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們對代溝的責任歸
咎於不同的理解，父母常認為是子女的

問題，他們的任性、不理解父母的良苦用心等，
如同文首父親的感言，覺得女兒不把他放在眼
裡，認為自己是「老古董」。而年輕人則把代溝產
生的主要責任歸咎父母，認為父母在處理子女事
情上的態度老是以長輩自居，肆意干涉子女的隱
私和不尊重他們的想法；或認為子女的要求都是
不合理和不重要，忽視他們的心理需求。有些子
女甚至認為父母是「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
燈」。
其實感情的溝通和彼此的理解都是一個相互的

過程，而非單方面的，對於親子關係來說，家
長首先是孩子最重要的教練和老師，子女的
心理承受能力和對世界的態度，肯定首先是

從父母那裡學習來的。因此，父母應重視他們自
身在家庭教育中的作用，切忌經常埋怨子女，特
別是指責他們比不上其他人，行為方式都有問
題，這在很大程度上會打擊子女的信心，特別會
引發他們對父母的反對情緒。

言行一致 共建和諧關係
因此，要預防代溝的出現，更重要的是父母要

長期與子女保持良好的親子關係和溝通交流。
一方面，父母要樹立榜樣，保持言行一致、採
取寬容和尊重子女的態度，凡事大家都商量，
有利於子女與父母的心靈溝通和避免差異的出
現。另一方面，父母要積極為子女創造一個

好的學習生活環境，特別是良好的心理環境。很
多代溝和衝突的出現是子女感覺厭惡家庭環境，
從心理上排斥家人，長期的話很容易引起他們對
長輩的敵對和心理上的疏離，造成凡事難以彼此
溝通和理解的情況。整體而言，家庭的親情是千
金難買的，無論子女和父母都期望有一個融洽溫
暖的生活環境。而代溝和心理衝突的形成都不是
一朝一夕的結果，因此要防範和改善，也需要

長期的時間和耐心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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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根據上文，舉例解釋代溝的定義。

2. 代溝的成因為何？試舉3項並加以說明。

3. 代溝會對家庭造成哪些負面影響？試舉3項並加以說明。

4. 有人說：「代溝是可以避免的。」你對這個說法有何意見？

5. 試評論中國的代溝問題是否比歐美國家嚴重。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欣欣

「我是一名工人，文化水準不高，我的獨生女兒從小很聽話，可是

隨㠥年齡的增長，父女間的關係越來越緊張，尤其是女兒上初中後，不僅

把我的話當耳邊風，根本聽不進去，而且指責我對她不理解、不尊重，說我思

想守舊，是個『老古董』，和她沒有共同語言⋯⋯面對女兒這種變化，我很苦惱，

但又束手無策。她現在真的長大了，竟然連我這個爸也不放在眼裡了。」

這是一個為人父親的朋友的感言，也是無數父母可能遇到的情況，與

子女之間產生一種難以跨越的隔閡，彼此之間有一種無形的張力在

破壞曾有的親密關係─這就是代溝。

■胡潔人博士　香港城市大學專上學院社會科學學部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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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胡潔人博士 現任香港城市大學專上學院社會科學
學部講師。2009年獲得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哲學博士。中國人民大
學糾紛解決研究中心成員、中國奧斯特羅姆協會(Ostrom Society)會
員、香港作家協會會員。發表中英文論文數篇。

代溝

預防方法

■製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欣欣

■代溝意指代與代之

間在行為、態度和觀

念上所表現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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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全球化＋現代中國＋今日香港

子女父母
•虛心聆聽父母意見。
•表現獨立。
•主動與父母交流。

•言行一致，樹立榜樣。
•尊重子女意見。
•好言相勸，減少指責和干預。

定義 意指代與代之間在
行為、態度和觀念上
所表現的差距。較多
發生在少年身上，因
其 處 於 追 求 自 我 認
同 、 獨 立 自 主 的 階
段，易與長輩產生各
方面的認識差異。

成因
•兩代人的成長背景

有別，對事物的認
識不同，價值觀的
差異大。

•缺乏溝通和理解。

兩代水溝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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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俗而言，代溝(Generation Gap)是指代與

