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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背景 

民國38年，國民政府搬遷來臺並頒布戒嚴。從那時起，臺灣人民的生活陷入了

一片黑暗，那是一個沒有自由、沒有民主的時代。這段歷史中，無數人民的聲音被壓

制，許多家庭失去了親人，社會的恐懼與壓迫籠罩著每個角落。但在中央集權政府的

統治下，卻還是有一群人默默的努力，願意相信並等待光明到來的那一天。電影《返

校》便以白色恐怖下的臺灣作為時代背景，改編自當時著名的「光明報事件」，通過

一幀又一幀痛心卻又令人印象深刻的畫面，呈現出當時代社會的壓迫，揭示了那些在

黑暗中仍堅持追求自由與正義之人的無畏。以電影的形式揭露臺灣歷史及當時代青少

年給予的回應及行動。 
二、研究動機 

白色恐怖為臺灣歷史上一大重要事件，往往只潦草地出現在中小學的社會課本

上；配上數張照片，使得這段距今不過七十五年的歷史，就似與現代人們隔著一層薄

紗，只能看見，卻不能讓人真正同情共感。當時的人民被政府限制基本人權及自由，

但現今人們卻沒有機會更深入的了解當時代的背景和事件、理解當時的反抗如何演變

成現在的民主。如今，臺灣社會將此事件翻拍成電影，由導演徐漢強所作《返校》，

試圖讓更多人認識這段辛酸的歷史。而身為當代的青年學子，本論文想要同理戒嚴時

期的青少年，並了解當時的歷史和人們的血淚，將探討電影《返校》影射白色恐怖下

的青年反抗，揭開歷史的傷疤，走進戒嚴時期前後那些被迫遺忘的記憶。 
三、研究問題 

（一）研究電影《返校》如何還原白色恐怖下的青年反抗舉動？ 
（二）青少年心理活動如何連結到青少年的反抗動機？ 
（三）電影的劇情和真實歷史事件之間的關聯？ 
（四）電影所影射到的現實如何連結至當時青年具體的反抗？ 

四、研究目的 

（一）重新審視戒嚴時期歷史與了解當時青年的反抗動機 
（二）研究戒嚴時期如何影響到當時人民的言論自由 
（三）探究戒嚴時期政府對人民的限制及壓迫 
（四）探討青年面對壓迫時如何以自己的方式追求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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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一、本文援引的文獻資料及定義釐清 

