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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出頭天社會不一樣？

從多角度研究梅艷芳的一生

香港社會中的女性地位日見提升，衝擊着
男性主導的社會，產生不少的新現象，是社會
學研究的一個新議題。鄭宏泰、黃紹倫的《女
爭》（香港：三聯書店，2014年），是一部介
紹香港女性爭取平權歷程的書籍，其中討論了
女性〈爭不朽〉的一章，以梅艷芳為研究個案
，令讀者看到一個成功女性面對身後事的決
定。

梅艷芳沒有進入婚姻制度，以單身的身份
走完一生，明顯並非她本人所願見。恰好相反
，她的一生看來熱切渴求愛情，組織家庭，生
兒育女，卻最終無法開花結果，令她引以為憾
。此外，她與親人的關係欠佳，先與兄長對簿
公堂，感情疏離，後與母親亦因抗癌基金事件
，令母女之間心存芥蒂。

由於演藝事業能為梅艷芳帶來巨大的財富

，乃至母親等花掉的，其實只屬九牛一毛，她
名下的財產仍屬天文數字，照理不會影響她的
生活保障。事實上，自八十年代紅起來後，她
的收入豐厚，毋須憂心生活問題，反而一直因
為愛情無法開花結果而令她感到遺憾，而她英
年早逝，相信乃她意料之外的事。最後，她選
擇以連場演唱會作為告別儀式。無論如何，她
在短短20年間積累下來的龐大財富，成為了她
死後能夠大造慈善、遺愛人間的極重要財政基
礎。

作者們推斷，由於香港婦女地位日漸提升
，在職場的不同崗位中盡展所長，自然有利其
取得財富，建立個人事業。由於全力投入事業
，或是寧可享受單身生活，不願結婚，出現了
沒有血脈的情況。她們或會感到將遺產捐作慈
善用途，可以為人生留下一點印記，梅艷芳正
是這類成功女性的典型例子。本書由文化研究
角度初看梅艷芳，亦從社會學角度再看梅艷芳
，研究她有如此角度，她真不愧為我們時代的
超級巨星！

香港通識教育會 李偉雄

時下女性教育程度提升，就業機會與工資日
增，社會經濟地位提高。不過，坊間有人質疑，
會否帶來連鎖效應：加劇貧富不均，增加世代貧
窮，以及削減了跨代上流的機會。

為何教育普及化會加劇貧富不均呢？有人認
為，原因很簡單：一方面，收入高的女性， 「向
上嫁」之後，雙職家庭收入肯定比以前好。另一
方面，由於就職婦女日多，男性的選擇增加，可
以娶到職位較高、收入較豐的女性。舉個假設的
例子，以前女醫生較少，不少男醫生娶女護士。
現時，女醫生增多，男、女醫生結婚的個案增加
。他們組織的家庭，收入一定高於男醫生娶護士
的家庭。另一方面，女護士 「向上嫁」機會減少
，她們組織的家庭，收入自然及不上 「向上嫁」
的家庭。換句話說，中產階級貧富不均，愈發加
劇。

生育後機會不如男性
由於留在家中撫養子女的成本大增，許多職

業婦女不願多生孩子，一個起，兩個止。高收入
家庭寧願集中資源撫育子女。有意見認為，這帶
來兩個影響：（1）在職婦女寧願犧牲事業更上
一層樓的機會，花時間培育子女成材。是以許多
未婚女性，賺錢多過男性，但結婚生育之後，升
級機會往往不如男性。不少機構的高層，依然男
多女少。（2）在職婦女的子女，與父母關係親
密，自小見多識廣，贏在起跑線。婦女地位提升
，提高了新一代的 「質素」。高收入家庭的下一
代，少之又少是 「廢青」、 「宅男」。反之，他
／她們自小周遊列國、學會彈奏樂器、懂多國語
言，周身刀，把把鋒利。

過去的教育改革，往往向高收入家庭的學生
傾斜。中、低收入家庭的子女，即使有政府各種
津貼和獎助學金，亦不足以收窄貧富差距。他們
的 「其他學習經驗」遜色，見聞狹窄，沒錢補習
，光靠埋頭苦讀，已不足以考取最優等成績，難
以進入第一流的本地或外國大學，加上大學學位
貶值，沒有父母的人際關係網，他們大學畢業後
，都難以像高收入家庭的子女般獲得高薪厚職。
由是，家庭收入貧富不均，變了世代相傳。中、
低收入家庭的子女，要向上流，要社會經濟地位
高過父母，愈發困難！

