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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代香港人》

内容概要

香港有四代人，生長於戰前的是第一代，依次直推至1990年誕生的第四代。呂大樂以精闢的透析力和
高度的概括力，道出四代人的精神面貌，並令人不無警惕地指出，在安分寬容的第一代陸續退下舞台
之際，「戰後嬰兒」卻未能為下一代提供更開放、更公平的環境，以致第三代人深感出頭無期，而第
四代人打從開始便是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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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代香港人》

作者简介

呂大樂，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教授。近著包括《香港中產階級處境觀察》、《山上之城：香港紅十
字會的故事》、《階級分析與 香港 (九八增訂版)》、《誰說家長一定是好人》、《中產好痛》、
”Consuming Hong Kong”、”The Dynamics of Social Movement in Hong Kong”、”City-States in the
Global Economy”等。趕上五十年代的尾班車，認為生命還有許多過癮之處的新中年，童年最美好的
回憶來自北角公共屋村的長廊；填鴨式教育制度的倖存者，熱愛並相信足球；中文大學社會系教授；
儘管五音不全，但擁有多項其他特長，包括自嘲，講笑話，文化分析和社會觀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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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代香港人》

精彩短评

1、一本近來無數人討（爭）論的書，但我相信當中不少人是根本無看過或者是帶著偏見地讀！最觸
動我的，不是對所謂第四代的討論，而是對第一代人的感激以及作者身為第二代人的懺悔。
2、很好
3、扩充成中篇小说好不好，吕老师 
4、粗粗浏览了一遍，有关香港的不少疑惑似乎有了解答。
5、写第四代的部分如醍醐灌顶
6、表面上，世代之间相安无事。其实，世代之争即将爆发。安分的第一代人陆续退下舞台，已经开
始长出银发的「战后婴儿」反而毫无倦意，继续指指点点。内地、台湾的三十世代意气风发，香港的
确感到出头无期，生活艰难。至于第四代人，他们打从开始便是输家。
7、虽然书本很薄，售价也＄30，花了我在商务一会儿的功夫就读完了，但确觉得值得读。
8、世代何以可能？何謂一代人？如何或捕捉或建構或敘述一種有效的代際共同觀念？對每一個社會
學者喝歷史學者來說，都是艱巨的任務。呂大樂完成得很出色。
9、大学书店买的，买单的时候店员说这本卖得很好。但是觉得谈得很浅层，只是把四代香港人的不
同归于性格原因，anyway= =
10、小書過於集中描寫四代人特質和大環境的互動，卻對「大環境」到底怎樣變動的問題過於輕描淡
寫。此外，全文亦過於以「第一代」和「第二代」的角度出發，到底第三、四代心裏怎樣想？價值觀
怎樣改變？這些問題都很少談及。或者此書是向第一代人所致敬，但若從「天星事件」談起，卻又不
談論「(部分)第四代人在想什麼？」則略有所失。如果說第三、四代人仍然在按照、重複嬰兒潮世代
的模式，這樣若價值體系不改變，即使第二代人真的退下來了，世代矛盾亦只會轉移，而不會消失。
11、其實我只特別喜歡論述第四代人的部分。
12、第四代人一齣生就輸了。
13、篇幅不長,短短3-4頁講述一代人,有保守有大膽闡述,外在環境少提及(其實在香港是很影響每代人的
局)而是內在環境及人性方面分析,有些沒注意的也可找到,還不錯
14、60几页的小册子本来是不能作为一本书的，四期在明报上连载的合集。观点很新，但也许是篇幅
所限，很多结论缺乏支撑，也无怪乎之后有不少人会攻击这本书的观点。对想了解香港的人来说，这
是个不错的引子。
15、professor极力推荐的「教科书」，虽然不能完全赞同时代论的观点，但由于很快就能翻完而且确
能有所启迪所以还是推荐一下吧~
16、好薄。清晰。
17、每一代人，不同的特点
18、\'
ol
19、四代人的道路，都佈滿了第二代戰後嬰兒的足跡。作為戰後嬰兒的一員，作者回頭反思第一代任
的精神創舉，反襯出戰後一代的自滿與疏忽，可謂通透。
其實歷史總有相似之處，如果將現實政治的大事件及其影響的時間抽離，中國大陸可能就會取代香港
，成為本書的主角。至少，人們能體驗到“四代”在中國大陸的“推遲”演現，這種感官并不需要腦
洞大開就能在人們腦海中浮現。
只可惜，在2014年華人社會發生驚動全球的大事件后，本書未能及時更新梳理抗命世代的來源組成，
及其面臨的時代環境。倒反是cochina雜誌敏銳的捕捉到這條線索，做出一組信息量大的稿件。
20、Prof.Lui對於社會的分析,對香港的看法常是出乎人,止乎人.看他寫了"這些人經歷了這些事",對人的
心理變化探索至微;但他又常說,大環境如何滄海桑田,--其實環境在他的行文里是極其抽象的.他從來不
說,究竟變了什麽.= =|||這是我對他的學術唯一的好奇.