（一）人權主義之定義 

人權主義在國際定義上，是一套道德或法律原則，旨在每個人都應該享有基本的

權利和自由，無論其國籍、種族、性別、宗教或其他身份特徵。國際人權主義的核心

觀點在於保護個體不受壓迫並保障其尊嚴，由於其廣泛之包容性，這已逐漸成為國際

間衡量正義和道德的重要基礎（聯合國，2024）。 

這種普遍性和不歧視原則體現在《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ICCPR）和《經

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ICESCR）中，兩者與《世界人權宣言》共同構成了「國

際人權公約」，為人權保護奠定了基礎。（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2016）《世

界人權宣言》序言中明確指出：「對人類家庭所有成員的固有尊嚴及其平等的和不移

的權利的承認，乃是世界自由、正義與和平的基礎。」（聯合國，2024）這一理念強

調每個生命應免受壓迫，並致力於維護人的尊嚴，成為國際社會的重要共識與行為準

則（聯合國，2024）。 

這些普遍適用的人權原則為我們探討白色恐怖時期的人權壓迫問題提供了參照。

在白色恐怖期間，言論自由、思想自由等基本人權遭到嚴重侵害，許多人因表達不同

意見而遭到拘禁甚至犧牲生命。而這些人權的缺失，亦是《返校》這部電影所呈現的

焦點。這部以歷史記載進行拍攝的電影，透過主角方芮欣與張明暉等角色的命運，展

現了壓迫體制下對尊嚴的剝奪，並揭示人權價值在此對悲催歷史中的缺失。電影中的

象徵，例如戒嚴時期的全面監控，傳達了體制對自由的扼殺，亦也呼應了國際人權主

義所提倡的「平等、尊嚴、免於壓迫」的重要性。 

（二）青少年反抗的意識 

「抑制理論」一說由犯罪學家雷克利斯提出。將人類的犯罪行為歸類成內在推

力及外在拉力。力。內在推力指的是基於內心的動力，外在拉力指的是會環境所帶來

的影響。內在推力包括極端的不滿、攻擊性、反抗權威、衝動、恐懼感等，而不良朋

友、偏差行為團體、煽惑力量等，則屬於外在拉力（周震歐，1996）。反之，內在及

外在的抑制力，像是良好的自我掌控力以及加強監督及法律的效力，這些意志力可以

有效制止犯罪率。此外，犯罪也會受到外在壓力的影響，例如，家庭衝突、弱勢群體

、階級以及社會不平等。     

「同儕從眾」旨在說明青少年為了「社交」和「融入團體」而做出所在環境的

相應行為，而非自願性的模仿他人去降低自己和同儕的差異。「同儕從眾」會導致個

人的價值觀、信仰和行為被影響。這一情況亦可以帶來良性競爭和信心的增加，但過

度的同儕壓力則會導致心理不健康、抑鬱等，導致身心受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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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學者漢娜·鄂蘭提出了關於「真相說」的論點，真相就有其對個人、對集體

的重要性。在威權體制、不義政權的運作當下，「真相」是對個人而言，保留思考可

能、察覺不義的武器，並讓人不致完全失根，而獲取真相的真諦，即為「反抗」（楊

劭楷，2023)。以「反抗」作為打擊極權政府的基底，青年作為國家社會的棟樑，他們

象徵了群體未來與發展的動能。在戒嚴時代，有這樣一個群體代表著臺灣未來的希望

，願意為此付出努力尋找真相，正是青少年反抗意識的珍貴所在。 

（三）白色恐怖之歷史背景 

今日所稱的「白色恐怖」，乃是指國家系統性的搜查、鎮壓、扼殺政治抗爭者的行

動。「白色恐怖」一詞，通常意指政權統治者，運用國家機器的直接性暴力手段（國家

人權博物館，2014）。 《返校》這部電影的時間背景為戒嚴時期，也稱作白色恐怖時

期。1945 年，日本天皇政權宣布撤離，正式將政權歸還給臺灣政府。正當臺灣民認為

能夠奪回自主權時，中國國民黨戰敗回臺，頒布了長達 38 年的戒嚴令。在白色恐怖時

期，任何對政府不利之言語、批判及反抗者，國民黨政府將會立即將其繩之以「法」。

然而，這個所謂的「法」並非維護正義的法律，相反，卻是束縛一切自由的源頭。人

民的生存權受到極端的壓迫，直到現在，儘管事過境遷，時間依舊無法抹平經歷過此

事件的人民內心傷痛。二、《返校》文本介紹 

《返校》由臺灣新秀導演徐漢強執導，於2019年上映，改編自赤燭遊戲的同名

電腦遊戲。電影背景設定在1960年代臺灣的白色恐怖時期，敘事穿插於兩個世界：惡

夢與現實。在惡夢世界中，鬼怪象徵著黨的監視，穿著當時日治時期軍官的衣服肆意

地屠殺、追捕所有「不忠於黨」的人；在現實世界中，翠華中學的秘密讀書會由張老

師、以及一群不願向極權政府妥協的青年學子組成，而其中主角，魏仲廷，也是其中

一員。然而，另一位主角，方芮欣，卻因為誤會老師之間的關係而去告密，導致讀書

會全員因叛亂罪被處以死刑，僅魏仲廷倖存。而方芮欣最終因為愧疚選擇在講臺上自

縊身亡。隨著主角在惡夢中的探索，逐步揭開翠華中學的慘案真相並回憶起一切。電

影以「你是忘記了，還是害怕想起來？」（《返校》，2019）為主題，將歷史與鬼怪

元素結合，重新喚起大眾對白色恐怖禁忌的關注。電影中的鬼怪形象，可以讓人「思

考其背後所反映的現代社會與傳統的抗爭」（鄭雅淳，2022）。 

參、研究方法和架構 

本文以徐漢強導演所拍攝的電影《返校》為主要研究對象，將透過「文本分析

法」及「歷史背景分析法」，藉由過去時代環境對電影裡的人物及場景進行深入探討

。從電影劇情開始，進一步的分析電影裡的表現手法（角色、事件等）了解背後政治

對人權的壓迫如何映射到現實，融合臺灣戒嚴時期的背景，延伸探討青少年反抗的主

題。 

(一)歷史背景分析法： 

這部電影的時間背景設定於白色恐怖時期，本論文將根據這一時代背景來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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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中的具體故事走向；結合故事中的事件，分析這些事件如何與當時的社會背景，

