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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曾記得看過一篇文章，形容台灣少女的特色由純情（林青霞年代）走向華麗

（林志玲所代表）；純情：這一種帶著專一、無知、信任與夢想的氣質，早已在

被後現代商品文化銷磨剩盡，我們又可以用什麼詞語形容這一代的香港少女?既

不純情亦不華麗，對世界亦不再有夢想，也許香港電影麥兜世界裡的單純、好心、

聽阿媽話、擇善固執…這些都是已經失落的香港少年的特質，只有在小豬浪漫的

卡通世界，讓我們重拾過往獨特的情懷與氣息；這一代香港少女很可能是未來「港

女」的翻版，但令人擔心的不單是傳統人性及美德的陷落，而是少男少女面對的

軟性色情媒介環境，令人性及性別角色更加扭曲甚至走向非人化的境地。  

 

氾濫著軟性色情的香港傳媒 

香港作為資本主義自由經濟的典範，商業化及消費主義在過去幾十年高速發

展，在這個人口密集人際關係異化的城市，生活充滿苦悶及壓抑，市民要追求最

深層的本能解放，才可以忘卻現實世界的矛盾和傷痛1。而性是眾多官能刺激中

是最強烈及原始的，難怪商業主義將商機擴展至這個極私人的範疇，以迎合市場

上形形式式的需求。而隨著傳播科技的急速發展，以性作為題材的媒介內容亦如

水銀潟地般滲透至每一個角落。 

 

目前廣泛地被媒介使用的稱之為軟性色情(soft-core pornography)，是有別於

存在已久以描述赤裸裸的性行為的硬性色情(hard-core pornography)，如色情雜

誌、色情影音產品等。軟性色情不涉及交合過程，但可以堂而皇之的銷售性感、

祼露、誘惑、或以非圖像的手法描述性行為，令人想入非非2。目前，軟性色情

已經全面滲透至所有媒體，針對青少年的漫畫及雜誌早已不乏有關性、色情及暴

力的內容，在網絡世界更只是 one click away；連大眾媒介如電視遊戲節目亦借助

“養眼”的美少女撐場，台慶夜現身的儘是「波濤胸湧」的女藝人。娛樂雜誌愛

比較女藝人的祼露程度，報紙充斥著風化案新聞，強姦、偷窺、性侵犯無日無之，

早已令觀眾感到麻木，失去批判的能力。 

 

更令西方學者關注的，是由媒體擴展至主流文化的性慾化現象(sexualization 

of mainstream culture)，就是性在主流文化中所佔的位置愈來愈重要，亦由傳媒壟

斷有關的論述，換言之，傳媒是主要，（若不是唯一），向新一代說傳遞與性有關

故事的渠道。在它們的包裝下，性行為已經由一種親密人際關係或傳宗接代的責

任變成隨時興之所至的消閒遊戲，可以隨時開始及結束(像一夜情)；而性感亦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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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個人身份、吸引力及性格的表徵3，與性有關的課題產品觸目皆是：玩具店售

賣自慰器、高級內衣店售賣色情內衣等，都令性慾需求從地面走到地上變得正常

化；而近年時裝潮流裡衣外穿所展現的若隱若現的乳溝、低腰褲所強調的股溝，

都是人為地製造性感，以此凸顯女性的性徵，要追隨潮流，就要認同時裝界及流

行文化背後推銷的性價值：唏！不要這麼認真，不要這麼嚴肅，儘情追求性的歡

愉，只要快樂，不談責任，不計後果。 

 

媒介性氾濫對青少年的影響 

 

