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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轉型、全球化、科技化、老
齡化之下，青年人和老年人在

行為方式、生活習慣、價值觀方面
差異越來越大，產生對立、隔閡、
衝突，被稱為「代溝」。

「代溝 」一詞由美國人類學家
Margret Mead 創於 20 世紀 70 年代
初，她指出︰「整個世界處於一個前
所未有的局面中，年青人和年長人，
青年人所有比他們年長的人隔着一條
深溝在互相望着……。」她在《文化
與承諾 — 一項有關代溝問題研究》
一書指出︰「『代溝』既不能歸咎於社
會和政治方面的差異，更不能歸咎於
生物學方面差異，而首先導源於文化
傳遞的差異。」她把人類文化劃分為
三種基本類型，作為創設其代溝思想
的理論基石︰「前喻文化，是晚輩向
長輩學習；並喻文化，是長輩和晚
輩的學習都發生在同輩之間；而後喻
文化則是指長輩反過來向晚輩學
習。」1

中國許多文學家通過文學作
品，喚醒世人注重處理「代溝關係」，
免致摧毀年青人的一生，引喻用「愛」
灌澆下一代的心靈。清代小說家曹雪
芹的《紅樓夢》，描寫賈寶玉生於官
宦世家，過着奢華的生活，但並不
幸福，因不滿祖母的包辦婚姻，受
不了父親苛嚴的家法，最終遁入空
門。近代文學家巴金的《家》，刻劃
覺民為擺脫禮教的籓籬而離家出走。
與巴金同年代的冰心，在她的《寄小
讀者》，與小讀者分享童年在愛的氛
圍中成長；出國留學時，記述了海
外的風土人情和奇聞異事，抒發了她
對祖國和家鄉的熱愛和思念之情，關
懷小讀者的生活和學習情況，在潛移
默化中，與讀者產生有感於衷、心
領神會。

代溝關係是家庭成員各種關係
中最難處理的一種關係，也是社會關
係的基礎，很難有一套標準，在日
常生活中產生許多活生生的例子，不
妨聽聽輝叔一家人的經歷。輝叔輝嬸
已退休，兒子阿強、兒媳阿敏，孫

兒 Mark、孫女 Jane 由新加坡回流返
港，一家六口生活在一起，惹起親
友鄰舍的艶羡，被譽為「模範家庭」，
但事實上並不是那麼美滿。輝嬸不滿
女傭的浪費和處事方式，經常投訴，
慫恿阿強解僱女傭，自己擔起全家飲
食起居的責任，但因口味關係，生
活習慣的差異，Mark 和 Jane 經常向
媽媽投訴吃不慣，找不到要用要玩的
東西；輝叔覺得孫兒操的不中不西的
語言難以溝通，討厭他們的頑皮和叛

逆而動手施以體罰；輝嬸覺得媳婦生
活奢侈，經常給予批評。阿敏無法
忍受公婆的無理批評和對孩子的苛
刻，雙方經常發生口角，遂向阿強
提出搬離倆老，但阿強不同意，夫
婦倆陷於冷戰。阿敏無可奈何之下，
趁着暑假，帶着兒女返回新加坡的娘
家。阿強發覺事態嚴重，向擔任社
工的老同學傾訴。在社工安排之下，
輝叔輝嬸參加老人中心的各項活動，
並報讀電腦班和英語會話的課程。阿
敏帶着孩子休假後回港，決意與倆老

「分枱」而食。本是血肉親情，為何
到此地步，「何言一水淺，似隔九重
天」2。輝叔輝嬸認為打破僵局必須由
自己做起，借故向 Mark 和 Jane 學
習上網和英文會話，漸漸建立關係，
輝嬸為孫兒準備早餐，不再是白粥、
油條、鹹鴨蛋，而是豐富多彩的煎
香腸、火腿奄列、茄汁豆、牛奶、
果汁。Mark 和 Jane 漸漸對祖父母產
生好感，而主動要求父親給祖父買個
手提電話，並教曉他用手機收發信

息。有一天，輝叔收到媳婦阿敏傳
來的信息︰「老爺、奶奶！今晚我回
家和大家一起吃飯，謝謝！」

輝叔一家人的關係從沸點跌到
冰點，由冰點上升到恆温，實在是
個不簡單的經歷，也給大家帶來了許
多啟發。家庭成員之間代溝總會有，
必須靠雙方的互讓互諒，包容溝通，
減少矛盾，消除隔閡，避免對立。
大家可不妨參考以下幾方面：

求同存異加強溝通
長者要適應現代社會環境，摒

棄陳規陋習，接受和學習新事物；年
青人應傳承優良的文化傳統，懂得孝
敬父母、禮待長輩、以誠待人接物。

各自精彩心靈相通
長者必須懂得放下自我，不要

太執著，盡量享受人生，讓年青人
放心工作，沒有牽掛，加強他們歸
屬感；年青人利用工餘時間多陪伴家
中長者，關心他們的起居飲食，增
添他們安全感。

建立信心多加關懷
老年人必須建立自信心，排除

「年老無用」的心理障礙；年青人應
給予行動緩慢、思維退化的長者多些
關懷和鼓勵。

自我反省體恤對方
年長者不應礙於「面子」，適當

時應放下身段，多聽年青人的看法和
意見；年青人必須有耐性地聆聽，
理解長者的難處，體恤他的苦衷。
珍惜眼前人，欣賞對方，凡事多站
在對方的立場考慮，多為對方設想。

介入調和避免惡化
當家庭成員關係出現緊張狀

況，必須及時補救，必要時應找可
靠的中間人介入調和，找出原因，
尋求解決方法。

1999 年，聯合國把「建立一個
不分年齡、人人共享的社會」作為國
際長者年的議題，有重大的意義。
子女不是私人財產，應給予平等權
利、自由發揮的空間，「長江後浪推
前浪」、「一代新人勝舊人」、「青出
於藍」是人們的期盼，也是自然定
律，應欣賞年青人的成就和創建，
同時，長者不是「負累者」、「落伍
者」，而是公平的「參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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