特別是人權壓迫，進行連結，並探討青少年在這種壓迫下所展現的反抗精神。通過分

析戒嚴時期的現實社會，論文將進一步闡述這些現實如何反映在《返校》的故事、學

生的反抗行為及影片中的各個事件和場景中。 

(二)文本分析： 

本論文將透過電影中的角色特性及設定進行深入分析，探討如何通過角色的塑

造來呈現人權的議題。特別是在電影中的畫面呈現，以強烈的視覺對比映射出人物之

間的權力不對等，揭示了在白色恐怖時期，人民面對壓迫所經歷的困境。角色的設定

和他們的行為表現為電影的核心，透過這些設計可以讓觀眾感受到當時社會的壓迫氛

圍及人物在這種環境下的反應，從而更加深刻地理解人權問題的重要性（圖一）。 

圖一：研究架構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彙整） 

肆、研究分析與結果 
一、電影《返校》中的角色分析 

（一）施壓者──白教官 

白教官位居於電影中的上位者之角色，他以冷酷無情的手段如鞭刑、死刑等聞

名，象徵白色恐怖時期存在的無差別暴力，以及政權對有意圖謀反叛亂的人給予的控

制與壓迫。電影透過劇情呈現白教官對學生與教師施加心理與肉體上的刑罰，並藉由

場景設計強調權威的威嚴與恐怖。例如：清晨入校時，白教官將舉止可疑的學生請至

一旁進行搜身檢查。這一行為不但侵犯了學生的個人隱私，也進一步加深了青少年對

政權的恐懼與延伸出「順從心理」。另外，白教官在升旗典禮中指使憲兵當眾逮捕一位

遭受懷疑的老師，透過學生們的驚恐反應可看出政權的絕對強制力，也描繪了當時人

民對此制度的無力反抗。在惡夢世界，白教官化身為醜陋高大的鬼怪，手拿一盞燈於

陰暗的校園中尋找主角們的身影，以怪物的形象襯托出主角們的恐懼；在電影中，以

「大對小」的視覺差營造出來自施壓者絕對的掌控權（《返校》，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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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反抗者（老師/學生） 

