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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 動機與研究背景 

 

  在早期台灣的的四十年代，刺青族群由軍人居多，為的是表現自己對政府的

效忠，如：「反共抗俄」、「消滅共匪」，而在現今的社會中，刺青對年輕一輩的青

年們卻是一種表現自我與藝術地表達。 

 

    在捷克有一位名叫 Vladimir Franz 的人，他的全身上下刺滿了藍色刺青，面

積高達 90%，他的外表乍看駭人，似乎讓人感到反社會情節，但他卻是在布拉格

名校任教是相當有才華的歌劇作家及畫家，他擁有法律博士的學歷卻因當時政治

因素而投身藝術，而他正準備參選 2013 年的捷克總統。這位史上刺青最多的總

統候選人，不但擁有許多年輕人的愛戴，風評與名聲都相當正面且發過不少文化

運動，他表示「刺青單純是史前人類用來表達美的方式，而他只是拿來用罷了！」 

 

常常有人會問：「刺青真的很痛嗎？」許多人的回答是：「很痛！但這樣子的

痛卻可以堅定我們想表現出圖像裡所表達的意識。」展現出一種無法輕易磨滅的

態度，而非主流文化也成為所謂幫派份子顯示地位的象徵並演化成所謂的流氓文

化。老一輩的人們還是無法接受這樣的藝術表現，在他們的心中刺青就是流氓，

是所謂的「不晟仔」。 

 

組員-李家寧的朋友就遇到了這樣的問題，雖然說刺的是懷念自己奶奶的雙

手合十像，卻被女朋友的家長認為是流氓，直接斷章取義的認為他是壞孩子，要

求女兒跟這樣的壞孩子分手。對現在社會的人們，刺青對他們來說只是種潮流趨

勢？自己與藝術地表達？亦或是流氓的象徵？ 

 

二、 目的與重要性 

 

  隨著多元的社會變化，刺青不再是政治和流氓文化下的產物，而是一種人皮

藝術和身體創意，台灣人民對刺青的想法也慢慢地改善，許多刺青師傅在世界比

賽中得獎獲得佳績，但有刺青的人走在路上多多少少還是會有些不善的光。事實

上刺青是人類歷史上可以追朔到古代的一種文化，早期原住民用刺青的方式表示

已成年，澳洲和美國的原住民也是用這樣的方式來表現身份地位，甚至是瑪雅文

化的人們，刺青不單單只是畫出簡單的圖騰，它可以是一種標誌、象徵，是種表

現出某個人無法取代的身體符號。做此研究的目的也是為了能讓大家瞭解現在青

年們與老一輩的人們對刺青的想法，也希望那夠化解這樣的誤會及迷思，進而改

善社會上大家對刺青的不認同，讓大家能夠瞭解刺青其實不會影響一個人對課業

或工作上的努力與表現，也不要因為一個人的刺青就否定了他，而不給他工作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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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學業上就放棄了他。 

 

三、 研究方法 

 

  本研究工具將採用問卷調查的方式，調查出樹德家商應用英文科三年級的學

生，男學生 7 位以及女學生 33 位，共 40 位學生，完成了問卷調查後，將初步的

整理以找出有效的問卷，再以 Excel 電子試算表統計出學生是與否的比例再加以

分析後，並找出學生對刺青的觀念想法的差異後，整理出的數據做成電子報表為

問卷結論。 

 

貳●正文 

 

  本文章將對刺青的意涵、態度的意義與測量、刺青行為和刺激尋求的關係作

為研究文獻分析所以藉此來作說明。本節將要對刺青行為加以整理並說明。 

 

一、 文獻探討 

 

  在黃秉輝（2002）之研究中，犯罪少年刺青行為相關因素之研究論文中，發

現了探究犯罪青少年不同背景變項、刺激尋求、刺青態度在刺青行為差異之情

形。研究對象是以彰化地方法院十名受保護管束少年進行質性訪談。研究結果顯

示，犯罪少年刺青盛行率為 47。4％，初刺年齡以 13-15 歲之間居多，刺青少年

對刺青大都有認知扭曲之情形，且有 83。9％採行非專業性刺青。其中，暴力犯

罪者、所受裁判越重、收容入獄次數越多、前科次數越多者，有刺青的比例越高。

少年在刺青後有 59。6％表示後悔，同時有 40。7％的少年曾經有去除刺青的經

驗。朋友在少年刺青行為上扮演著關鍵性的角色，同時是訊息與價值觀的傳遞

者、行為楷模、場所的提供者、刺青的施作者及主要影響人物。 

 

  在林美智（2003）的「國中生刺青態度相關因素之研究」中以初探國中生刺

青盛行率、動機，探討國中生在刺青態度與偏差行為的情形。研究對象為嘉義縣

國中在學學生，自編的「青少年自我探索行為之態度問卷」作為研究，研究顯示，

國中生刺青動機為、臨時決定、自我表現、好看、受偶像影響，且多數不會刻意

掩飾身上的刺青。 

 

  在杜仁德（2004）之研究“替代役男刺青之相關因素”。以質性研究法透過

訪談進行研究與分析，在 238 位刺青役男中，以抽樣的方式，作為訪談之對象。

此研究結果，對青少年次青文化提出多項輔導建議：維持家庭結構之完整、加強

親職教育、重視親子溝通、強化學校建議與輔道工作並加強學校與家庭間的溝

通、加強青少年自己的情緒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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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受訪者教育程度不高、生活作息不正常、有不良嗜好、家庭結構