21、理解与参照
22、我是第4代的香港人
23、大陆与之对比，好像总比香港晚了一代，但是代际之间的代沟，又似以更快的速度在扩大。
24、第一代与第四代人都是独立说，唯独第二代与第三代人不得不放在一起说，说到底还是个地产霸
权的问题，如今的财阀大约都是战后婴儿，他们垄断了社会资源，社会流动不易，第三代出头也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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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代香港人》

。vintageHKU, vintageCU,真是讽刺...
25、默默奉献的战前第一代；竞争但自我的战后婴儿；实在但不出头的三十世代；物质优越但缺乏个
性的76,、80后。
26、很短小 很抓重点
27、Carol推薦的書，關於香港人的文化認同。
28、从我们这代人生活过的岁月中, 整理出我们感受得到却说不出来的生活中的道理。
29、呂大樂教授的一本薄書：“三十世代”見盡那些政客的嘴臉，在政治上，很難發展出一份信任。
見過血腥鎮壓，瞭解理想主義脆弱。意識形態很不實在，同時也缺乏吸引力。跟“戰後嬰兒”相反，
他們着重微觀，這個人是否可以信任，較一切甜言蜜語來得重要。——聯想到近期香港政治風波，覺
得頗為貼切。
30、一本小书，读完很慌。不过不喜欢按照出生年代划批次的方法，又不是生产香肠。
31、写得真好!哎~吕大乐当年开的关于足球的书通听说很有趣很火爆,我却一次都没有尝试去听过...
32、这个四代划分稍作调整后其实也可以用在内地，或许还可以用在许多其他国家和地区。之所以这
样讲，是因为我想把它看成一个普遍的问题。我认为，如果仅仅是从本土意识的角度去检讨这几十年
代与代的问题，容易越看越无助，越看越消极。事实上呢，不可能什么坏都遇到，也不可能什么好都
占尽。时到如今，虽然物质丰富了，但我想，我们依旧在解决生计问题，这也是值得我们重视的问题
。“清高到不问饮食男女，一味关心国家大事”，这不是一种健康的生活状态。
33、把香港人分为四代...体现出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下...每一代人所具有的性格特点都有所不同...环境
对每一代人的影响极其巨大...按分类...我算是第四代...虽然作为大陆人...但由于生活环境渐渐相近...我
能体会到书中所说的第四代人“个人性格是奢侈品”的这样一个说法...
34、论文的参考文献
35、講一二代比較好看。到四代，作者好像不太了解。
36、繁榮不僅僅是總體的指標，後繼的發展潛力和空間會更有說服力；
並且，沒有誰是不可取代。
37、根拠なし、でも読み切って心地よくなって。
38、对76后的第四代，个性是一种奢侈品
39、其实这些问题和国内也差不多。。。只不过我们的发展是从那80年代开始的，他们是二战后
40、很薄很薄的一本小书，就要30块港币，但看完还是能让人觉得这份钱还是花得值的，看看香港人
自己怎么给从二战前到现在四代香港人的定位和评价，用这作为认识香港的基础，会对香港的人和事
有更深刻的理解。
41、好薄的書
42、写得挺好，可惜只是描述，没有test，且文学味多于学术味。
43、适用于内地。
44、很有趣的小书本，把四代香港人的心路发展写出来。不能说作者的判断完全准确，可这种介绍、
说明社会代际特性的小书还是值得一看。
45、可圈可点的一本“小书”
46、社会成就了个人，还是个人成就了社会？比起“战后一代”，也许第四代香港人的首要任务不是
开放，而是生存。
47、个人拥有的第一本独立出版物；是现象的观察总结。其实并不仅适用于香港，同样适用于内地。
48、很多人会跟我说香港的故事，其实他们不是在告诉我香港的故事，他们是告诉我他们在什么位置
讲香港的故事（搞不好自己都有点绕进去了...）
49、我是第四代香港人
50、90后会觉得作者的立场很亲切。用繁体做了点笔记，体会到为什么人大大学语文课会有老师要求
期末用繁体字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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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代香港人》