1. 老師──張明暉/殷翠涵 

在白色恐怖的壓迫下，翠華中學的師生透過秘密讀書會展現了對自由的追求，

但也同時讓反抗者陷入危機。張明暉與殷翠涵是主導讀書會的老師，他們不單只教

書，也是帶頭反抗的人物（《返校》，2019）。在校內，他們於儲藏室組織秘密讀書會，

帶領學生閱讀禁書並同時傳播境外的自由思想，栽培出了白色恐怖體制下新生的萌

芽。這兩位老師帶領包括學生主角魏仲廷在內的成員追求自由，間接表現出教育者在

專制壓迫下挑戰的權威勇氣。另外，張老師在輔導方芮欣走出低潮的過程中，意外與

她發展為師生戀，這段關係是當時年代被禁止的事。張老師與方芮欣的師生戀，雖然

處於隱秘狀態，卻也代表了在極權主義下，對個人情感與人際關係的壓制所帶來的反

叛行為（《返校》，2019）。 

2. 學生──魏仲廷 

這一角色反映了在白色恐怖的背景下，青年所面臨的兩難處境：一方面，他們渴

望知識與自由，另一方面，他們也必須承擔這些渴望所帶來的風險與後果。比如，讀

書會的成員必須具備被發現後承擔後果的勇氣，即使他們的初衷也許只是為了增加知

識，而並非挑戰權威。同時，故事中的反抗者們也逐漸意識到，所謂的自由並非毫無

代價，它需要付出同伴或家人的性命。這樣的角色設計間接表達了自由的珍貴，也突

顯了在極權主義下人們必須為爭取自由而承受的沉重代價。最後，在讀書會被發現後

，魏仲廷面對著極大的心理壓力和恐懼，但他遲遲不肯出賣自己的同伴，也表示了他

對真相和自由的堅持。然而，在老師的支持下，魏仲廷最終選擇將所有的真相說出來

，為了捍衛他所信仰的價值。他成為了唯一的倖存者，象徵著他肩負的責任——
不讓歷史被遺忘，讓後代了解這段掩埋的歷史，並警惕類似的暴政再次發生。魏仲廷

的倖存與犧牲，代表著在壓迫下仍不放棄的反抗精神和對自由的渴望。他的生還象徵

著那段悲催歷史和人們抗爭精神的延續，時刻警惕著後人（《返校》，2019）。 

3. 學生──方芮欣 

方芮欣的角色在電影中尤其複雜，她所經歷的內心掙扎和所作的選擇，顯現了

人在極端環境下的脆弱與矛盾。方芮欣面對家庭的壓力與與張老師之間的情感困擾，

最終在情感與現實的夾擊下，誤將讀書會的存在檢舉給白教官，導致整個讀書會的成

員遭到處刑。這一選擇讓她成為影片中最悲劇的角色，在極權主義的壓迫下，方芮欣

的心理掙扎和選擇反映出面對生死存亡的抉擇時，人性所承受的巨大矛盾。最終，因

無法承受內心的愧疚與自責，她選擇了自縊的結局，這象徵著人性在極端環境中的脆

弱。在這樣的情境下，角色的掙扎表現出人類在極度壓迫下的心理崩潰，以及她如何

在生存與道德之間作出難以承擔的選擇（《返校》，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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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電影《返校》中體現「壓迫人權」的相關事件 

（一）非人道待遇 

在電影中，翠華中學的讀書會成員秘密閱讀《漂鳥集》、《苦悶的象徵》及《

雨夜花》等禁書及音樂的場景；這是青年對思想自由的渴望，卻也成為導致悲劇的導

火線。校園內的校工讀書的人被收買，將儲藏室的鑰匙提供給讀書會的成員。然而，

這位校工雖看似背叛者，實際上對黨的愛是忠誠且肯定的，始終忠於政府。當方芮欣

因情感困擾與內心矛盾向白教官告密後，這位校工也未能倖免，被視為瀆職而遭到處

罰。這一情節揭示了白色恐怖時代下人人自危的氛圍，也強調了極權體制對事件的單

方面定義，徹底摧毀人際間的信任與自由，無論情節輕重，參與的每個人都將成為體

制中的犧牲品。 

在被白教官懷疑後，魏仲廷被帶到懲處室接受嚴厲的質問。然而，他始終守口

如瓶，沒有透露任何關於讀書會的訊息，因為他對成員們做出過承諾。白教官為了逼

迫他開口，使用倒立浸水和拔指甲等殘酷的刑罰，令人不寒而慄。這也體現了專制體

制對異議者的極端鎮壓手段，也順勢表現了魏仲廷依舊堅守著得來不易的自由。 

這段情節展現了白色恐怖下極權體制對人權的壓迫。翠華中學的讀書會雖然追

求思想自由，卻成為了悲劇的導火線。校工雖然忠於政府，但也在危險邊徘徊，而魏

仲廷在被酷刑逼問時堅守對同伴的承諾，選擇不揭露讀書會成員。這彰顯了電影是如

何展現人們那被抹滅的人權主義──無論處於何種壓迫下，仍堅持維護個人自由與尊嚴

（《返校》，2019）。 

（二）剝奪自由 

戒嚴時期，人民的自由受到了黨的限制，不能私自結黨、發表不利於黨的言論

、購買黨外刊物等。從電影開頭其中一位學生被白教官沒收的布袋戲玩偶，可以看出

在當時布袋戲是被禁止的。僅僅因為政府認為人民會利用觀看布袋戲私自結社和宣揚

閩南文化，進而做出造反行為。另外，從學生組成秘密讀書會偷看禁書的行為中，可

以看出他們的思想正在被政府控制，政府透過教育洗腦學生要忠誠愛黨，而老師們因

為不甘願被掌控，選擇以組成讀書會的方式來捍衛學生及自身的權益。種種違反人權

、使自由受限的法律，傳達了自由的重要性和極權政府的危害性，更強調了如今政府

對於人權的重視從何而來（《返校》，2019）。 

 

三、從心理角度分析青年反抗的原因 

（一）為了自身權益 

以戒嚴時期的法律來看《返校》故事中的犯罪行為，張明暉和殷翠涵帶領學生，

在一個談論自由以及學習是違法的年代組成了一個秘密讀書會。已然犯下當時的《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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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叛亂條例》「第 5 條、參加叛亂之組織或集會者，處無期徒刑...」（全國法規資料

