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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級的愛情對話錄 
專題報導

 

《五年級同學會》這本書，談的是有關民國50年到59年出生的「五年級同學」

，他們對台灣六○年代的種種回味，而自從這本多人合著的書出現後，「六年級」、

「七年級」的名詞便紛紛出籠，各年齡層的人都被標上了不同的世代標籤，其中大家

最耳熟能詳的莫過於「七年級」生。

 

 

 

社會大眾與媒體都很熱切的在討論著這群「七年級生」，他們是一群在優渥環境下成

長的小孩，生活的物質條件比五、六年級的人好太多了，但或許也因為這樣，許多價

值觀不斷地在快速遞轉，其中對於愛情的態度更是一百八十度大轉變。

 

 

 

七年級的愛情觀，同性之愛不再是禁忌，甚至把兩人的合照大方放在網路上，他們不

再躲躲藏藏；女性也逐漸擺脫傳統束縛，寧願為追求理想而保持著獨善其身；但是他

們求快、求變、求新鮮的訴求似乎也表示：「速食愛情、劈腿關係、曖昧不清」這樣

的情感糾纏，更是剪不斷、理還亂！

 

 

 

本報記者們實地訪問了校內七年級同學的愛情故事，寫出他們的無奈與困擾、智慧與

灑脫，但呈現更多的是人生歷程中無可避免的課題，父母師長的教導、朋友的關懷常

常都派不上用場，能走出新路的只有自己。

 

 

 

劈腿一族

 

 

 

「其實她們兩個我都很喜歡，我捨不得放下任何一個……」他腳踏多條船，總覺得自

己能有多重選擇，可以找到真正適合自己的完美情人，但真的是如此嗎？「我無法割

捨任何一個，她們都是我的最愛，能夠同時擁有她們，我想我是世上最幸福的人！」



這個男孩不願意放棄任何一位情人，時間分割於各個情人之間，還必須遮遮掩掩，想

盡辦法不讓對方知道自己在偷吃。他身陷於不同的溫柔鄉裡，雖然辛苦卻也甘之如飴

，只因一句話：「放不下！」他覺得自己都是真心對待任何一位，所以如果少了哪一

個，就會覺得生命少了點什麼。

 

 

 

「我知道他有女朋友了，但，我還是很喜歡他！」第三者的她心情很無奈，與另一個

女孩同時擁有同一個男朋友，心裡難免有不安及愧疚，她曾經嘗試想要接受另一個對

她好的男生，可是失敗了。她很老實的表示：「喜歡上了就是這樣，那份感情將很難

割捨，即使知道自己並不是唯一，必須和另個人分享情人，但我的心就是無法放棄。

」她苦笑說，約會還必須偷偷摸摸，在沒人認識彼此的地方才可大方牽手親吻，每當

有人問起：「妳有男朋友嗎？」這答案似乎變得難以回答。

 

 

 

「我知道他外面還有一個他喜歡的女生。」正牌女友的內心雖然感到難過不已，但她

相信其他女孩都是過客，只有自己才是最佳的避風港，男朋友在外面玩夠了會懂得回

頭是岸，只要他回來，她可以包容一切出軌行為，她不斷告訴自己一件事：我是「正

牌」的！偷偷的打探第三者究竟是何許人也，努力裝扮自己達到最完美的狀態。

 

 

 

浪子型

 

 

 

老一輩人眼裡，對感情不定的人大多用「浪子」來形容，但那是從前的年代，只有男

性有游移感情的權力，到了現代，這已不再是男性的專用名詞，在現在的大學生活裡

，多了「戀愛學分」，讓任何人都有權力為自己的幸福挑選最合適的人，但也漸漸形

成，七年級生被稱為「速食愛情」的代言人。

 

 

 

關於速食的定義，新世代的年輕人個個看法不同，電機系王同學認為，「短時間的戀

愛就算是速食愛情！」認識時間不長就貿然開始交往，但在相處的過程中才發現對方



並非是自己的理想情人，覺得不適合就換，這不但傷害對方，也傷害了自己！

 

 

 

另一方面，詹同學則是認為，速食並非指時間的速食，而是感情上投入的程度，他表

示：「現在的七年級生，他們並不知道自己談的就是所謂的速食愛情，甜蜜期往往將

性愛當做真愛，卻也往往傷害到對方，甚至是傷害到自己。」

 

 

 

大學時代交過七任女友，中文系孫同學則認為自己是在尋找那「最合適」的人，「我

每一段開始都很用心，」他笑著說：「但無論自己愛得多好，只要對方說分手，那就

再見掰掰。」對於感情的態度，他想了許久，才說出自己的真愛箴言：「我的愛情觀

就是三句話：放膽去追、放心去愛、放手祝福！」

 

 

 

曖昧遊戲

 

 

 

「交女朋友幹嘛？搞曖昧就好了啊！」化材系陳同學認為，感情的事太麻煩，他不想

花太多時間去處理一個女孩子的心情，所以他只要曖昧關係就夠了，他說：「交女朋

友你必須對她負責，但搞曖昧不用，又能享受類似戀愛般的感覺，這樣很輕鬆、很棒

。」

 

 

 