精彩书评

1、昨天在港大的书店里站着看完吕大乐的《四代香港人》，书很薄，可算作一篇长文，不经意间便
翻到了末页。“四代”香港人。第一代是五六十年代移民高峰到港的一辈，这时的香港在他们眼中只
是个不得已的穷白避难所，这代人带着“难民”心态逃到香港，怀念着省城（广州）和上海的生活，
但同时，因经历过战灾，他们特别勤奋、知足，甚至忍让。第二代是第一代的孩子，即“战后婴儿潮
”那代，吕大乐也属此辈，这些孩子听着长辈的故事长大，却感觉它们遥远不可理解，就像第一代在
他们眼中的一样老旧，他们是第一代真真正正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因着第一代的容忍和时代的机遇，
他们有着二次、三次、四次的机会，他们充满年轻的激情和狂妄，仍旧勤奋，是他们创造和见证了香
港的繁荣，他们骄傲、满口道理，他们曾是最有为的年轻人，现在却又成为了最固执、最自以为是的
长辈。第三代被吕大乐称为“不出头的三十”一代，这代人受着第二代的挤压，机会很少，对生活不
敢也不可抱高希望，他们无法像第二代般张狂，现实已经足够他们忙，楼是买不起的，升职的机会已
夭折于第二代的不言退。第四代是第二代的孩子，正是现在的年轻一代，这代人是真正在富足的生活
中长大的香港第一代，良好的教育、多元的课外活动陪伴他们成长，但是他们却又是在第二代的阴影
下长大的一代，他们的生活似乎多彩多样，他们的教育大环境似乎容许他们有多元的爱好、兴趣，可
是他们只能接受唯一的那套价值观，第二代在经历波折终于胜出后得出的那套道理——目标在于在竞
争中获取胜利，考试获取高分完成学历参加课余活动丰富履历统统是手段，都是为了在竞争中拥有更
强的装备。第一代经已退出舞台，第三代也似难吸引眼球，社会关注的实为第二代和第四代，一代占
着要位，一代本该是希望。吕大乐斥责第二代的不是，他们压抑年轻人，他们忘记了自己年轻的莽撞
却深记得现实的胜利秘诀，然后一如既往地自我膨胀；又深为第四代的无法崛起而可惜，这代人已长
得那么的“成熟”，像极了第二代，他们聪明却又无比现实，很早就学懂了社会的游戏。第四代和第
二代间没有代沟，因为他们间的价值观是那样一致。然而，若一个社会只有那个统一的价值观，年轻
人不再反叛，这个社会还如何谈理想，谈发展，谈进步？正是这样，吕大乐才那样地强调第一代的“
忍让”，那样地规劝第二代记着第一代的宽容，记着自己成长时有过的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机会
。可是，这又谈何容易？别忘了，在那第一代所生活的香港，大家都是一穷二白的人，穷得只剩忆当
初和想未来，“现在”毫不吸引；可现在的香港那样繁荣，繁荣得第二代对自己的努力成果珍惜不已
，而在繁荣中无忧长大的第四代也不需要主动找乐的创作激情。如此特征的第四代香港人，不能不让
我想起T多次提及的我们大陆学生的“早熟”。我顺口地答道，那是现实所逼，温饱了才谈得起理想
。可这又是哪方的“现实”？我们中的多数早“温饱”过度了，我们是真正享受着改革开放成果长大
的一代。而在那真正的饥饿的年代，青年满腔热情，深信理想。其实，这正是那“无”的巨大吸引力
创造着年轻的激情，从无到有的发展历程是怎样充斥着无限的可能，是怎样的激动人心！那时没有面
包，甚至不知道面包长什么样，但正因此，每个青年都在寻找自己的面包，对面包充满期待。可是，
当面包已占了主位的今天，又要谁去奢侈地毁掉它、扔弃它，而去制造新的面包？理想，实在是奢侈
的；拥有者除了无穷的活力外，还得先看到变的需要和机会，需要社会容得下另一套价值观。
2、如果陳冠中的《我這一代香港人》帶給香港文化界的，是皆得利益者的懺悔精神，呂大樂的《四
代香港人》，則在其基礎上，拓展了世代矛盾的討論，並將關注「香港人」的討論範圍，往回擴展到
戰後來港打拼的一代，亦即「二、三年級生」（二十及三十年代出生者）。可望在不久的將來，代與
代之間的恩怨情仇，將成為港人琅琅上口的新香港故事橋段。呂大樂由他父親的去世，回憶起成長中
父輩的生活片段，反思「二、三十年級生」的位置。由難民心態發展出來的價美德：克苦、安份、重
視成就下一代、開放，造就了香港其後的發展，其實才是香港的核心價值。在此基調上，他進而討論
自己所屬的嬰兒潮一代的精神面貌如何轉變，代與代之間的互動衝突和社會事件如何塑造其後的「三
