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致關愛青年人的你： 

 

過去一個月，城市經歷幾場翻天覆地的風浪，白天有時彷彿回復平靜，可是無數人內心被掀起的翻騰，

久久未能平伏，心靈的傷痛，筆墨無法言喻…… 

 

記憶中的 2017 年，空氣瀰漫着一股傘後的失落和無力感。那一年，候任特首站出來，承諾要服務本

城，領導我們邁向更好的明天。在熒光幕上，當時的她朗讀當選宣言，並刻意安排一眾年輕人為她站

台，表述青年該如何走在社會的前端…… 

 

今天，他們真的走到最前端，但媒體畫面上那些苦苦掙扎的青澀身影，都是抖動着惶恐，披戴着堅持，

而這股矛盾的力量，無非發自內心一個簡單不過的渴求——渴求一個更美好的世界、更公義的未來。 

 

為什麼年輕一代會為這片土地付出如斯汗水與淚水，以至生命？我不禁要問，作為上一代，我們究竟

做對了些什麼事，讓青年人那麼熱愛公義？明明知道後果，卻仍然為到捍衛香港的核心價值而甘願背

城一戰？另一方面，我們又做錯了些什麼，叫他們累積了如此強烈的不滿？對未來呈現徹底的失望？ 

 

村上春樹說： 「慢性的無力感是會腐蝕人的。」幾年之間，冷漠的政權、持續的謊言幾已化成一種制

度的暴力，隨時把年輕絢爛的生命毀於一旦。同時間，青年困境所激發的情緒去到極點，就會迸出集

體的反撲，因此，任何的高壓嚴懲或可治標，卻無助撫平撕裂和傷痛，只會激起更大的衝突，我們一

定不能讓暴力在社會中繼續擴散。 

 

這些動盪，也讓同輩及兩代之間出現許多仇視的言論。我想，成年人站在相對高的社經地位，傾向崇

尚制度、追求穩定的心態，未必完全理解底層(特別是青少年) 的困苦。不過，我也需要撫心自問，鏡

中可有自己？當年輕人為城市汲汲爭取「希望」時，我在哪裏？ 

 

作為一個青少年機構，「突破」早已選擇站在新世代的角度去看生命、生活、世界和未來，承擔作為

兩代之間、社會與教會之間的橋樑，盡力做好上主託付我們的工作。作為關愛青年的人，我們不得不

投入時代的漩渦中，與這一代人的窘迫連線。此刻，年輕人不需要宏大的理論，但求身邊的人用心理

解；不需要什麼專家的分析，只期望我們在地的分擔，問問他們心中的最痛…… 

 

在這段日子，「突破」可以做的很少，不過仍嘗試進入現場，聆聽年輕人的心聲，並進行了一項名為

「青少年反《逃犯條例》行動」的研究，分享對事件的關注；輔導同工則努力提供即時的心靈支援，

並與設計部推出一系列舒緩情緒的單張及漫畫，學習與新世代溝通、同行。 



 

「一個都不能少」，在青年人未去到絕望以前，我懇請你與我們一起，給他們更多忍耐和寬容，聆聽

他們最深切的吶喊；在年輕一代尚未失去赤子之心以前，讓我們赤誠地分享真理，以至他們能擁抱光

明，活出真實的自己。  

 

這是我的禱告，也是我們的承諾！ 

 

你的同路人 

 

總幹事 

2019 年 7 月 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