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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立自強的未來鬥士
――青少年的現代面貌

　　青少年給人一般的印象似乎總是衝動的、叛逆的、不成熟的、

喜歡作怪的、喜歡作對的；近來也許還加上追求物質享受、性行

為開放、道德淪喪等評價。

　　比較起來，現代的青少年似乎比成人們年輕時複雜許多，總

是有自己的意見、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喜好，許多人認為現代的

青少年難以理解，難以相處，難以教導，搞不懂這些半大不小的

孩子們想要什麼、想做什麼。而當這些青少年不顧成人的教誨和

恐嚇，堅持表現自己的風格時，對那些覺得權威被挑戰的成人而

言，青少年真是愈來愈不聽話了。

　　可是，現代的青少年和成人之間是如何產生這樣的鴻溝呢？

這需要一些仔細的分析。

青少年的尷尬處境

　　雖然青少年不像兒童一樣，被認為事事需要依賴父母，但在一

般觀念中，她／他們還是被認為年齡尚小，需要成人督導，因而不

被當成一個獨立自主的個體，不被容許做相關自己生涯規劃的選

擇。例如，在面臨選擇就讀職校或高中、選自然組或社會組、要不

要參加校隊樂儀隊、要不要重考、選讀何校何系等問題時，雖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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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常常告訴青少年要對自己的潛力和興趣有深入的了解才能做出適

合自己的選擇，還說選擇之後最好不要反悔才表示對自己的決定負

責。但是，熱心的父母和老師們通常都會進一步依自己的經驗和期

望，強勢的提供意見給青少年作為選擇的參考，要不是勸說她／他

們接受成人的判斷，就是勸阻她／他們做自己的決定。結果有時因

為這些期望和壓力，青少年在還不知道自己的興趣能力為何之前，

就已經遷就長輩的意見作了決定，更常常在已經知道自己興趣能力

如何之後，被長輩強迫放棄而轉向。

　　另外，這個社會的偏見也為青少年的人生平添了不少痛苦。

由於目前社會上對好成績的偏見仍然存在，好成績等於好學生，

好成績等於好品德，因此這些觀念帶給青少年的壓力常常使她／

他們在做選擇時必須為了堅持個人的理想而掙扎。用功讀書是絕

對受到鼓勵的，有些青少年也確實展現了讀書的才能，並且從分

數的追逐和外界的褒獎中得到自信和滿足感。然而，父母或師長

所能提供的資源，不見得能滿足青少年對各種知識的欲求；家庭

或學校所擁有的空間，也不見得能充分培養青少年的興趣和才能。

而對另外一大部分無法在用功讀書中找到人生樂趣和滿足的青少

年而言，家庭和學校更意味著責備、懲罰、羞辱，是她／他們不

願意待但是又不得不停留的地方。

　　好在這些沒有得到滿足的青少年們並沒有因為家庭和學校的資

源空間有限，就終止了學習和嘗試的過程。除了家裡和校園，到處

都有充實自己、磨練自己的機會：唱 KTV 可以發抒情感兼鍛鍊歌

喉，MTV 台有各種刺激想像的音樂和影像，街頭飆舞可以一夜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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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有線電視提供常識和互動表演的可能，談戀愛可以操練親密關