十世代」和今天仍未成年的「第四代」的精神面貌，預言了香港在未來幾十年的困局。《四代香港人
》對長輩懷念，為後輩不值，面對自己則自省甚至有點懺悔意味，因為現在香港的問題，在這位嬰兒
潮眼中，都是他們第一代的錯。他們忽視了父輩第一代大智若愚、為嬰兒潮一代架好舞台的開拓精神
，兼有一種自我中心的傾向，蕭伯納的名言「三十歲不信共產主義是沒良心，三十歲後仍信的則是沒
腦筋」，體現在他們身上，正好勾勒出被壓迫者在建制中嚐到甜頭後的質變，將前人的開放風氣轉為
保守，反理想主義，成也嬰兒潮，敗也嬰兒潮。這也是本土文化成型之一代，他們把自己當作第一批
開拓者，「我們的香港」，惡果由第三代「三十世代」直接承受。他們對香港的認同更多來自本土流
行文化，多少能理解上一代的精神價值，但在社會上卻遭「香港夢」欺騙，明知很多才幹勝過嬰兒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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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代香港人》

，卻因人口結構而上位遙遙無期，還要經常受到前輩以「獅子山精神」來「勸勉」要忍耐，久而久之
而有年前《香港的鬱悶》尖刻憤懣的反唇相譏。在這樣的氣氛下，二、三十世代多對前景感到暗淡，
生兒育女成為高教育水平階層的禁忌，積極向前的信心消磨殆盡。這趨勢在「八十後」一代，嬰兒潮
的子女身上延續。被視作溫室中的花朵，肆意裁培，百般塑造，愈發是嬰兒潮價值的接班人，卻獨獨
丟棄了可貴的個性和開創精神，絕無法超越前輩。一切猶如馬奎斯的《百年孤寂》。由戰後至今，香
港都迷惑於一種「進步情意結」，明天會更好。但代與代之間的競爭，本質上就不是優勝劣敗；當前
的怪局，在於可見將來仍會由嬰兒潮一代繼續把持各界領導位置，變革以勢將以他們為中心，窒礙了
香港社會的世代流動和轉型。在嬰兒潮以後的，無歷史感而只知超越上一代的成就，而因無處上不在
的上一代痕跡而感到壓抑，不斷逃避。並非嬰兒潮本質沒有這個問題，而是他們根本不把第一代放在
眼裡，自視為先行者，起碼沒屈到病。「Can do精神」曾是自我完成預言，而今一看，卻成了自我解
體預言，空留下「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斬荊棘⋯⋯」的開創精神，後人卻無法繼承，教人掩卷嘆息
，細說從頭，仿佛一切都早已鑄刻在人口結構之中。即如第一代人的克儉，也脫不了去國懷鄉的無根
感，一切都服從經濟規律，文明因素，在此地真竟如此稀薄？始作俑者中人出來懺悔，當然可貴，但
我們看到有人以該論述為「容易的出口」，拿來宿命論就合理化自己的消極。在時間之河上，只顧指
責污染水源者，不如另謀解藥，就是放下獅子山下式的舊「香港夢」，面對歷史而走我們自己的路。
人口結構已註定香港無法再過經濟不斷增長、全民發達的路，唯有多元價值，能解脫「發展」的虛幻
，這在《我這一代香港人》曾清楚提到，只不過絕少為人注意而已。這也是悲劇。
3、《四代香港人》呂大樂表面上，時代之間相安無事。其實，時代之爭即將爆發，安份的第一代人
陸續退出了舞台，已經開始長出銀髮的「戰後嬰兒」反而毫無倦意，繼續指指點點。內地，台灣的三
是時代意氣風發，香港的確感到出頭無期，生活艱難。至於第四代人，他們打從開始便是輸家。戰後
嬰兒潮1946-1965第一代是上世纪2.30年代出生的。第一代人总是为明天的生活而担忧。个人享受似乎
从来不在他们的议程之上。第一代人有他们保守，专制，不懂沟通的一面，这是肯定的，但另一半是
其实他们比较后来任何一代人都能忍。如果他们曾经想过要规划未来，那大概就是想办法给【后生仔
】提供机会，给他们推一下。【当你经历过更容易让人感到悲观的环境后，你会懂得在任何情况之下
都保持希望。你们这一代人，其实没有资格悲观】第一代人有我们其他几代人所缺乏的一份平常心。
【战后婴儿】是很奇怪的一代人，尽管他们也许未有真正长大过，但现实却是这一代人拥有支配的地
位与能力。战后婴儿自相矛盾。他们经常自觉或不自觉地以自我为中心，而且还要自以为是，有种指
点江山的傲慢。【战后婴儿】一代共同个经验有三点，第一点是他们认识众多。第二点是他们在一个
拥挤的竞争激烈的环境里长大。（在参与淘汰考试的过程中他们渗透了两大人生哲理，一是淘汰考试
的过程是一场游戏，二是尽管游戏的内容与规则本身百般不是，但最重要的是成功通过测试，然后领
