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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涉暴衝疑染毒
父母憂心又無助

傑青姜炳耀接求助傑青姜炳耀接求助 指家長憂子女投身黑暴恐輕生指家長憂子女投身黑暴恐輕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自去年修例風波以來，泛
暴政棍和煽暴文宣不斷將青少年當作「人肉籌碼」推向暴力
賭枱，青少年不斷被激進暴力思想荼毒，干犯多項嚴重罪
行。有社工分析青少年由平和走向極端，或與激進朋輩影
響、自身的陷入程度和外力推波助瀾等有關。不過，青少年
絕對是有「回頭之路」，前提是社會緊張氣氛緩和，青少年
不再被推動上前線，社會也能得以慢慢重回正軌。

司徒漢明：朋輩影響趨激進
家庭及親子教育工作者司徒漢明向香港文匯報表示，要探討
青少年參與修例風波而觸犯一連串罪行的相互關係，所涉層面
非常廣泛和複雜，需要有大量充足資料及詳細調查，才能得出
準確結論。若只憑目前所得的表面資料，可以發現自去年中修
例風波開始至今，青少年明顯由最初遊行及堵路較平和行為，
隨時間的演變，逐步發展至擲汽油彈縱火、刑毀店舖及港鐵
站、「私了」不同政見者、放火燒人、擲磚殺人、企圖殺警、
甚至製造炸彈及藏有槍械等，行為愈見極端。
司徒漢明說，如果以現有資料分析青少年為何由平和走向

極端，其中一個原因可能是修例風波中一班思想激進者不斷
影響其他較平和的青少年，因朋輩之間影響是一項重要因
素，青少年在互相感染容易失去自主性，當有人帶頭做出一
些違法行為，青少年受感染及罪咎感攤分下，也會容易被互
相鼓動而跟隨做出同樣違法行為。
他指另一個可能性是青少年參與修例風波時間愈長，情緒

投入愈深。如最初青少年是不滿政府修例而遊行，當參與時
間愈久，負面情緒愈深，由不滿演變成憤怒，甚至仇恨及敵
視，思想激進者可能做出激烈行動，更會影響其他較平和的
人。他相信，參與修例風波的青少年中，部分人滿腔熱誠及
有理想，但亦不排除存在「推波助瀾」的煽動者，真相有待
執法部門深入調查。
司徒漢明認為，青少年在這場修例風波中絕對有「回頭

之路」，只要社會就事件的緊張氣氛及敵對情緒降溫，青
少年身邊再無一些激進思想者作出影響，青少年的情緒便
不會繼續完全被困鎖在修例風波中，慢慢重回正常生活；
惟前提是，這場修例風波有機會得以緩和、青少年不再被
推上最前線，眼見有大好前途的青少年因犯法而付上一

生，實在令人痛惜。

黎定基：涉及多方面因素
城大犯罪心理學家黎定基接

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過往
所指的青少年犯罪，主要是一些
童黨罪行或牽涉財物的犯罪，但
這次青少年參與修例風波而觸犯一
連串犯罪行為，與過往青少年犯罪明
顯有所不同，因牽涉政治及不同層面
等問題，情況非常複雜。簡單概括而
言，可以說是政府作出一些「行為」，導
致社會有一些「反行為」出現，但如何判別
這些「反行為」的動機及原因，需要考慮多方
面因素，包括當時社會環境、演變過程及社會分化
程度等。若要從心理學專業分析，青少年參與修例風
波而觸犯一連串犯罪行為，必須要進行一個詳細而層面廣
泛的調查研究。

曾犯事的人，是否真的要受過法
律的制裁，甚至曾身陷囹圄，才會
懂得後悔與覺悟呢？姜炳耀指出，
不少曾坐過牢的青年均不約而同直
指參與暴力衝擊者無知，「先不論

他們是否希望重新做人，正正經經搵份工；就算要
計，參與暴力衝擊是必輸無疑，打砸燒、襲警能得
到什麼？根本無數得計！」
姜炳耀認為，觸發修例風波的其中一個原因是青

年缺乏上流機會，社會亦積聚了怨氣，但更重要的
是有人以修例為藉口，蠱惑年輕人上街衝擊、打
人、襲警、放火，令香港愈搞愈亂。他反問參與的
年輕人：「其實你們有否想過及知不知道後果？你
又負擔得起嗎？你以為蒙了面就一定搵唔到你？」
他指出，每個國家或地區都有類似的逃犯移交條

例，如果沒有犯法，根本不用害怕條例，認為許多
黑暴青年根本連《逃犯條例》是什麼都不清楚，便
貿貿然將自己的前途押上，「有什麼值得呢？」

搞垮經濟 全民遭殃
他表示，曾認識3名18歲至20歲的更新者，他

們直斥黑暴青年無知，「他們（更新青年）從前曾
因吸毒、賣老翻、搶劫等事被捕坐監，你估他們不
憎恨警察嗎？但我問他們為何不去打警察時，他們
反問『為乜我要去呢？』」姜炳耀解釋，他更舉例
打劫金舖動機反而明顯，只為博取一筆可觀的金
錢，但暴力衝擊、襲警卻根本沒有所謂「贏」，而
是必輸，若然被捕坐牢，賠上前程，也賠上香港社
會的發展前景，人人都是「大輸家」。
姜炳耀說，該3名更新者，如今其中一人擔任跟車

