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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之前在這專欄寫過有關「代
際矛盾」的文章，今次就着過

去一年發生的社會事件再在這問題
有感而發一下。

過去一年香港社會發生不少
社會紛爭，當中涉及中港關係，
甚至提倡香港自治甚或獨立之類
的意見或政治立場。在筆者與朋
友（當然都是一些已「登陸」的朋
輩）之間分享，或觀察到街頭一些
反對示威活動的「老友記」似乎都
十分不以為然。相反，青年人較
多接受甚至支持這種帶有分離主
義色彩的政治訴求。這是否反映
代際矛盾呢？

年長一輩

雖然筆者是戰後在香港出
生，沒有經過三年零八個月日本
軍隊佔領香港的日子，但是父母、
姐姐和在廣州的長輩都直接或間
接親身受到日治時期的苦難。在
中學時期，我每次看到日本侵華
的紀錄片都會落淚。相信香港現
時老一輩的市民對國破家亡記憶
猶新，因此民族感情比較濃厚。
當然，在長者群體當中亦有一定
的差異。例如有一些一直持有濃
厚的民族感情，也許他們仍然對
滿清時期列強瓜分中國感到憤慨，
甚或親身經歷日本侵華和香港淪
陷等，他們也許對現時中國大陸
的政權在過去幾十年曾經犯有這
樣那樣的錯誤也有感到不滿，但
他們仍義無反顧地支持國家統一
和社會穩定，極力抗拒外國介入
香港和中國事務，反對任何危害
國家民族的言論、行為和團體。
另外，亦有一些也許在近代歷史
中，國共對立的情況下較為傾向
國民黨，因而對共產黨政權向來

持有對抗的立場。加上過去數十
年內地發生的多次政治運動，也
令他們對現政權十分不滿，但他
們亦是懷有國家民族感情，也傾
向反對香港脫離祖國。當然亦有
另一些長者群體眼見國內政權犯
了不少錯誤，而且自回歸後他們
也許感覺到香港政府各種施政失
誤，加上有幾次中央政府介入香
港事務，又或者受到例如水貨客
或個別地區內地遊客造成的不便、
國內資金投資香港刺激樓價上升
影響民生，又或他們認為國內新
移民爭奪香港的福利和資源等。
所以他們也逐漸對中國政府甚至
從中國內地來港的人士有抗拒的
態度。

年輕一代

然而，在香港土生土長的年
青一輩沒有經過戰亂，又從社交
媒體看到不少近代中國的社會問
題以至政治事件，加上在正規教
育課程中沒有國民教育，對中國
沒有一份認同，反為對大陸政權
持有十分不滿的態度，甚至有些
有香港人身份相比國內人的優越
感，更不用說或許受到一些反華
反中資訊的影響，甚至會產生所
謂「去中國化」、尋求香港本土脫
離中國母體這種傾向。他們當中
亦有部份是持有一些理想化的普
世價值，例如民主法治、思想、
言論、出版等自由。然而，他們
收到不少有關國內政府在這些方
面沒有足夠的保障，尤其是對持
不同政見立場人士進行拘捕、判
刑、剝奪自由權利等，亦是觸動
這些人的神經。此外，由於香港
過去是英國殖民地，並發展成為
國際化都市，可以透過傳媒和外

國聯繫瞭解到西方國家的民主制
度似乎在保障個人自由、權利和
監察政府等方面較為有效。相反，
中國政府基於歷史與政治理念等
原因實行一黨專政，香港市民透
過傳媒接觸到有關國內的報導，
會認為國內的政治制度不能符合
西方社會的民主原則，因此擔心
若果香港的一國兩制不能保持，
變成一國一制，就即是說香港人
也活在一黨專政之下。因此，出
於擔心、不安、恐懼而產生不
少躁動，再加上受到一些網絡社
交媒體等的影響，令部份年青人
走上激進抗爭甚至爭取獨立的方
向。

和而不同

其實這種因年齡差異而採取
不同甚至對立的政治立場的現象，
在世界各地都曾經出
現。當然，筆者在這
裏只是嘗試十分粗略
和概括地總結較為年
長和年青的兩個群
體，或許因為他們各
自的背景而持有不同
的觀點，事實上整個
社會還有其他年齡
群，甚至由於教育水
準、經濟狀況、家庭
背景等因素而構成的
各種差異，從而形成
不同的政治觀點和態
度，在這裏有限的篇
幅不能一一討論。

筆者無意在這裏
評論誰是誰非，只寄
望不同年齡群體的人
士都可以嘗試放下成
見，心平氣和地從對

方的角度思考一下。雖然未必同
意對方的立場，但亦不需要採取
過分激烈甚至是情緒化的反應，
尤其是在家人之間盡量減少直接
的對立，以免影響家庭和諧。另
一方面，筆者承認有關整個社會
的未來發展，甚至國家認同、身
份認同等問題，是每個人心中的
核心選擇，未必容易甚至不可能
尋求妥協。但筆者認為可以盡量
嘗試以和平和文明的方法討論尋
求解決方法，若是使用暴力只會
造成社會撕裂。打個比喻：若果
一個人受了創傷甚至造成一個深
刻的傷口，首先要相當長時間復
原，或許仍會留下疤痕或甚至有
後遺症。人與人之間的傷害多少
會留下陰影，若然沉澱成為仇恨
就未必容易化解，那麼社會就不
能夠回復穩定，人民亦會生活在
社會紛爭的陰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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