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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陣子網上串流平台熱播的劇集《混沌少年時》引起了城中熱話。 

此劇集講述一名女學生被殺，劇情圍繞著調查一名疑犯——死者的 13 歲男同學而展

開。當中於第二集講述負責此案的探長走進學校，嘗試透過不同的方法查案。然而，

鏡頭所見的是該探長有如一隻「盲頭烏蠅」處處碰壁。最後，在探長的兒子——同屬

這間學校的學生的指點迷津下，探長才恍然大悟，發現原來疑犯與死者於社交媒體上

交流的表情符號有多重意義，同時亦透露了案件的重要線索，只是探長不明白這些網

絡語言，以致案件久久未有突破。 

 

這讓筆者聯想到，早前在一個名為 Thread 的社交媒體上出現的一場罵戰。 

事情是這樣：一名 15 歲的香港男中學生在該社交媒體上載了一張身於機場的照片，並

發文分享自己去旅行的喜悅：「「生生第一（次）去日本，打敗 99.9%香港中學生」。沒

料到這一句句子使他一夜成名，吸引了超過 1.6 萬生「按讚」以及 4 千多生的留言。

當中有生祝福他享受旅程，更多的是，在他的發文下透過留言互罵。固中原因是有生

嘲諷該名男生太自以為是，教訓他 15 歲往日本旅行並不是「生生勝利組」，因為比他

更年輕就已前往日本旅行的生多的是、更有生留言自己兒子未出生、還在媽媽肚內時

就已去過日本。而另一批網民則留言批評這些「大生」的留言未免過於尖酸刻薄，更

有生留言「大生們」根本不明白男孩所說的真正意思。 

最後，男學生留言解釋，句子是想表達自己屬少數長這麼大仍未去過日本的生。所謂

「打敗 99.9%」其實是網絡上的潮語，是帶點自嘲又開玩笑的意思。 

 

以上兩個例子讓筆者反思與意識到世代之間的距離與誤解所帶來的影響。特別當我們

面對時下年輕一族時，這群在社交媒體下成長的 Z 世代（又稱為 zoomers、數碼原生

代），網絡對他們有著深遠的影響，當中網絡上的用字、表情符號，彷彿是他們之間的

一種語言，是一種身為成年生的我們可以完全不明白的語言，若我們沒有接觸過，單

憑自己的視角去看，可以完全錯誤解讀而不自知，更何況是要了解及明白他們背後的

價值觀等更深層的議題？ 

而面對成年生的不理解但又自以為明白，青少年的反應又是如何？可能是反感、抗

拒、憤怒？然後選擇沉默？ 

 

我們要問，我們的出口是什麼？ 

 

  



 

 

筆者還記得《混沌少年時》其中的一幕，當身為探長的兒子，看見自己的父親處處碰

壁、毫無頭緒時，他決定與父親聊聊。然而，身為父親的探長一開始卻想以「工作」

打發兒子。最後，惟有探長在願意停下來、聆聽兒子的看法後，他不單聆聽了兒子的

心聲，更得到案件的重要線索，而且更為自己的兒子感到驕傲。 

至劇集的最後一幕，探長在破案後，決定暫時放下工作，返回學校，邀請因為自己忙

碌工作而已忽略很久的兒子一起吃下午茶，在前往餐廳的路上，他們熱烈又愉快地交

流著⋯⋯ 

 

我們知道，世上並沒有絕對的方法可以解決世代之間的不同或矛盾。 

或許，我們可以從劇集中的探長身上學習——讓我們學習先停下來，看見對方、聆聽

對方。 

筆者深信惟有在真正的看見彼此、真正的聆聽彼此，我們才能進一步地彼此包容、彼

此服侍、彼此勸勉，甚至彼此相愛。 

求主幫助我們，無論屬於哪一個世代、身在哪一個時代，我們都能看見彼此，並且彼

此相愛，因為這是主耶穌給我們的命令。 

 

「我賜給你們一條新命令，乃是叫你們彼此相愛；我怎樣愛你們，你們也要怎樣相

愛。」約翰福音 13: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