係的互動邏輯，雜誌漫畫示範美術與文學的結合，打工賺錢可以早

早學會責任與紀律，電腦網路拓展視野到全世界，在街頭閒逛可以

接觸人群了解流行，狄斯可的狂舞紓解身心，飆車可以操練四肢和

反應的配搭，舶來事物滿足好奇。不論是學校內或學校外，資本主

義商品化所帶來的各種經驗、知識和技能創造了許多形形色色的事

物，這些都能供給青少年認識現實社會、學習生活技能的管道。

　　然而父母師長常常因為疼惜孩子，覺得不應該讓她／他們太

早接觸複雜的社會，因而否認這些經驗的重要性和可能的建設性

意義。父母師長沒有想到的是，每個人都是社會中的一份子，媒

體資訊和社會生活使得每個人都會受到社會多多少少的影響，也

使得她們隨著時代進步在改變。因此，現代青少年發展出各種複

雜的面貌和活動，這正是社會朝著民主開放前進的表現。

媒體塑造的青少年形象

　　父母師長對青少年形成刻板和負面的印象，常常也和我們周

圍的媒體建構有關。

　　其實青少年雖然一直在成人的管制之下努力發展自我空間，但

是成為社會關注的中心倒還是很近的事。以往物質條件不如現代富

裕，資訊和物資都不太流通，當時的青少年也沒有很多零用錢可以

拿來裝扮或玩耍，在戒嚴體制之下，警察和法律對奇裝異服、穿著

暴露、男子留長髮等等加以嚴格取締，青少年只能以改制服、穿短

裙、爭取多留幾公分頭髮來表達自己對身體的自主。沒有機車、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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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泡沫紅茶店、沒有

KTV、MTV，但是打彈

子、冰果室、開舞會

這些簡單而經濟的方

式一樣可以是開拓活

動的空間。再加上當

時的大眾傳播媒體並

不像現在這麼發達，

新聞的報導很制式平

板，電子媒體又沒有

競爭的必要，青少年

的形象因而並不如現在這樣具體而鮮活。

　　此刻，由於報禁解除已經多年，加上有線電視合法化而且普

及，資訊傳播幾乎無遠弗屆，既深且廣。在各家電視台新聞爭相競

爭報導之下，我們看到許多令人驚喜的青少年形象，有穿著制服參

加錄影的大批男女學生、美少女選拔賽和漫畫同人誌活動中的各種

造型、街頭勁歌飆舞的嫵媚男女、染髮穿洞的酷哥辣妹；另外，街

頭或巷裡的飆車、青少年的自殺事件、青少女懷孕流產、幫派的盜

竊械鬥殘殺也都在新聞中被一一呈現了。於是一個似乎擁有共同特

質，被稱為「青少年」的族群，好像清晰可見，但是她∕他們之間

的巨大差異和個人特質卻又教人無法化約為一。由於大眾傳播媒體

大多偏好具故事性、刺激聳動、適合炒作的題材，青少年的負面形

象就在傳播媒體輪番報導和調查剖析中被強化了；人們一昧質疑批

評青少年的態度，也在這重覆的過程中被僵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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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此之外，青少年負面形象的形成還有一個基本的社會因素，

也就是法律上的定義。青少年因為還不到成人規定的法定年齡，

所以社會並沒有給青少年參與公共事務的權利，民法規定二十歲

以上為成人，才有投票參政等權利。另外關於青少年的法律條文

只剩下刑法以及其他青少年犯罪條例等等的懲戒和限制，對青少

年的限制更是不知凡幾：十八歲以下不得進入電動玩具場和舞廳；

不得購買煙酒；不得違反宵禁；十六歲以下不能考機車駕照；即

使兩相情願，十六歲以下的女孩也不能和人發生性關係，否則對

方就要被控強暴等等。在法律上，有關青少年的條文似乎只有不

良行為的界定和懲罰，這也造成了社會上普遍的認為「青少年都

很容易出問題」。

　　倒底青少年是不是很容易出問題呢？統計數字沒有說謊，青

少年似乎確實是牽涉在許多案子中。但是成人也需要多想想：青

少年所作的事情並不都是惡劣的，有許多讓成人「看不順眼」的

事情事實上並不見得那麼嚴重，成人自己的保守成見還需要檢討

呢！就算有些暴力的、惡形惡狀的青少年行為，成人也需要反省，

自己對待青少年的權威態度和嚴苛管理，是不是早就在青少年身

心中種下了暴力和怨恨的種子，造成今日的惡果。成人總是抱怨，

青少年是「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殊不知，搞不好成人

是「只要我不喜歡，什麼都不可以」的暴力權威呢！

　　總之，與其不斷的醜化孤立青少年，窄化她／他們的心胸，

惡化她／他們和成人之間的關係，還不如試著從另外一些角度來

思考青少年及其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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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低估青少年能力

