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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20 世紀末，2000 年左右，台灣的藥物使用悄悄地隨著 MDMA、或稱 Ecsatsy、快樂丸等，

燃起一波新的藥物使用風潮。大麻、LSD、MDMA 這類以迷幻劑與興奮劑為主的軟性藥品，開

始迅速地在台灣崛起。而隨著藥物使用的種類改變，這股藥物使用的風潮也打破了過往藥物使用

或濫用大多發生在青少年與中下階層的社會階級的現象，更推進到台灣的中產階級與上層階級社

會中。這群有良好教育、有固定工作的青年絕非所謂的社會失敗者。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希望藉由社會中產階級藥物使用者的眼睛，重新建構一個不同的世界，瞭

解藥物如何解構、並重新建構這群使用者之社會價值，以及伴隨著藥物所產生的不同生活及文化

型態。研究結果發現： 

一、由藥物的藥理作用改變了個體的感官知覺。既有知覺的的轉變挑戰了原本熟悉的世界，因此

也直接地改變了個體既有的世界觀。個體雖然經驗的是個人的用藥經驗，但背後卻代表著一整個

世界觀的翻轉。 

二、價值觀歷經重新扭轉後，個人帶著嶄新看待世界的眼鏡回到社會。這種新世界觀的形成必然

帶給個人在生活樣貌上的許多不同改變，實際生活的型態上，人際網絡中；更包含了社會文化層

面上的改變，如在音樂、舞蹈等藝術型態上的發展。然而，新社會價值觀的形成也勢必造成個人

與固有社會價值觀之間的拉扯，使得個人與社會互動的過程中也必然會產生困頓的狀態。 

三、藥物使用絕非單純的個體化行為。藥物的使用所引發的是個人一連串主體認同解構與重建的

過程。在這一整個過程中牽動的是，個人如何被現代社會的特性影響而趨於著重個人主義，並且

現代社會如何影響個人，以致個人做出使用藥物等的高風險行為。而更重要的是在個人與社會互

動的整個過程中被創造出來的各式多樣的、嶄新的文化樣貌。 

人類使用迷幻藥物最早始於原始部落的宗教儀式，藉由藥物的刺激達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在漫長

的人類歷史，人類以各種不同的方式（打座、宗教儀式）試圖讓個人更貼近神靈及整個宇宙。而

到了現代社會，人類又重新並且大量的使用這類的迷幻藥物。儘管使用藥物追求的目的與宗教的

目的並不相同，但是卻意外地經由類似的過程與經驗，達到相仿的世界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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