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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年代的人對親密關係的看法必然有差異，而現時社會大眾就經常批評新一代

「早熟」，未經深思熟慮便隨便拍拖甚至和伴侶有性關係。但輿論對「早熟」的

理解是否以偏概全呢﹖阿杯的分享值得大家反思。 

 

阿杯是一名「九十後」大專生，外表成熟斯文。她擁有數次拍拖經驗，每段親密

關係都令她對愛和兩性關係的想法有所調整和成長。「我覺得親密關係除了指家

人便是指情侶，是兩個人分享共同的經歷、秘密和回憶；他們會互相依賴，行為

上亦會較親密，如拖手和接吻。」 

 

但阿杯亦表示親密關係亦有晦暗的一面。「我們比較容易對伴侶發脾氣，因為熟

悉對方，知道對方的底線、容忍程度。有時日常生活中遇到不愉快的事情也會遷

怒對方。」 

 

今天很多青年人在小學時期已開始拍拖，阿杯亦不例外；她形容這段關係為

「puppy love」，自己未試過拍拖所以好奇。「當時也不知道是否鍾意對方．．．

他跟我說不如試下拍拖，我們就開始了。」結果未幾雙方就分手了。 

 

阿杯說較深刻的是之前一段關係。對方本來是師兄，但連續留級兩年後成為自己

中學同班同學，在對方追求多次下阿杯終於接受了他。「他自己一個人住，有時

一班同學上他家玩，見到地方好亂又無人幫他打掃，我會幫他執拾．．．似是因

為照顧他而開始跟他一起。」 

 

阿杯笑言：「當時好多人反對我們一起，而因為多人反對反而激發自己要繼續〔這

段關係〕。」 

 

由以上兩段關係可見，親密關係的開展未必全然和愛有關，而是有很多其他如好

奇心、反叛和個人性格等因素。 

 

拍拖一個月左右阿杯已跟男友鬧分手，因為後者在日常生活上對她越來越倚賴。

起初阿杯頗享受擔當照顧者的角色，但漸漸她感到吃不消。「我要經常照顧他，

朝早叫他起身返學，放學後又要幫他煮飯。」 

 

但每次提出要分開，男友都會百般哀求甚至威脅要自殺，令阿杯不忍心：「開始

時會心軟，但之後覺得煩，知道是他的手段。」 

 

直到她愛上他的好友，才狠下心腸不理他。「分手後不久我便追求他的朋友。」



結果該男士成為她現在的男友，二人穩定交往已有三年。她表示以往的經驗讓她

更懂得如何處理和維持現時的親密關係，明白愛是彼此互相包容、溝通、不放棄、

不氣餒。 

 

阿杯覺得現時社會對女性仍然有很多規範，如不應太主動談兩性關係或追求自己

喜歡的人。「男仔可能會多講一些，但都是炫耀成份居多，如「食咗邊個」云云。

如果女仔講一些較敏感的〔兩性〕話題，大家好像不想回應或追問，或根本不想

知道。」 

 

在性方面，阿杯表示自己拍拖時會與男友有性行為，但她認為性不代表隨便，而

是關係的催化劑，有著確立一段關係的意義。「我覺得性是一種肯定，能肯定兩

個人之間的關係，令我更想去維繫。」 

 

分享至此，我們深刻體會親密關係令阿杯在成長中有更多機會反思愛和性的意義，

造就了今天的她，一個成熟、勇於去愛的阿杯。其實兩性關係並不是能從書本中

學會的知識，是要透過分享和經歷去反思。我們並不是要鼓勵所謂「早熟的風氣」，

而是希望能讓大家從新的角度反思年輕人對親密關係的態度。 

 

訪問後感︰ 

在完成與阿杯的訪問後，讓我反思到社會外界對青少年的看法。阿杯在訪問中曾

提及「性」仍是社會不太願意觸及的話題，而這種存在禁忌的風氣引致「性」給

人一種負面的感覺。因此很多人都避免去談及性，以致學校對學生及家長對子女

的性教育都不足夠。再推進一層想想，現時青少年的「早熟風氣」是否與社會對

性的觀念有關呢? 

 

再者，從阿杯的分享當中，我更明白到早熟並不是完全負面的，更重要的是如何

從小時候到長大的關係當中去學習、反思。像阿杯便學到要忠於自己的感受和需

要，遇到不適合的人就要盡早「斬攬」，不應拖泥帶水。 

 

事實上，「早熟」也能是促使成熟的過程之一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