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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永年編著。《香港青少年問題：廿一世紀初的現象、剖析與對 

策》。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2001。 

提起時下香港的青少年人，一般人似乎都有一個感覺，就是「一代不如一 

代」。近年傳播媒介關乎青少年的報道，都是負面的新聞居多。他們聯群結隊、 

流連夜店或公眾場所、吸食軟性毒品、以暴力解決問題、性濫交、沈迷網上遊 

戲，和動軋自殺輕生等。眼見這些明日社會的領袖竟然如此不長進，怎叫人不著 

急。 

青少年問題當然不是現代才有的，因為無論在哪一個時代，人類生命由孩 

童過渡至成人，都會經過青春期的發展階段，期間經歷生理、心理、情緒、社交 

等各方面的變化和調適。只是在不同的時代，因應社會文化的變化會有不同的表 

現而已。1 

面對政制的轉變和近年經濟衰退的影響，香港社會確實承擔很重的壓力。 

中下階層所面對的困擾是空前的，不少潛在已久的問題趨向白熱化，青少年問題 

就是其中之一。這一代青少年在八十年代經濟富裕的時代出生，在物質供應毫不 

匱乏的環境中長大，家中大小事情有家庭傭工照料，生活消費有雙職家長的無限 

量供應’按理這他們應該生活得幸福快樂才對’為甚麼卻成了有問題的一群呢？ 

香港大學出版社出版的論文集：〈香港青少年問題：廿一世紀初的現象、 

剖析與對策〉，正好解答了許多人心中的疑問。全書共編收了十二篇專文，分為 

三大部分：現象篇、音IJ析篇、對策篇’各收錄四篇專文。作者群中包括專上院校 

的社會工作和社會科學系教授，和資深的前線社會工作者’他們都是在這方面素 

有研究和多有經驗的。 

在現象篇中，本書討論了四種不同的青少年現象，分別是：〈深夜之 

子——青少年通頂現象〉〈三五成群——青少年群黨現象〉〈ICQ——青少年網上 

交友模式〉，和〈融入與疏離——新到港青少年的適應問題〉’這等現象充分代 

表了近年青少年問題的本質。作者透過嚴謹的學術研究’為每一個現象建構出全 

近代青少年階段形成’可以參考筆者在本期的文章：〈透視教會的青少年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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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圖畫’讓讀者能夠在傳媒報道的表面現象下，更清楚明白這等行為背後的誘 

因，從而體會到青少年人的真正需要。 

剖析現象後接下來的工作，就是如何解釋這些現象，這是理論層面的工 

作，也是本書第二部分的重點。咅IJ析篇內的四篇專文，就是要解構上篇所羅列的 

青少年現象。〈青少年群黨——成長必經之路？〉一文，就指出「青少年加入朋 

黨組群，從中找尋認同、接納及安全感，是他們正常的發展目標(developmental 

tasks)，這是自然的事。」（頁67)當然，接納青少年人有這方面的需要是一回 

事’如何幫助他們建立健康的朋輩關係卻是另一回事，而確認和接納他們有這方 

面的需要是重要的起步點。〈青少年問題的推拉理論〉一文，則重點帶出現實社 

會處境中「社教化媒界」（socialization agents)對塑造一個人，特別是成長中的 

青少年的影響。「這些『社教化媒界』包括了家庭、學校、朋輩、大眾傳媒及特 

別社群。而在這些媒界的薰陶下，一個人便漸漸形成了個人的人生觀、社會觀、 

價值觀、信念、心態、言行和習慣等。運用『推拉理論』來解釋青少年問題時， 

它的中心概念就是探討這些『社教化媒介』對青少年人的發展所作出的推拉互 

動。」（頁73)〈理性選擇理論對青少年罪行的剖析〉一篇，則說明青少年往往 

因為心智未完全成熟，在犯罪時似乎懂得作理智的選擇，但其抉擇卻多受感情、 

同儕壓力，和別人的嘉許等影響，以致「未能掌握現實生活中犯事的後果，因 

而很多時作出了一些令人震驚的錯誤決定， 終須為自己所作所為付上了沉重的 

代價。」（頁93 ) 後一篇專文〈從後現代主義看青少年問題〉，是四篇專文中 

較長的一篇，帶出的「概念」頗多。從下面的引句可見一斑：「在我們強調權 

力/知識/論述之間的互扭互纏的同時，也不忘對異質性、多樣性、差異性、他 

者性和邊緣性的研究和尊重。」（頁116)全文沒有確立甚麼結論，只是提醒在 

青少年問題的理論研究方面，必須持開放的態度。 

理論終歸是理論，可以容後再討論。回到現實的處境’問題仍是要面對和 

解決的。本書在 後一部分一對策篇，特別收錄了三篇專文，重點介紹過去多 

年頗具實際成效的青少年事工策略，分別是：「綜合服務模式」（Service 

Integration Model)�厂歷奇輔導�（Adventure Based Counseling)，禾口 厂復禾口公義 

與調和服務」(Restorative Justice and Reconciliation Service)等 ° 當中 後一篇專 

文〈香港青少年工作——廿一世紀的前路〉，嘗試從宏觀的角度檢視香港青少年 

服務的發展和現況，並提供一些向前發展的思考，作為總結全書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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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點值得一提的，就是雖然本書的作者都是資深的社會問題研究者，但 

所寫的專文都不是長篇大論、枯燥無味的學術論文。每篇專文平均都是十二至十 

四頁左右，全部都剔除了學術論文的注腳，只在專文末後列出參考書目，以供有 

興趣的讀者作進一步的閱讀和研究。育g夠做到這樣，實在看見編者的用心’乃希 

望關心青少年問題的普羅大眾，都能夠閱讀此書，藉它更切實明白青少年，並從 

中得到啟發，懂得如何幫助他們。這書對青少年的父母和青少年工作者，都是很 

好的參考。 

呂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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