香港樓價高企，更加劇世代貧窮。雙職高收
入家庭，很快可以供樓，還有餘錢花在子女教育
之上。中、低收入夫妻，供樓已經去掉大部分收

入，還有多少餘錢花在子女的教育之上呢？他們
的子女，怎能跟前者學業上競爭？於是，有樓階
層愈富裕，子女教育愈好，學成後更易找到高薪
厚職，和高收入異性組織家庭。沒樓階層的子女
，只能幹中、低收入的工作，和中、低收入人士
組織家庭，子女向上流的機會更低！由是世代相
傳，中產階級亦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矣！

地位提升致離婚率增加
根據統計數據，若把家庭收入分為四等分的

話，最低收入的四分一家庭，離婚率由1981年的

2.8%升至2011年的25.6%；需撫養子女的單親家
庭，由8.8%增至29.0%，反而最高收入的四分一
家庭中，由4.2%跌至3.4%。可見，婦女地位提升
，導致離婚率增加，低收入家庭的子女受打擊最
大，他／她們跨代上流的機會大減。高收入家庭
縱使離婚率提升，對子女的影響也較輕微！是耶
非耶，還是應該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為宜。

更令人憂心的是，上述的現象，並非香港獨
有，許多富裕國家和地區都同病相憐，極難解決
，至今仍沒有良方！

關心港青的問題，不能不提他們的婚姻狀
況。港人於2013年結婚數目為55,400宗，男女的
初次結婚年齡中位數分別為31.1歲和28.9歲。當
年，15-39歲未婚男港青有807,800人，佔72.8%
；15-39歲女港青未婚有824,100人，佔59.1%，
是從1996年的50.0%上升到的新高。也就是說，
未婚女港青持續增多，這間接造成港產嬰兒數
目持續低迷。

據香港青年協會2014年調查發現，認為會
結婚的港青亦降至80.4%的新低。與此同時，因
香港婚禮支出和房價持續上升，愈來愈多港青
選擇不買樓、不辦婚禮、不買婚戒直接註冊結

婚的 「裸婚」；當然也少不了情侶選擇半裸婚
，免去擺酒和蜜月，婚後租樓或與家人同住。
香港明愛向晴軒於2016年初對474位港青進行調
查，發現五成以上24至33歲港青月薪介乎一萬
至2.5萬元，其中有65%接受沒有自置物業和不
擺宴席的半裸婚；港青婚後與家人同住的情況
，看來比過往已較為普遍。

另一方面，香港家庭計劃指導會於2011年
的青少年與性研究調查顯示，接受不註冊結婚
而同居的18-27歲女港青有69.9%，男港青則有
79.5%；因有二、三成接受不婚而同居的港青，
從而亦影響了港青整體的婚姻數字。香港青年
協會綜合12次的調查發現，認為自己會生兒育
女的港青佔68.4%，比率自2009年起持續下降；
反過來說，已有三成多港青認為自己不會當父
母，這亦影響港產嬰兒的數量。再者，與八個

地區相比，港青不想生育孩子為12.6%，是比率
最高的地區。

離婚方面，香港自2009年起離婚率持續上
升，2013年的離婚判令數目為22,200宗；同年粗
離婚率為每千人3.1宗，與1996年每千人1.5宗的
粗離婚率相比，比率增加超過一倍。傳統華人
的家庭觀念是 「成家立室，生兒育女」，可是
港青因為難以負擔昂貴的房屋，對於組織家庭
卻步，部分港青更選擇遲婚或不結婚，甚至不
生育；加上，全港離婚人數上升和近年愈來愈
多青年接受性小眾的觀念。這些都會令香港未
來新生嬰兒進一步減少，長遠地對香港人口結
構有更大的影響，不知特區政府和相關機構有
否早日籌謀，以推動更多港青建立家庭和繁衍
下一代？