　　青少年的尷尬地位以及媒體中的描繪形象都使得青少年被社

會另眼看待，是脆弱的、不成熟的象徵，因此長久以來，成人把

青少年只當作小孩子來看待，認為不需要和她／他們講理，只要

用懲罰和獎賞來應付就夠了。然而，近年來的青少年集體械鬥盜

竊殺人的事件並不比層出不窮的成人犯罪遜色。這項事實顯示，

目前成人對青少年的生活和行為能力的認知，和青少年實際的情

況之間有一大段差距。青少年犯罪之所以令人慨歎，正是因為她

∕他們所展現出來的暴力程度，以及領導、籌畫、組織分工的能

力，並不下於成人。青少年恐怕正是用一種激烈的方式來告訴成

人她∕他們並不缺乏行為能力。

　　除了在行為能力方面不被肯定之外，青少年的判斷能力和價

值觀也常遭到質疑，但是成人根本無法想像或理解青少年已經發

展出來的能力。和這一代的成人成長經驗相較，現代的青少年由

於家裡經濟條件改善，擁有相當的消費能力，針對青少年族群開

發的商品也越來越豐富。在這個商品繁雜的物質環境中成長，青

少年經常必須自己做選擇，吃哪一種口香糖、聽哪一張ＣＤ、用

哪一種顏色的口紅、上哪一個網站，都是自己切身相關的問題。

因此在商品消費市場中，青少年不但體驗到與成人一般的平等待

遇和重視，也養成了她∕他們仔細比較、詳細計劃的習慣和承擔

風險的能力與責任感，這是成人從來很少思考的。

　　其實現代的青少年大多從小就培養出照顧自己的能力。在日漸

複雜擴張的社會環境中，自己搭公車上下學、自己去便利商店和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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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買東西、自己有鑰匙進出家門、自己用微波爐準備點心、自己決

定看什麼卡通、玩電視遊樂器靠自己闖關――像這種有權利自行決

定生活的鑰匙兒，是許多父母親從沒有當過的，它卻是許多現代青

少年兒時的共同經驗。父母親和師長們若只是用自己的成長經驗來

理解現代青少年的狀況，就很容易會把青少年的獨立思考和主見，

誤認為只是叛逆不聽話的表現。

　　面對一個和父母親大不相同的成長環境，青少年必須有新的

能力與判斷力，才能適應新時代和新的價值觀。青少年那種不甘

受侷限的精神，獨立思考判斷的能力，對各種電子媒體的熟練，

和勇於嘗試勇於表現的態度，都將是未來幫助她／他們適應社會、

生存競爭的良好配備，而父母師長在這個過程中所加諸的任意限

制和打壓，也都將形成青少年成長的阻力。

自立自強的未來鬥士

　　電腦、網路發達，資訊傳播快速，國際間的距離縮小，在有

限的時間與空間裡，人與人的競爭將愈來愈激烈。現代青少年身

處在邁向國際化的台灣，面對的是快速發展的世界和無法預知的

未來，要適應這樣急速變遷的社會，青少年活潑的好奇心、開闊

的包容力、獨立的思考和學習能力，都有助於她／他們自己克服

生活中的各種挑戰，更是開創自己將來的本錢。

　　沒有人希望自己的子女在成長過程中出任何差錯，但是，一昧

的保護只會培養出溫室裡的花朵，讓青少年喪失適應社會和生存競

爭的能力；過份的關切不但忽略了青少年的獨立思考能力，還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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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培養她／他為自己行為負責的機會。青少年早晚必須面對社會，

她／他們即將（或者已經）經歷社會中的黑暗或危險，與其盡力全

面防堵，不讓任何傷害侵入，師長們還不如陪伴青少年一同成長，

一起經歷新時代的變化。如此一來，不但比較能理解現代青少年的

生活和想法，也能與她／他們一起接受新的刺激，學習到適應新社

會所該有的能力。

　　民主多元的時代，需要各式各樣的人才與能力；進步開放的

社會，不只有一種價值和標準。青少年能在這樣的環境中成長是

令人感到欣慰的，因為她／他們少了政治包袱和經濟壓力。只有

在限制越少、選擇越多、善意和鼓勵並重的狀況下，青少年才能

真正健康快樂、健全獨立地成長。現代青少年所展現的各種面貌，

正是社會進步開放、青少年得以發揮各種才能、展現自我的表現。

( 張玉芬、何春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