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性不是骯髒的事」/文：Miki、阿嫻 

 

原來兩性觀念不是鐵板一塊，會隨時間、環境和經歷而改變。感謝馬騮，一位八

十後女性，與我們分享她的轉變。 

 

馬騮記起小時候「性」在家中是禁忌，長輩一律避而不談。她的「性知識」更多

是來自傳媒，像 Cosmopolitan之類的女性潮流雜誌當年便很受中學生歡迎。 

「當時我從傳媒學到愛和性是一樣的，拍拖之後就有性。」 

 

之後拍拖，馬騮很自然地和男友發生性關係。「我初戀已有性行為，當時讀緊書

未識何謂安全，所以都好驚〔會懷孕〕。當時自己對性頗為 Casual，覺得只要是

拍緊拖和喜歡的男仔做就可以了。」 

 

婚後，她對兩性關係卻有另一番領悟，更在意性行為背後的涵意。性當中要有愛，

因為愛會為性行為賦予深刻的意義。她認為愛是持久的關係，是思想上和行為上

的接觸，當中有犧牲、忍耐；而婚姻便是彼此愛的承諾。 

 

現在，她與丈夫的親密關係是開心的，會為彼此著想、付出。而婚後的性，更是

「不同層次的歡愉」。現在馬騮不再恐懼懷孕，反而和丈夫努力想要 BB。 

 

訪問中，馬騮再三提到傳媒的影響力。她認為現在傳媒表面上是開放了，但其實

只是畫面上更強調官能刺激，或教導讀者如何更享受性生活。 「但為何要做愛

呢？背後有什麼意思和後果呢？」 

 

她表示子女日後接觸互聯網前，會先和他們來課「愛的教育」。父母是孩子社交

圈中的最重要的成員，責任重大，愛的教育應及早做好，培養孩子的價值觀。 

 

馬騮更認為學校的性教育不應將焦點完全放在安全性行為上，反而應強調性並不

是一件骯髒的事，大家應該多討論。甚至社福機構應為成年人安排不同講座和課

程，探討如何建立美好的兩性關係。 

 

「性教育不應純粹講性行為，而應該更全面地討論愛的意義。何謂愛？書本上的

只是理論，大家需要人生經驗的分享。」 

 

訪問後感 

訪問馬騮的過程中，我感到最深刻的是她提到與丈夫的親密關係。她表示體會到

做愛時丈夫不是為了發洩情慾，而是會為她著想，想為她付出，想哄她開心。我

們較少從男性的角度討論情慾，雖然現在是以女性的角度講述丈夫給予當事人的



感受，但卻令人感動。此外，馬騮提到「性不是骯髒的事」。的確，性是一件大

家都「有過，曾經有過或將來會有」的人生經驗。為何人們會對這個話題避而不

談，甚至感到尷尬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