取奖品。---为竞争而竞争。）第三点是他们曾经是上一代人既害怕但又把未来寄托在其身上的对象。
现状不少已晋身社会精英层的战后婴儿却好像至极的竞争激烈的现实，而忘记了竞争过程中公平与公
开的另一面。他们会强调竞争本身，但却忘记了竞争背后应该是要达到一个meritocratic的制度。第三
代人。没有考过升中试的平庸的一代。1966-1975【三十世代】【三十世代】成长于现实政治的时代。
第四代人，个人性格是奢侈品。1976-1990他们属于香港近代历史上物质罪充裕的一代。但这不等于说
他们比任何一代都要幸福。第四代人总是无法摆脱来自爸妈的紧密监视。第四代人是在一个很特别的
生态环境里成长的。大环境不再容忍late developer。现在，成年人做很多事情都反映出一份不信任。第
四大人需要提早进入成年人的世界，生活模式，价值系统。他们要满足别人对他们的期望。一起都是
为了应付现实的需要和成年人的要求。当然，可以想象，成年人却总嫌他们不够成熟，而且天天投诉
。在第四代人表达自己的想法之前，周边的成年人已经结束讨论。有时候，他们连叫暂停的机会也没
有。
4、我的父母是第一代人。虽然他们并不是香港土生，却（始料不及的）在这地方待了大半生，见证
这社会从战后重光到走上工业化，再而踏上小康道路的历程。他们沉默、低调，有时（或应该是说经
常）十分固执；战争经验——走难——对他们的生活态度有深刻的影响。p15但无论在战争中有无角
色，最后的胜利得来不易。战时动荡不安，尝尽人间悲欢离合，喜怒哀乐。而战后的情况更是困难重
重。在国家层面上，抗战胜利不久之后，又陷于一场内战。在个人层面上，战后家人团圆，重新生活
，但搵食艰难，物资匮乏。我总觉得，那一代人在生活上的一切（一个面向是节俭、刻苦、不浪费、
量入为出、认真、脚踏实地、做事亲力亲为、守时、把希望寄托在儿女身上等，另一面向则是固执、
过分紧张、重男轻女、孤寒、害怕开罪权贵、忍气吞声等），都是来自他们逃避战乱、在逆境中求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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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代香港人》

的经验。p18他们对未来生活的信心从何而来？难道他们没有试过觉得前路茫茫，不知如何是好的吗
？他们的乐观本来就是一种逃避吗？父亲曾给我这样的答案：“当你经历过更容易令人感到悲观的环
境后，你会懂得在任何情况之下都保持希望。你们这一代，其实没有资格悲观。”第一代人有我们其
他几代人所缺乏的一份平常心
。p25-------------------------------------------------------------------------------------在战后成长的几代人当
中，以“战后婴儿”算是生得逢时。在人口结构上，他们的上一代人因为战争的关系而人数较少。更
重要的是，他们踏足社会之时，遇上经济快速发展，而且产业结构逐步转型。结构转型而带来中上层
位置的高速增长，形成了一股向上流动的力量。机会就在眼前，而且整个社会求才若渴，需要大量年
轻的、懂得新知识的生力军接上去
。p33--------------------------------------------------------------------------------------“战后婴儿”在全球
弥散着理想主义的大时代环境里成长。他们是通过想象去接触政治的：殖民主义下的政治现实没有为
他们提供有意义的政治参与渠道，所以他们需要先有一个远景，然后有一套策略，最后才有生活中的
参与。虽然现实中的中国遥不可及，但对不少人来说却是政治上的归宿。总之，概念先行
。p44--------------------------------------------------------------------------------------“三十年代”很早便
要面对实实在在的香港前途中英谈判，再目睹1989年⋯⋯事件。他们见尽那些由亲英变为亲中的政客
的嘴脸⋯⋯亲身体验八九十年代移民潮的冲击。在政治上（由其是对政治人物），很难发展出一份信
任。更重要的是，他们见过血腥镇压，了解理想主义的脆弱。到了最后关头，政治可以十分暴力。意
