻板印象與新視野 

     過去傳統上監獄被認為是污穢不潔的，甚至許多電影小說都專以報導監獄

黑暗面為訴求，造成社會大眾對於監獄負面刻板印象，也讓許多人對於監獄卻步

不前。作者以一哈佛名校畢業生進入監獄工作，引來家人親友的質疑不解，那份

內心掙扎的心路歷程，中外皆同。尤其臺灣早年獄政形象低落，我又剛入行不久，

記得當時同仁感慨一直不太敢向親友透露自己在監獄工作，怕抬不起頭來，甚至

還曾聽說有人過年不太敢去朋友家拜年，怕人家一聽是在監獄服務，會覺得觸霉

頭；亦有基層同仁提及早年在補習班準備考公職，在門口只要看見衣衫不整，嚼

食檳榔，足穿拖鞋，大辣辣走進來說要報名補習者，不用多問，就可以知道是要

報名準備考監所的。這種故事乍聽之下實在是令人感嘆，但是當我看到書中描述

部分管理員忌諱介紹自己在監獄工作，多半會說自己是幫市政府或州政府做事的，

不禁莞爾一笑。所幸近幾年來臺灣監獄形象大有改善，許多年輕學子樂意進入監

獄公部門擔任監獄官或管理員，過去與現在之間的差距，實不可以道里計。 

  

