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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的坤坤 （澎湃視頻截圖） 

2014年冬天，四川西充縣某村，200餘位村民寫「聯名信」要求將患有愛滋病的

8歲男童坤坤驅離出村，「他是個定時炸彈、這個娃娃太危險了」，此事引發聯

合國關切，聲明驅趕愛滋男童違反基本人權。坤坤之後被送到山西臨汾紅絲帶學

校，在師長的關懷下，人見人怕的野孩子，6年後成為「人見人愛」的開朗男孩。 

 

2015年的坤坤，當時的他每天都鬧著讓老師抱。（取材自新京報） 

新京報報導，坤坤從 3 個月大開始便跟著羅爺爺生活。2011 年坤坤因一次外傷

去醫院檢查，醫師告訴爺爺「坤坤在娘肚裡就感染了愛滋病」。消息傳出去後，

村人避而遠之，也沒有學校敢收他。坤坤爺爺年事已高，照顧坤坤也力不從心，

所以在村民驅趕的「聯名信」上，他也按了手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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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坤坤被送往中國唯一一所集愛滋病兒童少年全日制的紅絲帶學校。紅絲帶

學校長郭小平表示，「坤坤幸虧送來得早，撿回一條命」。 

 
2015年的坤坤，在村裡無人搭理的坤坤，住進紅絲帶學校後，有時會在無人看

見的地方沉默一陣子。（取材自新京報） 

澎湃新聞引述騰訊醫典報導，6年過去了，坤坤仍在一年級就讀，個頭比其他同

學高出許多。「坤坤小時候頭部受過重傷，再加上 9歲以前，他從未接受過任何

教育，智力開發晚」到了 14 歲的年紀，智力還在兒童水平。郭小平說，除了學

習不行，坤坤啥都利索，腦子也好使，「師生們都愛見他，人氣特別好」。 

學校每年都會聯繫當地政府，讓孩子回去跟爺爺過年。6年來，坤坤回老家和爺

爺團聚了兩次。他曾經為了見爺爺而偷偷離校，如今在融入了團體後，坤坤再也

沒有「失蹤」過。 

郭校長說，別的孩子來半年就融入進去了，坤坤確實花的時間長了點。「坤坤這

個小孩心底裡很善良」 ，剛來的時候喜歡藏食物，吃飯時，只管往自己盤子裡

面扒菜，這是因為以前吃不飽而養成的本能反應。現在，他不缺吃穿了，會主動

給同學夾菜，開始懂得分享。 

報導指出，坤坤今年已經 14 歲，嘴唇長出了絨絨的小鬍鬚，身體已經有少年特

徵了，開始進入青春期。郭小平說，青春期教育，尤其是性教育，對於這裡的孩

子，更為重要，這是對他們未來防止愛滋病傳播的必要的基礎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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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評析                                        郭宏基 

    自從 1981 年第一個愛滋病例出現以來，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資料，

全世界已有數千萬人口感染，因而死亡也非常多，而該愛滋病毒變異快，

至今尚未研發出有效疫苗來預防，也就是如此難纏棘手，令許多人聞風

喪膽。此新聞發生在 6 年前的四川較鄉村的地方，小男生坤坤感染的消

息傳出，驚嚇到周遭的村民，要求將患有愛滋病毒的 8歲坤坤驅離出村，

因為一位「他是個定時炸彈、這個娃娃太危險了」。  

    曾有位教授，在大學一年級的教室裡，對台下滿滿稚嫩的新鮮人進

行新生訓練，老師問：「你們知道最近大學生最常講的話是甚麼？」全

場一片靜默，後來有人迸出一句話：「不知道。」老師笑著說：「對，就

是不知道。」這是有趣的雙關語，點出現在普遍學子的求知態度，也在

引出廣大知識的無邊，我們所了解的非常有限。時至今日，已慢慢探詢

到一些神秘愛滋病毒的特性，知道它不會無端散播，也可以在感染者身

上投藥治療，讓患者能延長壽命，且如一般人地正常生活。要免除生活

上諸多疑慮，需透過學校教育及社會教育，傳遞正確的知識，照亮內心

的黑暗無明。 

    但如果教育已然施行，提醒大家看清生活的風險，免除不必要的疑

慮，這個世界還是有這麼多的問題產生，那絕大部分就是跟人性有關了，

比如普羅大眾看娛樂、衝突、刺激訊息的興趣，遠高過於知識性的吸收；

用意識形態來忽視科學研究的事實，盲目追尋政治上的勝利，偏袒自己

主觀喜好的那一方，加入人云亦云的行列，被帶風向而不自知，在台灣

更是常見。我們常說現在是知識爆炸的時代，但也可以說是知識貧乏的

時代，能夠搜尋知識的管道、平台、介面載具，也非常多元方便，在各

種場合，甚至在走路行進中的男男女女，我們都可以看到，幾乎是在忙

著低頭滑手機，但有多少是真正在汲取有用的知識呢？ 

    還有另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人心裏面的「害怕」元素。為了要生存

永續，害怕的感覺能提高生物本身的注意力，避開可能的傷害來臨，但

在人類的表現上，常常很難用理性的認知來撫平克服。三個多月前，淡

水河邊一人潮眾多的風景區，停了一部警車，其前方有一個黑色帆布圍

籬，其圍籬下方伸出兩條平躺的腿，原來是有人意外往生了。看到此景

的遊客，莫不快速遠遠繞過，有些還拍胸自我安撫，但是我們靜下來想，

此人身體機能已經不再運作，也不會危害到其他民眾，為什麼我們不擔

心周遭活的有心機的人，卻不由自主害怕躺在地上的生物體呢？ 

    浩瀚的宇宙有著太多的奧秘，我們了解的非常有限，猶如只在海洋

上舀到的一瓢水而已，人不能不謙虛以對，但也不可讓無知殘忍橫行。

古代民智未開時代，常以無辜活人性命獻祭未知力量，或是獵巫隔離傷

害，換取自身的安全存活，到了科技昌明的二十一世紀，該是要多多用



新思維來扭轉偏見，改善調整了。坤坤的遭遇令人不捨，也欣慰慶幸能

得到關懷照料，讓他平安長大，這個世界能夠美好永續，就要靠大家繼

續的努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