识形态很不实在，同时也缺乏吸引力。刚好跟“战后婴儿”相反，他们注重微观，这个人是否可以信
任，较一切（尤其是政治的）甜言蜜语来得重要。p45
5、呂大樂率先提出「香港世代論」，引起不少爭議。有人對他的世代劃分不敢苟同，但他的說法卻
於我心有戚戚然。香港的確是有世代之爭，但似乎是嬰兒潮的第二代和冒起中的第四代之爭，我們這
第三代，未曾奮起已無力，早就成了攬鏡自照的豬八戒。 
6、感謝方老師的介紹，才知道呂大樂《四代香港人》這本好書。呂先生將香港分為四代人，並在書
中描述這四代人的特質。雖然不認同他的劃分界線 (怎麼看我也是第三代人嘛~)，但某些段落絕對一
針見血，讓栗拍爛手掌。譬如以下關於第四代人的描述：是這一些家長給孩子機會和支持，參與各式
各樣的興趣班，但也是他們把上興趣班變成孩子們為了滿足成人的期望而要完成的事功。是這一些家
長願意放下事業，全職照顧孩子，每天接送，這一刻送孩子學習游泳，那一刻上小提琴課。但也是他
們以多元發展之名，令孩子們學會了各種各樣之後，卻少了一種發自內心，自我追求的熱情。寥寥數
語，便已道出下一代所面對的問題和悲哀──有豐盛的物質生活又如何？在一個處處受成人擺弄操控
的環境中長大，又有甚麼幸福可言？---------------------------------------------------------------讀到以下
一節，有點想哭：說來奇怪，以前我們認為人生在大學畢業之後才起步。大學或以前的教育只是基礎
訓練，更認真的學習──由知識、語言 (外語、普通話)、待人處事，到交際、儀態、表達能力──由
二十二三歲以後才開始。那時沒有終身學習這個概念，但大家都知道離開學校之後很多事情要重新學
習。一紙證書只是入場券，「社會大學」才是真實的鍛鍊與考驗的場地。那不是說在學時期的學習並
不重要，而是我們不會對小伙子的能力太早下判斷。大學畢業，「闖蕩江湖」之後而脫胎換骨者，大
有人在。對十七八歲或二十二三歲的年輕人，我們重視潛質，但不認為早熟的日後就一定會更加成功
。從前我們可能更相信一個人會不斷成長，可以有所突破，三歲未必定八十。只要一個人會要求自我
進步，誰管他讀過哪一所中學或大學畢業試的成績。小時了了，絕不是燦爛人生的保證。那是一個可
以容忍 late developer 的大環境，而遲發展也不一定表示隨後人生道路曲折。那時候，我們少計較一個
人的出身，而多留意他最終可到達哪個終點。過去的就讓它過去，更重要的是，這個人能否倒下之後
重新振作，努力翻身。那時候謂突破，真的可以是質的變化。總之，就算是在最實際的方面，例如關
於職場生涯的種種計算 (誰不想一帆風順？誰不想每項投資都收到預期的回報)，還是可以留有一點計
算以外的空間。那時候，我們還相信很多事情都在離開校園，踏足社會之後才發生。(我自己作為一個
late developer，對今天遲發展的年輕人特別同情。真的十分諷刺，一個愈來愈強調個人成長，人人都應
該有機會多作嘗試的社會，卻提早對個人的能力下判斷，大大減少了那些不依照主流的步伐和成長進
度表生活的一批人的機會。)時代巨輪不住向前推進，當我們慨嘆自己錯過了甚麼甚麼時，下一代似乎
比我們錯失了更多。---------------------------------------------------------------書名：四代香港人作者：
呂大樂出版社：進一步多媒體有限公司定價：港幣 30 元 (田園有八折)
7、澳門幾代人離開澳門之前，我們曾經討論過一些關於「什麼是澳門人」的問題，「有沒有澳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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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問。誰的上一代不是從內地來的？於是我們開始比較起來，從爸爸、阿爺或阿爺的阿爺那代
來到澳門說起，我們假設他們來澳後生下的子女就是家族裡的第一代澳門人，自己是第幾代？我阿爺
在五○年代來到澳門，生下我爸，所以我就是家族裡的「第二代」澳門人，然後我們發現席間竟有家
族裡的「第四代」澳門人，即是說阿爺的阿爺於清末時期就在澳門定居。說得興高采烈之際，才讀大
學的女孩卻對我說：我回鄉證上籍貫一欄填了澳門。因為上一代的上一代很早就離世，沒有跟下一代
說過有關鄉下的事，因為這個回鄉證上的籍貫問題，也為她過關時造成不便，那時我們打趣說，女孩