媒介傳遞有關的訊息到底對青少年有什麼影響？香港在這方面的研究有

限，美國心理學家協會在 2007 年發表了一個甚為詳盡的研究報告，而不少傳媒

學者在過去二、三十年都發表了不少研究。綜合而言，傳播學認為大眾媒介可以

透過以下幾種解釋分析傳媒對青少年性觀念的影響： 

１） 涵養理論（cultivation theory）-- 這個理論認為固定的吸收媒介訊息會

影響受眾對社會現實的理解，尤其慣性收看者更容易受扭曲的電視影像支配

他們的信念，根據他們的研究，美國黃金時間的收視充斥著性題材，每小時

有 16次，其內容過份強調婚外性行為、不安全性行為等，青少年看到儘是

對婚姻欠缺忠誠、性關係隨便、女性被物化以及兩性之間剝削的關係等4
，都

會錯誤將電視的世界理解為社會現實。 

２） 另一個是社會學習理論 (social learning theory) – 這個理論認為電視及

電影內對性的論述會令青少年模仿，影響他們的態度及行為。有些時候，大

眾傳媒塑造的年輕偶像亦會成為年輕人的模範。而這個理論最強調的是認同

感（identification），若受眾覺得自己與銀幕的演員愈相似，有愈大的機會仿

傚他們的行為。研究又發現那些受媒介偶像及朋輩影響的人對性觀察較隨

便，有更多性經驗及性伴侶，以及較少避孕5。 

３） 社教化的模範 (sexual socialization model) 這個理論關心近幾十年有關

性教育的社教化過程的改變，自從六十年代性解放之後，現代人對媒介湧現

的情色影像沒有那麼抗拒，而青少年接觸色情資訊的年齡愈來愈早，男性平

均年齡是 11歲而女性是 13歲6。而社教化理論亦關心到性倫理及社會對性

規範的改變，其中有研究顯示原本反對強姦的大學生，經過長時間觀看三級

或色情電影後，對強姦的反感會減弱等7
。都反映長期及大量接觸色情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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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影響年青人的價值判斷。 

 

成長在性商品化環境的少女如何看自己的身體? 

 

由於文化及監管的因素，香港的大眾傳媒，特別是廣播媒介仍然受到較嚴格

的規管，對性的描寫仍然未能過份裸露或大膽展現。雖然如此，但性解放的思想

早已深入民心，年青人對性已經沒有什麼禁忌，性與愛與婚姻早已劃清界線，性

行為與享樂主義掛鉤，性自由被年青人看成個人主宰自己身體的自主權。而青少

年將性行為與道德及人際關係脫鉤，亦減少他們將性看作商品的罪惡感。 

 

與此同時，流行文化近年來將女性的身體商品化，亦為少女援交提供有利的

環境。流行文化對女性身軀的重點放在頭、身型、胸脯與腰肢，彷彿女性不是一

個完整的人，她的感情與身驅分離，她的性格、氣質、修養及內涵等不再重要，

一個女性的價值完全在於她的外表，在這客體化的環境，女性的個人價值與商品

市場如何評價她的身體有關，而她亦要高度依賴美容、纖體、整型等服務，來維

持其身價，意味著她們需要更高的消費能力，才能買回其自尊與自信。 

 

年青少女很少已經受流行文化耳濡目染，在西方社會出現少女厭食的問題，

在香港在這種環境下援交現象的出現是毫不驚訝的，本地少女可能在很年輕已有

性經驗，而她們對進行性行為亦不像上一代般有任何罪惡感，而她們與大多數成

年人一樣對商品社會所膜拜的名牌有強烈的渴求，援交就是一種交易，用她們所

有──日漸成熟的身體，換取她們所無──金錢或物質上的利益；與傳統迫良為

娼最大的分別，就是援交主要是自願的，過往的道德壓力令女性在走頭無路才會

當娼妓，今天的少女已經享有主宰自己身體的自由，援交對她們來說，與在麥當

奴賣漢堡飽做兼職沒有分別，分別只在於搵快錢──這亦與新一代的搵錢哲學相

近。固然傳媒鮮有提到的性虐待、性病、愛滋病及懷孕等並非在她們的思考範圍

之內。而從事援交對她們學業、事業及婚姻有何影響，相信她們亦沒有想清楚。 

 

少女援交是誰的責任? 

 少女援交這個社會現象是誰造成的？ 

  

 過往社會視年青人為資產，要好好培育及教導他們成長，現代社會將年青人

視作消費者及容易被剝削的對象，潮流文化不是要保護他們，而是要誘惑他們不

斷消費，像書展的「靘模｣寫真集及動漫節的「靘模｣攬枕，不是正利用青少年的

血氣方剛及對性的躍躍欲試而投其所好嗎？而對少女而言，形形式式的潮流玩意

亦開啟她們的無法滿足的物慾。而對少女身軀虎視眈眈的成年人，同樣利用她們

的無知及對快錢的渴求而「投其所好｣！ 

 



社會將太多責任，特別是教養下一代的責任放在家庭身上，傳媒推卸導人向

善的功能，而社會卻沒有提供足夠的支援來穩定家庭制度。事實上，在高度競爭

化的工作環境，及缺乏忠誠度的性愛關係下，婚姻制度早已崩分離析；而學校制

度亦不遑多攘，當學生的成績比他們的人格發展更重要，當所有資源放在精英班

催谷優秀的成績，學生們同樣變成考試工具，對成績平平缺乏出路的同學，唯有

自己在社會上浮沉掙扎。援交現象不過是扭曲社會生存環境的副產品，問題不是

不知因由，可悲的是在工具化的社會，很多人不覺得這是一個社會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