不健全，同學中次文化盛行，太早接觸社會偏差文化。舉例來說：往往大部分對

刺青的動機就是刺青圖案好看、拉風、流行，卻忘了刺青是一種「藝術」。 

 

  在蔡辛秀（2006）的『青少年刺青為話認同初探』之研究中，對象是以喜愛

刺青的青年，歸納出問題方向，利用訪談的方式來了解青少年刺青的心理動機和

意義。主要重心放在清少年的自我認同，人際關係及群體認同。研究結果發現媒

體社會將刺青貼上了標籤，其實刺青只是青少年個人風格的展現，進而促使刺青

成為青少年次文化的重要表現和象徵。 

 

  在陳美玉（2011）的青少年對人體彩繪意象之研究，本研究使用問卷法以及

資性訪談法，分析結論找出研究結果，發現青少年對刺青的肯定度與接受度相當

高。而青少年對刺青的動機是為了展現自我及得到同儕的肯定與讚賞。以及青少

年認為刺青不會影響到未來的工作，約半數以上的人認為刺青是很酷的行為，但

也友近半數的人認為這是與黑道相關。最近刺青的趨勢越來越朝向商業化。最後

青少年刺青的目的是為了表現時尚佔多數。 

 

  以上的研究論文中我們歸納出青少年刺青的年齡以 13-15 歲之間的國中生居

多，青少年對刺青的動機大部分為臨時決定、自我表現、刺青圖案好看、受偶像

影響、流行、以及得到同儕之間的肯定與讚賞，犯罪的青少年刺青盛行率為 47。

4％，其中暴力犯罪者、入獄次數越多者、前科次數越多者，占有刺青的比例高，

因此社會媒體將刺青貼上了標籤，但其實刺青只是青少年個人風格的展現，進而

促使刺青成為青少年次文化的重要表現和藝術的象徵。 

 

二、 研究結果 

 

 

 

 

 

 

 

 

 

 

根據圖表（一）可以顯示出這班女性（83%）佔的比例較高出男性（17%）

且顯示出女性對刺青的接受度並不比男性低。 

男

17%

女

83%

人數

男

女

 

圖表（一） 

 人數 

男 7 

女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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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圖表（二）可以了解到在「樹德家商英文科 304 班」年齡 17~19 歲的範

圍裡，多數的學生（100%）都沒有刺青。（合法刺青年齡為 18 歲） 

 

 

 

 

 

 

 

 

 

 

根據圖表（三）可以了解到多數人（70%）身邊是有認識刺青的朋友。 

 

 

 

 

 

 

 

 

 

 

 

根據圖表（四）可以顯示出多數人（85%）並不排斥與刺青人士有來往，但

少數的學生（15%）有排斥感，因此可猜測是否父母、老師…等，給了種錯誤的

觀念或是單純的討厭。 

 

是

0%

否

100%

你是否有刺青?

是

否

 

圖表（二） 

 人數 

是 0 

否 40 

是

42%否

58%

你是否覺得有刺青的同學比較

不一樣 ?

是

否

 

圖表（三） 

 人數 

是 28 

否 12 

是

15%

否

85%

你是否不想跟有刺青的同學來

往？

是

否

 

 圖表（四）  

 人數 

是 6 

否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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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圖表（五）可以了解到現今社會刺青不再是種黑道的象徵，對刺青人士也

不會有異樣的眼光。 

 

 

 

 

 

 

 

 

 

 

根據圖表（六）可以顯示出多數人（95%）認為刺青不再只是有負面的象徵

且刺青也轉型成為另一種次文化藝術的表現。 

 

 

 

 

 

 

 

 

 

 

根據圖表（七）可以顯示出多數的青少年（72%）認為刺青是種展現自我的

行為。 

 

 

是

2%

否

98%

你是否覺得刺青是黑道的象

徵?

是

否

 

圖表（五） 

 人數 

是 1 

否 39 

 

圖表（六） 

 人數 

是 38 

否 2 

是

72%

否

28%

你是否認為刺青對青少年是種

自我展現的行為?

是

否

 

圖表（七） 

 人數 

是 29 

否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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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圖表（八）可以顯示出大多數的人（90%）認為刺青不只是種藝術，刺

青可以是種回憶某件人、事、物。 

 

參●結論 

 

    新一代的年輕人對刺青的思想較於上一代來的開放，也從上一代的非主流文

化發展成現代的一股潮流然而刺青也慢慢地不再是黑道流氓的象徵，而是一種表

示自我想法與生活經驗所交織出來的影像刻映在肌膚上的行為，然而現代的社會

大眾還是有一些人不能接受刺青，因為刺青代表著不可消除的印記，但刺青者想

法大多都是擁有著深刻的回憶也充斥著強烈的想法且刻意地想去紀念著某人事

或物而去忍受疼痛，大多刺青者不會後悔曾經刺的青，所以刺青這種次文化的藝

術表現在未來之後較有可能發展成越來越開放的一股新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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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90%

否

10%

你認為刺青是否是為了回憶某

件人、事、物?

是

否

 

圖表（八） 

 人數 

是 36 

否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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