庫，1911）從外在拉力看，在白色恐怖時期時，政治權威的威脅和控制讓青年失去了

自主選擇的權利，讀書的內容也受到了限制。但在青少年時期衝動的學生們，有著對

事物強烈的求知慾，進一步促使他們偷藏禁書、私下參與讀書會，犯下違「法」行

爲。被迫在當時緊張的社會文化中，遵守一切國家的安排，接受政府精心編制出的謊

言，所謂正義的價值觀。而讀書會是一個被定義為「偏差行為」的團體，他們崇尚自

由和知識。這些從內心出發的內在推力推著他們犯下不可挽回的「錯誤」。 

青少年並不具備完整的認知和判斷能力，經常會受到同儕影響（陳正哲，2014）。
在《返校》中的青少年們也受到同儕影響而加入讀書會，在淺移默化中改變以往被政

府掌控的價值觀、認知和那些「犯罪」的行為。也許他們不知道的是後果會如此的慘

烈，但在加入讀書會的剎那，已經無法回頭了。在電影中，有一幕是一名讀書會的成

員在燒金紙，而他對魏仲廷說：「人不是應該生而自由嗎？不就是看幾本書而已，為

什麼會變成這樣子？」（《返校》，2019），由此可知他並不完全了解政府的黑暗以及真

實性始終保持著學生的單純的思維，卻也沒想到讀書最後成為了收割自己生命的鐮

刀。 

（二）為了真相 

極權主義的恐怖手段並不只用於統治，更用於謊言、意識形態的經營；在這個狀

態之下，真相被扭曲已成為常態，人們無從表達和辯論真實，這樣的意識形態摧毀了

「個人思考的空間」（楊劭楷，2023)。個人的思考空間摧毀，代表人們喪失自主思考

的能力，失去了所謂的真相。而在電影《返校》中，主角團因無法接受政府之壓迫，

毅然決定反抗。他們組成讀書會盡可能地吸收知識，讓自己的羽毛茁壯成長，這樣即

使在極權的統治下他們依然能保持自身思想，而這也映襯了在真實的歷史中，臺灣的

青年們努力在痛苦的折磨下，努力尋求生機的身影。 

「當政府和人民都能記得難以面對的過去，且世世代代都能記得，才能夠邁向

真正的自由」（陳青峯，2022）。電影中在方芮欣想起一切後，鬼怪想方設法的將方

芮欣和魏仲廷留在惡夢世界中，想讓他們忘記那些政府的極權統治、那些失去自由的

日子和那些惶恐不安的日日夜夜，但在堅持和努力下，他們成功逃脫鬼怪的抓捕。最

終在惡夢世界中的翠華中學倒塌，象徵著真相會隨著時間被掩蓋，所以方芮欣選擇送

魏仲廷出去，因為她想要有人記得曾經發生過的一切，而不是任由「真相」被埋沒在

歷史長河之中。這些「真相」是對於新世代人們寶貴的財產，是由過去的人們不畏生

死爭取所保留的。 

在電影的最後張老師對魏仲廷說：「總得有人活下去，記得這一切有多得來不

易。」（《返校》，2019）這是歷史中需要被銘記的真相，記住未來所擁有民主和自由是

奠基在前人的肩膀上，更是帶著前人的意志看著未來的繁榮。《苦悶的象徵》中提到：

「我們有獸性和惡魔性，但也有著神性。 有利己主義的欲求，但也有愛他主意的欲

求。」（《返校》，2019）人是複雜的，每個人擁有不一樣的個性和欲求，但在那個年代

中的青少年為了他們想守護的真相而共同努力。在電影裡，張老師提到，無論環境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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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麼艱苦，都不要忘記和放棄自己心中所想，只有記得追求真相的真諦，才能夠不失

