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會面的汚染 

 

    「汚染(pollution)」是現在很敏感的話題。例如城市裡的霧霾就是一種空氣

汚染，在自然科學的概念下這是客觀存在的，嚴重程度可以用科技的方法去測

量，這是汚染的技術面。可是還有一種汚染是主觀的感受，雖不能客觀證實，

但人們卻感覺到它的存在，這就是汚染的社會面，例如閙鬼的房子就是有不乾

淨的東西。閩南語中的「垃圾」或「骯髒」都叫做 la-sap，它可以有兩種意

思，一個是指無用的或骯髒的東西如垃圾車收取的東西或任何客觀存在的不潔

事物，另外一種意思是指墳墓、鬼魅、恐怖……等的「無形垃圾」。 

 

    中央研究院李亦園院士將社會面的汚染分以下三類： 

 

一、超自然的汚染 

 

    原本是指人們對神鬼的侵犯，它會造成人間的不幸、痛苦與疾病，所

以要儘量避免，不要去招惹，尤其是鬼魅，更不能得罪！世界各民族都相

信人死了以後就會變成鬼，因此都認為死亡及辦理喪事會帶來汚染，以中

華文化來說，就有喪家必需在鄰居家門上貼紅紙條或在陰廟門前掛上紅布

彩等方式來避邪的習俗。還有鄉間如遇災難，如疾病、事故、天災、自

殺……等就要請人作法事或請神明巡境，目的是驅除汚染，避免帶來以後

的危害。 

 

二、社群對立的汚染 

 

    這種污染是強勢社群對弱勢社群的欺凌藉口，例如性別歧視。在男性

支配的社會中，弱勢的女性就被男性視為汚染的根源，例如，打仗的武器

和重要的農具都是不准女性碰觸的，不然就會打敗仗或收成不好；女性生

理期間以及與生產有關的事物都是不潔之源；重要的集會場所不許女性進

入；甚至告誡小孩不可從晾晒的女性衣物下走過，不然就會長不高或帶來

惡運！ 

 

    除去性別之外，強勢的社會階級也會以污染來看待社會階級較低的

人。例如印度的「種姓制度」，高階的種姓不願和低階的種姓一同用餐、一

起坐車，也不能通婚。日本皇室的皇族至今還自認血統比一般平民高尚，

如果皇室女性要與平民通婚，那麼下一代純正的血統就會被汚染，因些必

需要先脫離皇室才可以下嫁。在過去，西方白種人當道時也把與有色人種

通婚認為是對血統的汚染，除了當事人被逐出白種人社群以外，下一代不



管膚色如何，就不再被正統的白人社會所接納，即便到現在這種觀念還是

在影響不少人。 

 

三、價值變遷的汚染 

 

    自從工業化以後，社會文化的變遷非常快速，價值觀也急遽的在變，

總有一些守舊的人對那些新的價值觀、新的社會趨勢、新的技術變革很難

認同，甚至視為邪惡之源，會汚染、危害社會。例如年輕男人留長頭髮、

男女當街摟摟抱抱、穿著破洞衣物或過於暴露、排斥科技產品，於是想出

各種方法來防避這些汚染，例如藉由宗教儀式及力量倡導茹素齋戒、清潔

打掃、誦經說法……等各種儀式，來勸世人回歸道德。另一種方法就是提

倡和推動各種社會運動，以祟尚自然、回歸傳統為美。例如如早期政府推

動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新生活運動」或民間的各種「環保運動」、

「反核」、「反基改」、「反石化」、「反水庫」、「反化肥」、「反自動化」……

等，祟尚「有機」、「綠色」、「天然的，認為這些才是最好的。以反核為

例，有少數人是無條件反對的基本教義派，也就是在任何情形下他們都不

贊成核能發電，他們認定所有有關核子的東西都是邪惡的，完全不願作理

性溝通。 

 

 

「汚染」已經是今天社會的重要問題之一，處理汚染問題，不僅僅是

單靠技術性就能解決的，我們也要了解它在社會文化層面的意義，也許才

能找到真正的解決之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