陳同學以前曾經對一個女孩付出許多真情，但換來的卻是傷害，現在他已經不敢再對

感情認真，也許很多人認為他很不應該，是個爛人，可是他說：「我從來沒騙過任何

女生，當她們對我示好時，我都很明白地表示，我不會跟她們交往。」

 

 

 

教科系黃同學卻不這麼認為，她說：「不管如何，我認為使人傷心就不好，曖昧

……事實上就是遊走在欺騙界線的愛情遊戲。」曾因此受過傷的她表示，她永遠記得



當曖昧遊戲落幕時心中的感受，那種落空感使她難過了好久，還有一種被騙的陰影一

直揮之不去，所以她絕不做讓人誤會的行為。

 

 

 

「因曾經受過傷害，而不敢再付出」似乎顯現出，七年級生「草莓族」的性格，當太

容易得到自己想要的東西時，就不習慣失去的感覺，而無法接受失敗，因此容易受傷

、一壓就壞。不論愛情的結局是喜劇是悲劇，面對愛情的態度，其實不只是追求心靈

空虛時的滿足，一份好的愛情，會帶來生命的充實和價值。

 

 

 

出櫃

 

 

 

日文系陳同學表示，她在國中時交了一個男朋友，才發現自己對男性沒有感覺，反而

比較在乎一位女性好友，於是才確定自己喜歡的是同性。她認為，現在的社會對於同

性戀者依然存有許多偏見與異樣的眼光，因此家人裡只有姊姊知道自己的心事，她打

算等到自己有經濟基礎時，再告訴爸媽這件事，她說：「到時候才能跟爸媽證明，我

不是一時衝動，也沒有走錯路，這是成熟思考後的決定。」她還介紹了一個專門出版

女同志書籍的出版社———集合出版社，這是國內第一家女同志出版社，董事長與社

長都是女同志，想要多瞭解一點女同志世界的人可以參考看看。

 

 

 

「哇！兩個都好帥喔！為什麼這年頭長得帥，又沒有女朋友的男生會是gay呢！唉

......」工館電腦教室中，兩位正在瀏覽網路相簿的中文系女同學看到一對男同性戀

的相簿時，不禁發出這樣的驚嘆話語。七年級對同性戀愛的尺度似乎更寬廣了，有許

多同性戀情侶，非常大方地將兩人的親密照片放上網路，像在對這個世界表達：「沒

有人能阻止我們的愛繼續！」

 

 

 

電影《17歲的天空》呈現了男同志的情與欲，網路上有人說：「男生對男生說我愛你

，好像沒辦法想像；男生跟男生嘴親嘴，更沒辦法想像，但好像都是一種愛對方的表



現，同性戀也沒什麼不好的嘛！」資工系王同學也是在與異性交往後，才發現自己的

性向，確認自己是同性戀，但他比陳同學樂觀，他笑說：「現在的社會，對於同性戀

的接受度越來越高，我已能比較不畏懼地去追求這份同性間的情感。」

 

 

 

單身主義

 

 

 

「愛情」是七年級的必修學分嗎？中文系孫同學表示：「真是無稽之談。」她認為人

生中尚有更具意義的事物需要去追求，秉持獨身主義的她，正灑脫的過自己想要的人

生。

 

 

 

她曾在中文系辦工讀過，學習中文系的行政業務，明亮的雙眸不時流露出對自己人生

目標確立的光芒，當許多七年級生沉浸在愛情中時，她則悠然自得的獨自沉浸在書香

世界。不斷寫作，成為作家是她未來的目標，特立的獨身條件，讓她在創作上有更大

的揮灑空間，雖然才剛進大學不到兩年，但她在創作上已有亮麗的表現，曾獲得第五

屆桂冠詩人古典詩創作「優選」。

 

 

 

家中排行老大的她，在高中期間也曾談過戀愛，她說：「拜這段感情所賜，讓我大徹

大悟。」單身的日子是自由的，一個人的生活並不孤獨，反倒輕鬆自在，現在的她覺

得：「終於可以自行支配時間了！」

 

 

 

情人節在她的眼裡，並不是專屬擁有另一半人過的節日，家人、朋友就是她的情人

，所以對她來說，「天天都是情人節，無需特別慶祝。單身並不孤獨，積極、認真地

過每一天才是最重要的。」

 

 

 



 

 

專家建議

 

 

 

對於現在大學生的感情問題，學務處諮輔組組長胡延薇表示：「男女雙方處理感情的

方式，首先還是要了解自己對愛情的價值觀，以及雙方對親密關係的認知差異，並學

習在感情中體驗雙方是否適合、學習如何分手。」

 

 

 

在曖昧關係上，胡延薇則認為，或許是雙方對親密關係的認知有所不同，此時就要小

心傷害到彼此、或對方過度反應。面對現在較為開放的速食愛情，胡組長則表示：「

多認識異性是好的，但不要投入太快，一切還是要從了解自己開始。」

 

 

 

愛情，本來就不是一項容易過關的學分，有的人得心應手、也有的人一修再修，當感

情遭遇困頓，「唯有尋求協助才是最好的管道。」

 

 

 

諮輔組表示：「我們提供了相當好的兩性學習環境，讓同學們可以預先學習處理感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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