代之間在行為、態度和觀念上所表現的差距。

這種情況較多發生在青春期少年的身上，因其正處於追求自我認

同、獨立自主的階段，容易與父母、長輩產生各方面的認識差異。

從心理學角度看，代溝又稱為代際衝突(Generation Conflict)，即

不同世代的人在政治態度、價值觀念等問題上存在隔閡，甚至存在

完全不同的看法而引起的衝突。心理學家本特生(Bengtson)曾提出

代際之間存在「大鴻溝」的假設，因此代際衝突又稱為代溝。另

外，也有人認為代溝是一個虛構的概念，老一輩和年輕人的核心價

值相同，而價值觀的衝突是次要的。

代溝的存在和擴大具有不良的後果，最顯著的
是會加深兩代人的衝突，對個人、家庭和正常的
工作學習帶來不和諧及情緒波動。要防止代溝的
產生和有效化解彼此的認識差異，關鍵是把兩代
人的距離縮小到最低的程度，這對個人的健康心
理狀態和溫馨家庭氣氛的維持都至關重要。

父母 好言相勸 忌指責
具體而言，對年長的一輩，要在思想方面理解

年輕人的主張會傾向自由、創新和開放，甚至不
喜歡受到拘束。除一些非常危險和嚴重的思想行
為，一般應採取尊重的交談方式，減少
對其指責和干預，

以免引起下一代的不滿情緒。

子女 虛心聆聽 勿偏激
對為人子女者而言，對父母要尊重，避免偏激

的行為方式。也不能將自己的價值觀強加給父
母，即使自己不能接受的也可虛心聆聽，至少給
父母心靈上的安慰。溫和的態度是化解矛盾的最
好方式，即便大家的觀點不一致，但通過開放式
的溝通可把衝撞觀點形成的負面影響降到最低。

表現獨立 取信任
其次，父母之所以反對子女的觀念，很多時候

是出於擔心子女，害怕他們出事。因此，要得到
父母的支持首先要自己表現出獨立的思考和辦事
能力，讓父母感覺自己有成熟的思想和行為能
力，可放心讓自己去辦事。當取得父母的信任
後，互相溝通交流也就更少障礙了。

主動交流 要感恩
更重要的一點，子女應懷㠥感恩的心看到父母

對家庭做出的犧牲和無私的付出，即使與父母發
生意見分歧，也應用溝通的方式主動與父母交流
意見，爭取他們的理解，更重要的是虛心接納他
們正確的建議。尤其不要反抗和責罵父母，一方
面容易引發更深的衝突，而父母也會基於本身的
權威性，更加不肯妥協和支持子女的思想和行
為，結果雙方都會受到傷害。
當前，青少年特別在金錢使用觀念、戀愛態

度、交際圈子、衣㠥打扮及興趣愛好等方面與
年長一輩有較大差異，他們應耐心與父母溝
通，表明自己的喜好和行為理念，而不是一味
埋怨和批評父母是「老古董」。相信明理的父母
也會用心聆聽和理解子女，並希望自己的子女
快樂。

代溝的存在不僅在少年與父母之間，也包括中青年與年老的父
母之間，究其原因，主要是隨㠥青春期以後的青年對父母的依附
性減弱和自身獨立性增強，使親子兩代人在對待事物的認識上產
生一定的距離。而長期的不同態度和彼此分歧的意見會形成心理
上的鴻溝，令青少年認為父母不了解他們、不關心他們；至於父
母則覺得子女不聽話、反叛自己，感到傷心。其結果就是孩
子有事會選擇與朋輩傾訴而不願與家長談，意見的衝撞可能
引起他們堅持自我，對父母採取頂撞、反抗甚至違法等方式
試圖擺脫他們的控制和監護。事實上，新聞報道也不乏聽到
有子女因厭煩父母的教導，而揮刀砍傷家長的悲劇案例。

成長背景有別 常生誤解
代溝的發生與子女和家長之間的關係緊密相連，因此也並非

每個家庭會出現代際衝突的問題。

•首先，如果兩代人的生長環境完全不同會容易引發代溝。譬如

父母一輩是在艱苦環境下成長的，而子女的生活環境相對幸福

和優越，那麼很可能兩代人對事的態度和價值觀會有別。

•第二，人生階段的不同導致兩代人對事物的認識不同。

當今社會充斥新鮮事物和網絡文化，對以家庭和工作為

重的父母來說，自然與青年子女關注的事情不同。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就是缺乏溝通和理解。認識差異的產生

即便在同齡人中也很自然存在，關鍵是同齡人比隔代人較易互

相理解和體諒，有效及時的溝通可令誤解和差異快速消除。

但代溝並非是無法避免的現象，前提是需要彼此體諒和理解，
衝突便可化解，成為更深的親情和愛。

意見分歧大 頂撞傷和氣

放下身段 彼此理解

▼新一代的衣㠥與上一

輩截然不同。 資料圖片

卸責又埋怨 雙方同受苦

■良好的親子關係有助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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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代溝？

■為人子女者應孝順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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