教聯會副主席 胡少偉

未婚半裸婚與不生育

教育程度提升 職場大執位

起跑線與特權說

港人離婚率全球第九
統計學上，離婚率就是將某年所有離婚數字，除

以該年的結婚數字。現時，美國的離婚率約為50%，
即每兩對新婚夫婦，會有一對離婚。2014年，香港的離婚率是35%
，即每三對新婚夫婦，一對不能白頭偕老。由2012-2014年，香港
每年都有超過二萬多對夫婦離婚，離婚率已是全球排名第九，且不
斷上升。更值得注意的是，在1990年代，較高學歷人士的離婚（分
居）比例較高，以50-54歲組別人士為例，擁有大專學歷者最高，
達2.5%。可是，到了21世紀，離婚（分居）比例最高的，卻是小學
程度或以下學歷的人士。

怕受歧視 婦女不敢離婚
1990年前，離婚率較低，皆因離婚婦女仍受歧

視，加上婦女工作能力和機會不及今天，離婚後，
生活質素大降，故而等閒不敢離婚。何況，一、兩代前，男女平均
壽命都在65-75歲。婦女20多歲結婚後，忙於生兒育女，子女長大
後已經40多歲，十多廿年後便壽終。許多婦女忍得便忍。今天，男
女平均壽命達80-86歲的，比比皆是。子女長大後，還要共對30、
40年，許多夫婦無法忍受對方，加上 「無過失離婚」（no-fault
divorce）盛行，離婚婦女不會遭受白眼，離婚率因此上升，肯定會
增加獨居老人的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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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收入家庭寧願集中資源撫育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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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鐘暮鼓，不可不敲。遺憾
的， 「贏在起跑線」猶如百足之
蟲，居然如亞米巴變形蟲，被改
成 「沒有起跑線？」而在電視特
約節目大放特放，最荒謬的甚至
是什麼贏在肚子裏，這些中了毒
咒的意識，經過無節制的網上廣
發，以至傳媒煞有介事的報道，
又一次成了話題。有關奶粉商又
贏一仗，但香港社會的反智再添
一例。

筆者不止一次指出，什麼 「
贏在起跑線」實為商業噱頭，害
人不淺。這句廣告語是精密的廣
告布局，其用意旨在鼓動、驅使
一些家有幾文錢的家長，尤其是
算得上有學識有見識的去搶去爭
，以免被拋離，變落後。於是，
一場永不休止的優勢追逐遊戲開
始了，為入名牌大學，於是爭入
精英中學，於是鬥快入名牌小學
，於是搏入著名幼稚園，其結果
就是為什麼不是生在富爸爸富媽
媽的家？難以想像的是，這種荒
謬可笑的出身論，竟然在教育高
度普及的香港，物質豐裕豐盛的
社會流行再流行。得益的，到底
了追得到的家長及子女，還是商
業利益鏈的人們？在這種層壓式
的生活環境下，財富、名利似乎
決定了人的地位，香港，以至許

多高度競爭的地方，其青少年又
會有多少笑容與鮮花？

到底是學界善忘，還是 「高
人一等」的心理作祟？年前，中
西區有小學以鼓勵高額捐款而獎
勵學生獲得校長同午膳機會，報
道一出，輿論即予口誅筆伐，校
長急急澄清，並予以更正。

想不到，事隔兩年，又有學
校鼓吹特權並准享特權，這次據
說還是家長提議的。讓學業分數
高的學生，可以有權不穿校服，
而改穿便服上學，又可以帶玩具
上學，甚至不用與一般同學一樣
排隊。這絕對是反教育的意識，
這是醜陋的，炫耀式的做派，完
全要不得。不好聽講句，日積月
累，耳濡目染，同年級以至低年
級學生學到的，就是這些同學就
是不一樣，可以大搖大擺，可以
在校招搖。享有特權的同學，更
加會是自我感覺良好，自以為真
的與別不同，不時飄飄然。故作
聰明的提議，以為可以促使人人
搶先好表現的，結果可能是個個
為了有特權！

這，就是學界聞之色變的洗
腦！也就是荼毒人心。如果說，
起跑線是商業炒作、願者上鈎，
這次的 「特權卡」實是明碼實價
的特權交易，無教育意義可言。
應該受到批評以至唾棄。當然，
這也是一個通識課題，值得中小
學師生以至社會人士討論。

呂少群

▲ 「贏在起跑線」 被改成 「沒有起跑線？」 ，又一次成了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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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提升，就業機會
與工資日增，社會
經濟地位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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