就是幾千年前在黑沙居住的澳門人後裔，至於她上一代該是黑沙人？澳門人？還是迫不得以地在籍貫
欄上填了澳門？當時，我們都沒有追問。這其實已是三年前夏天的對話了，女孩剛在今年為人師表，
第四代澳門人的哥哥生了個男孩，家族裡出現了第五代澳門人。而勾起這場記憶的是呂大樂那部小書
《四代香港人》。一代人　　書的第一句說：「香港，有四代人。」從何計起？呂大樂五八年出生，
「是戰後嬰兒潮的一份子」，算第二代人，他父母就是第一代人，「他們不是香港土生，卻（始料不
及地）在這地方待了大半生」。在作者眼中，第一代人安份、沉默、低調，有時十分固執，戰爭（走
難）的經驗深深影響著他們的生活態度，對於未來，只要「毋須因為戰爭或政治運動而顛沛流離，能
找到安居樂業之所」，就算幸福。第一代人對生活和未來的態度，塑造了戰後嬰兒的成長環境，也造
就了他們對傳統的反叛，第一代人不易接受新事物，卻以「平常心」為這批戰後嬰兒提供相對開放的
空間。所以，作者認為大多數人論及香港社會與文化發展時，少算了第一代人，是一種認知上的偏差
。　　呂大樂的世代論當然不一定附合澳門的實際，即使在香港，他的某些觀點也遭到質疑，然而，
看著他對第一代人的描述，記起三年前我們那種頗為兒嬉的分代方法，似乎我們當時也忽略了從內地
來到澳門，並在澳門落地生根那一代。「輸家」　　　　　　　　　　　　　　　　　　　　　　　
　　　　　　　根據呂大樂的分析，第一代人是從內地來的一批，即「戰後嬰兒」的父母，不容易接
受新事物，卻以「平常心」為這批戰後嬰兒提供相對開放的空間，呂大樂認為主流「香港故事」常常
忽略了這一代的影響力；「戰後嬰兒」即為第二代香港人，他們隨著社會經濟發展而上位，創造了「
香港奇蹟」，也是主流「香港故事」的作者群，也因此而自我膨脹，將自己一代的問題，說成是「我
們」的問題，在第一代陸續退下舞台時，第二代卻不打算為下一代提供更開放、公平的空間；第三代
（三十世代，一九六六至一九七五出生），青年時代遇上香港前途談判、天安門事件、移民潮，然後
還有沙士和金融風暴，成長在富裕時代，卻頭上總有個「戰後嬰兒」上司，遲遲不能出頭；對於第四
代，作者說得直接：「個性是奢侈品」，「打從開始就是輸家」。　　書中關於第四代人的描述，網
路上被討論得最多，參與討論的人大多數正是作者認為「個性是奢侈品」的第四代人，在很多討論中
，發現並不是所有第四代人都是沒有意見的一群，或如呂大樂所形容的「不能輕講出內心真正的最喜
歡」，只是正如書中所說：「在第四代人表達自己的想法之前，周邊的成年人已經結束討論。」只能
在網誌上BLOG一下自己的感受，有人說看了呂大樂的定論，發現自己就是第四代人覺得「勁灰」，
又有人說「原來是社會的錯，唔關我事」，當然也有人平反，認為「他只是從父親的角度去看我們這
一代，他指出社會上覺得這一代人的問題很大程度要歸咎於家長們，是一眾年長的對我們失去信心。
但是，他沒有從第四代人的角度，去理解這一代人的處境和擔憂。」（凍啡走
甜http://yipjustin.wordpress.com/）　　在這些討論中，正正展示了書中所說的，「戰後嬰兒」一代（如
作者呂大樂）的論述和書寫的主流「香港故事」，如何支配著第四代人，如何在第四代人還未來得及
發聲之前，就用「我們」來下了定論，而第四代人不管如何反抗，彷彿也未能走出「戰後嬰兒」所設
定的論述框架（如呂大樂所劃分的世代論）。偏見　　　　　　　　　　　　　　　　　　　　　　
　　　　　　　　第四代人在網上的回應，似乎還未能走出呂大樂設下的「四代人」的框架，而文化
評論人小西一開始就提出了根本上的質疑：「是誰在怎樣的時空中引發新一輪『世代論』的論爭」？
（刊於http://www.inmediahk.net/＜沒有解殖的困境﹕有關「世代論」的階級與後殖民批判＞）　　據
小西所言，「無論是陳冠中的＜我這一代香港人──成就與失誤＞，還是呂大樂《四代香港人》的初
稿，均於二○○四年首度發表。那是一個後沙士的年代」，也是「一個求變的年代」，「空氣中瀰漫
著的，是一種『舊的正在死去，但新的還沒有到來』的困局氣氛」。呂大樂把問題鎖定在代際問題，
認為「戰後嬰兒潮」虧待了「三十世代」，「戰後嬰兒潮」掌握著社會的主導權，未有創造有利條件
讓「三十世代」接棒「上位」，並把自己的一套價值觀壓在第三、四代的頭上。然而，小西卻深刻地
指出呂大樂的「所謂『戰後嬰兒潮』指的其實主要是香港戰後的中產精英」，「在一個貧富愈趨懸殊