送貨，另外兩人待業中，但他們均已改過自新，「他
們反而埋怨黑暴青年搞垮香港經濟，搵份工都難。」

■香港文匯報記者 費小燁

若政棍不再煽暴
入魔仍有回頭路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費小燁）對於有家長

懷疑子女吸毒，甚至因畏罪而
情緒大變，有青少年機構認為家長

可嘗試多聆聽及了解子女的看法，不
要太快回應及下判斷，按部就班讓他們
抒發心中鬱結，找到切入點後才向社工求
助，再慢慢解決問題。
青協副總幹事陳文浩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

時表示，根據記者的引述，阿詩的個案反映她
正面對情緒困擾。他認為，阿詩的父母曾嘗試了
解女兒的想法，亦曾就此諮詢別人意見，已做得
很好，建議他們可對女兒給予更多關心，例如更
多聆聽女兒的分享，且不要太快作出回應及分析，
而是多鼓勵，務求讓女兒先講出內心想法，「甚至
可以找與女兒傾得埋、信得過的親戚朋友與她談
談。」
陳文浩表示，若發覺女兒「有偈傾」，便可嘗
試求助社工，「不論是區內的社工抑或網上社工
也好，目的是讓他們與女兒打開話題，了解她
面對的困擾，再想辦法解決問題，最重要的是
家長不要獨自將問題承擔起來。」
他並指出，任何家長如面對類似問題
時，須注意要將子女視作正常人看待，
照樣過正常生活，盡量陪子女多作一
些他們喜歡的事並增加溝通機會，
讓子女「睇闊啲」，助他們解
開心結；有需要時可嘗試
諮詢友人意見或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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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暴派去年藉修訂《逃犯條例》而發起持

續不斷的暴力衝擊，除了令香港社會進一步

撕裂外，最可恨的是荼毒了不知多少入世未

深的青年，他們受人唆擺下參與違法行為，

走上歧途。有女大學生當初不理父母勸告，

執意與黑暴青年為伍，參與暴力衝擊，如今

卻無時無刻害怕被捕，終日生活在惶恐之

中，悔不當初；其父母更懷疑原本品性單純

的女兒，被黑衣魔帶壞染上毒癮，又因害怕

對女兒「迫得太緊」會令她走上絕路，父母

唯有向傑青姜炳耀求助，足見一場黑暴，至

少害了兩代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

費小燁

姜炳耀日前在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
時，慨嘆許多青少年慘遭別有用心

者利用，沒有想過後果便參與去年暴力衝
擊，慘成政治犧牲品。
他最近接觸過一個家庭個案，印證黑暴

荼毒的驚人破壞力，足令原本擁有大好前
途的青年陷入萬劫不復的絕路中，也透視
出家長的無奈及痛心。
姜炳耀年少時曾因吸毒與干犯多種罪行

而被判入福音戒毒所，重投社會後不但痛
改前非，後來更當上傑青，並成立一間經
營裝修生意的社會企業協助更新者。
他指，一位媽媽因為不懂處理女兒的問

題，早前透過友人找他這位曾犯過事的
「過來人」傾談，望能提供意見。該位媽
媽育有一名19歲唸大學生的獨女阿詩，
女兒十分有主見，也可說是「硬頸」，她
於去年暴力衝擊期間經常身穿黑衣、背上
背包外出。
身為父母，自然不支持其參與違法行

為，但阿詩卻以「身為這一代人，必須上
街支持」為由冷待父母的勸告，又表明不
會「掟嘢（磚）」，信誓旦旦說只是去參
與遊行而已。但結果卻是，阿詩經常通宵
達旦至翌日才歸家，頻密程度更由最初一
周一兩次，後來隨着暴力衝擊行動升級而
愈來愈頻繁。

一聞拘捕 失常鎖門
姜炳耀表示，父母曾與阿詩多次就有關問

題討論，卻總是吵架不歡而散。不過，自從
暴力衝擊愈演愈烈，警方開始加強執法並作
出大大小小的拘捕行動後，阿詩已減少

外出，常在家中與別人「煲電

話粥」，最令父母憂心的是女兒染上吸煙習
慣，經常躲在廁所「吞雲吐霧」。
有次阿詩與母親傾談期間，竟突然情緒

失控攬着媽媽痛哭，顯然她內心充滿苦
澀，卻又不願向母親道出心底話。
阿詩的媽媽慢慢察覺到，每當女兒看到

新聞報道指有人因涉嫌干犯與暴力衝擊有
關的罪行而被捕時，總顯得十分緊張，即
使一家人正在用膳，她亦馬上衝去吸煙，
或衝入房反鎖自己。

行為怪異 時而傻笑
姜炳耀指出，雖然阿詩始終不願與父母

交代發生了什麼事情，但從種種跡象均顯
示，她可能在參與暴力衝擊時干犯了某些
罪行，如今終日提心吊膽，不知警方何時
會上門作出拘捕行動，姜炳耀說：「如果
只是參與合法遊行，就不用這麼害怕
了！」更甚的是，阿詩媽媽更發現女兒的
行為愈來愈怪異，甚至有時傻笑，家人還
懷疑她可能染上毒癮。

不敢「迫得太緊」驚愛女走絕路
媽媽極度擔心阿詩抵不住壓力，再加上

毒品的影響，跳樓輕生也不足為奇，所以
不太敢向機構求助，以免將她「迫得太
緊」，只能找姜炳耀這個「過來人」傾
談。姜炳耀認為，如果青少年在暴力衝擊
期間曾參與違法行為，始終也會東窗事
發，「日日提心吊膽也無補於事」，自首
並為自己的行為負責是一個可行考慮，但
他也明白該名母親的憂慮，只希望阿詩
「識得諗」，與父母多溝通，別再將自己
「收埋」使父母更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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