    監獄，能夠改變受刑人什麼? 作者在任職監獄圖書館員所見所聞也有著深刻

的反思，現代化監獄又稱為矯正機關（Correctional Institution），標舉著矯

治受刑人不良習性，化莠為良，回歸社會重新做人。監獄內部各項軟硬體的設置，

從專業心理師、教誨師、諮商輔導室到圖書館等，無非是朝著這樣矯治受刑人的

目標而努力，然而各項監獄投資的努力，卻仍必須面臨受刑人強大次文化的挑戰，

甚至可能抵銷其矯治成效。作者在描寫監獄圖書館功能時，就點出這樣的矛盾所

在，監獄圖書館並不單只是受刑人以書本滋養心靈或增長知識的地方，同時也是

一個動態的社交場域，受刑人得以在此聚集，彼此間產生連結，而受刑人產生連

結的方式就是透過所謂俗稱的風箏（Kite），也就是在圖書館角落私下藏匿傳遞



的紙條（臺灣監獄受刑人稱之為『通條仔』），這成了監獄管理人員眼中戒護安

全的漏洞。正因為圖書館是美國監獄除了放封用的中庭之外，少數可以用來讓許

多受刑人穿梭聚留的場所，再加上圖書館布局陳設，更增加了管理監控的難度，

尤其書架從地板高到天花板，提供了各式各樣的掩護，以及每本書的內頁或夾層，

都是藏匿風箏的最佳所在。總之，想在監獄裡搞怪，圖書館無疑是一個非常適合

的場所。在這樣一個特殊的場域，究竟是要回應自由被剝奪的受刑人自然發展出

來的人際互動需求，還是恪守監獄強調戒護安全管理，這其中的兩難處境形塑了

主事者的不同領導風格。作者的選擇是，一反過去圖書館員嚴格雷厲的掃蕩風格，

他用監獄文學的角度去理解受刑人次文化存在的必然性，嘗試去塑造圖書館成為

一個有血有肉的空間，一個溫暖的所在。例如他比喻風箏，「是受刑人一個彌足

珍貴而無法預知未來命運的小小創作，一個有形的東西——跟現今大多數信件形

式不同——被小心翼翼摺好，寄出去人世間給另一個遠方的人讀。有時候，這些

信件有個特定的對話對象，有時候誰找到它們，誰就是收件人，那個人，經常就

是我。」當然受刑人也因為作者半開放的態度，而讓圖書館源源不絕湧出各樣的

的風箏，他也甚至過度信任受刑人，而做了大膽的嘗試，因此付出了代價。這之

間的取捨，牽動教化與戒護工作的帄衡，作為一個監獄工作者，置身其中每有更

深刻的體會。 

 監禁制度的反思 

      一個監獄，甚至一個監獄圖書館，其實就是一個小型的社會。就我長年工

作經驗來看，在這樣一個封閉的控制環境中，多數受刑人會覺得剝奪自由本身，

就是一種很深切的處罰。讓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最近一次的受刑人讀書會心得發

表上，剛入獄五十天的受刑人在筆記上記下了他的感想： 

     隔離在牢獄之中，想著外面的世界，如此渴望自由，自由如此美好，如此 

     珍貴，以前從來沒有珍惜過，啊 ! 放我出去…… 

    他剛被關了五十天，就能寫出這幾句話，尤其最後一句相當貼切。因而如何

回饋處理收容人壓抑苦悶的情緒，一直是管教人員學習不完的功課，有時適時的



幽默感和同理心可以化解嚴肅的監禁氣氛，心理師在筆記上簡單一句回應「請讓

老師我當法官吧 !」往往就可以讓收容人與管教人員都會心一笑。本書中作者也

提到監獄管理人員的處境：他們得在鐵窗柵欄林立的監獄裡嘗試去武裝自己的外

表，成為一個有責任感且堅強的人。當一個休假在外的監獄管理員戴維爾

(Richard Dever )在酒館裡勇敢制止一名鬧事的出獄受刑人，卻反遭受刑人以預

藏尖刀殺害，之後在該殺人犯在面對法官宣告麻州最重刑罰—終身監禁後，他對

著法庭上坐得滿滿的戴維爾親友和監獄同仁，冷冷說了一句：「我得到的，還是

比戴維爾得到的好。」這句話再一次傷害了戴維爾親友和監獄同仁的哀痛心情。

之後在監獄舉辦的追悼會上，有同仁懷念戴維爾，說在監獄裡值勤單位他總是可

以獲得受刑人的信任，這是因為他把受刑人當一個人一樣的說話，用人與人的方

式去互動、說話；更有同仁說了這段感人的話：「要一名監獄管理人員，像戴維

爾奮不顧身去干預一場打鬥，並不是甚麼了不起的事，那畢竟是他所受的訓練。

不過，他能在監獄這樣的環境中，找到一個保持同情心的方式，那就是勇氣的表

現。」這段話讓我心深有同感。在高風險高壓力的監禁環境中，要監獄同仁不斷

在柔軟與剛強的角色之間轉換並非易事，但我也希望藉此書描述的現場狀況，能

讓默默耕耘的監獄工作人員，能獲得應有的尊重與肯定。    

     美國是世界監禁率名列前茅的國家，全美監禁人口有將近二百多萬名；在

亞洲，臺灣也不遑多讓。東亞地區中除了新加坡之外，臺灣監禁率傲視各先進國

家，監禁成為嚴刑峻罰思考下的必然產物，即使監獄擁擠超額收容現象未曾稍減

（一〇二年七月底臺灣地區實有收容人六〃五五〇七萬人，較核定容額五〃四五

九三萬人，超收一〃〇九一四萬人，超收比率高達百分之二十），監獄依然是成

就無害社會的最有效工具，然而在高牆刺絲網的阻隔下，這些人被排除在正常社

會之外，這麼多人關在擁擠的監獄裡，他們在鐵窗裡的生活、他們的未來，其實

值得賦予更多的關注，畢竟這些為數眾多的受刑人終有一日將回歸到你我所居住

的社區，成為與你我共同生活的一份子，只是你我不盡然知道他（她)）的過去。 

    雖然美國獄政管理模式與臺灣有所差異，但這本書具體而微的把美國監獄生

活面貌呈現出來，尤其作者以敏銳的觀察觸角，生動靈活的刻劃監獄裡的人事物，



我想這本書的確可以啟發人們對於監獄、人性及文化的更多思考，而能讓人們對

監獄受刑人底層文化有更深刻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