去「個人的思考空間」。 

四、電影背後的真實：歷史中的青年反抗 

（ㄧ）電影與現實事件的連結： 

以中央社記者何榮幸所報導的板橋中學事件為例，1981年的板橋中學，校風較為

純樸且開放，學生之間氣氛良好，在言論自由這件事情上也有更高的自由度，板青社

（學生自治校刊組織）在當年的刊物中更是展現多元文藝創作，甚至觸及政治敏感議

題。在學校的支持下，社員們在珍惜著有這樣可以盡情展現思想及創作的土壤時，更

致力於創作，並發表了《板中青年》第36期及37期 。 

但在新任的校長張鎮民上任後，校內開始實施安維秘書政策，透過設置教職員

來加強管控校園內言論的發表。受到外在拉力的影響，板青社也被迫解散。在這之後

，年輕學子們因為不甘此改變，為了守護「個人的思考空間」和自身強烈的求知慾，

策畫刊物《清心集》，希望能夠延續校內傳統，持續發表自身作品。1983年12月24日
早上，校方命令將所有《清心集》回收，如同電影中讀書會的被迫解散一般，被指控

刊物及行為違反戒嚴令，內容更嘗試煽動人民思想，社員們因此遭受約談，移送了幾

名「首謀」到台灣警備總司令部查辦。被偵查的學生們選擇了保護彼此，以沈默表示

反抗，此一舉動，更映射到了在電影中，讀書會成員們因為不願放棄彼此，選擇以生

命守護自由的決心。 

因為這段經歷，這群社員在宣佈解嚴後積極參與各項學運，捍衛自身權利。和《

返校》電影中的主角魏仲廷一樣，選擇用自己的方式銘記這段歷史，也如同電影中所

提「一定要活下來，才能有人紀錄這段歷史，記得我們曾經受過的傷害」（《返校》

，2019）縱使方式不同，但是珍視言論自由及民主的心，卻是ㄧ致的。這些經歷，也

導致青少年對於自由追求的渴望更加強烈。台灣師範大學的數位校史館裡提到，1990
年，解嚴結束後，國民政府勢力日漸削弱，但卻也因此，為了將自己的掌控權奪回，

在陽明山中山樓通過修正案，將總統任期延長至9年。在臺灣學生以為能夠重獲自由時

，國民黨卻又將黑幕蓋下，選擇掩蓋過去。學生們將憤恨不平的情緒散播於中正紀念

堂，靜坐於堂前，以靜示威。正因他們的堅持，總統李登輝選擇與學生代表協商，並

且廢除動員戡亂條例，結束了一黨獨大的霸權情勢，此事件又稱「野百合學運」。象

徵了臺灣學生透過自身努力，和像野白合一樣頑強又堅韌的生命力，帶領大家反抗並

成功走出白色恐怖的陰影。如同電影的最後一幕，方芮欣選擇將魏仲廷推出翠華中學

，讓他代表臺灣民主的未來，活下去，記得人應該是生而自由的。 

伍、研究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結論： 

此研究展現出電影《返校》完整地描繪了白色恐怖底下人民的恐懼，以戒嚴為世

代背景，展現出了當時代人民的生活，青年追求自由的嚮往。這部電影更帶給觀眾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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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歷史的反思，呈現出權力的不對等中的反抗心理以及對人權議題的重視，更以青少

年的角度作為主視覺，將青少年面對來自壓迫者的威嚴時，產生的不安及恐懼，一一

的展現在不同場景的設計，更影射在角色形象中。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人民活在一

個高度緊張的生活中，而青少年作為新世代的幼苗，比起成年人更是受到了更大的刺

激，心理的思想和狀況也更容易產生變化。對於自由的限制，行為的控制，還有對知

識和真相的渴望，迫使他們踏上尋求答案的道路。《返校》，展示出青年們從心中的

念頭出發，影響到他們的行為和想法；最後毅然決定反抗的過程，無一不是在彰顯著

歷史和思想覺醒的歷程，更象徵的青年作為國家的希望，最難能可貴的堅持及與極權

勢力對抗的勇氣。放眼於未來，從《返校》裡的故事談起，戒嚴時期結束後的臺灣，

也像電影裡的魏仲廷一樣，青年們選擇銘記這段過去。牢記歷史帶來的不可逆的傷害

，並且透過自身行動，例如板中事件，野百合學運等，捍衛民主的重要性，並且讓那

些記憶不再被迫遺忘。 

（二）研究建議： 

在研究過程中，我們同時也發現《返校》電影中的青少年反抗與家庭環境有著深

刻聯繫。主角

方芮欣的家庭壓力與情感缺失塑造了她的價值觀，並直接影響她面對壓迫時的選擇與

動機。對自由與真實的渴望部分源於家庭中缺乏支持的環境，這使她的反抗行為更加

情緒化與個人化。研究電影中家庭因素對青少年行為的影響，有助於更深入地理解角

色心理，並揭示現實中青少年反抗動機的多面性，進而解釋其行為如何演變為具體的

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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