、階級問題愈趨兩極分化的社會中，充滿中產論述影子的世代之爭的被提出，也就令人深思。」，不
單是「貧窮線下的一群」，其實大概連「新移民」也沒有被納入他的論述之內，也正如香港本土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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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陳景輝所說：「可是這樣一來，香港人的位置就給說『死』了」，只要看看跟《四代香港人》同
期出版的《我的七十年代》（陳順馨著），我們馬上看到一個主流香港故事以外的一個香港七十年代
。　　而事實上呂大樂在另一著作《唔該，埋單》的再版序也說過：「讀者必須留意到筆者的偏見，
在閱讀時要保持距離」，「如果真的有所謂的香港故事，它們應該屬於眾數，有許多不同版本、角度
，而當中並沒有優劣之分，只有不同切入和論述的角度。」《四代香港人》不是要跟香港人批命，是
一種帶有「偏見」的概述，呂大樂的局限，正正是要提醒我們書寫「故事」的另一些可能，也必須找
出另一些可能。有人說香港○三七一或保衛天星是二、三十世代的掘起，是他們「上台」、「搶咪」
的時代，然而，既然到了「Ｋ」房，「搶咪」是人人皆可之事，無所謂世代不世代，也不應分什麼世
代，關掉編了碼的Ｋ歌，唱自己的旋律，好不？如何說起　　歷史學家詹京斯在《歷史的再思考》一
書中，再三提醒我們要知道「過去」與「歷史」的分別，過去己逝，不可重現，而「歷史」只是歷史
學家作為一個「敘述者」的觀點呈現。歷史學家的觀點和偏好決定了他對資料的取捨，所以作者就提
醒我們「控制你自己的論述」，因為「你有權力決定你想要的歷史是什麼，不是接受別人說歷史是什
麼」。如果《四代香港人》是一種有關香港人歷史的論述，那麼，因為它的「偏見」而引起的，在網
上可連結出很多的延伸閱讀才是這部小書的最大作為；有很多人用「我是第幾代人」來形容自己，同
時也引起了一些較深入的討論，陳景輝的＜誰的香港故事，什麼樣的香港人？＞是「第四代人」中寫
得較深入的，他一開始就說：「我納悶的是，既然今天香港的定位不同了，為什麼重新檢視香港的過
去——各種版本的香港故事——的人是那麼少？畢竟，香港故事就如香港人的自傳，要是主人公的價
值觀和自我形象起了變化，她要選擇記錄和希望告訴別人的『過去』和『事迹』應該也會不一樣的吧
！」或者，「重新檢視」的意思，並不是一味的懷舊，或拿著寫好了的歷史故事重背一次，而是重新
檢起主流「故事」沒有關顧到的、刻意避開了的、可能有礙主流故事「發展」的一些真實事跡去組合
自己的過去，或者也是一種「偏見」，但卻是另一種「偏見」，為「歷史」提供了多一種論述。正如
只要你將呂大樂《四代香港人》、陳順韾《我的七十年代》和董啟章的小說《天工開物。栩栩如真》
都讀了，你將會發現香港之所以是今天的香港，原來曾經有過如此複雜、多樣、豐富的過去。　　澳
門經歷了這幾年的變化，我們是不是也在一種「舊的正在死去，但新的還沒有到來」的氣氛中？我們
是不是也到了一個重新檢視自己的時候？既然「主人公的價值觀和自我形象起了變化」澳門人又如何
控制自己對「過去」的論述？看著呂大樂的這部《四代香港人》我既肉緊又疏離，我努力告訴自己澳
門畢竟是澳門，然而，書中所描述的四代人的特質，在澳門又的確有很多可以對號入座之處，到了一
些覺得不對號的地方，卻又不易說出分別來。如果香港故事真的難說，澳門故事又該如何說起？忠(原
載澳門日報.新園地.眾藝館)
8、呂大樂是本地一名的社會學學者，2007年他寫下了一本薄薄的小書叫做《四代香港人》，早幾年開
始有八十後的抗爭開始，世代爭執的問題引起了廣泛的討論。「八十後」成為的是一種標籤，可以是
對抗、是叛逆的象徵，但同時第四代香港人是輸家，還要是輸得徹頭徹尾的。基本上很多的香港家庭
都會有四代的香港人，上至爺爺姥姥、公公婆婆的是第一代，第二代是父母的一代，第三代是在七十
年代出生成長的一代，而八十後甚至是九十後是第四代。筆者是「八十後」顧名思義是第四代，至於
香港的第五代、第六代不用多說都是「港孩」與「單非雙非嬰」之類。(有關第五、第六代的香港人恐
怕另辟文章再談)大約是十五年至二十年就會有一次的世代更替，老的一輩要退下火線，年輕的一輩要
擔當家庭與社會的責任。這個現象本是正常，每個世代的人也自有他們的特質與處事的手法。呂大樂
開始研究「世代」大概是從他父親的死開始，第一代香港人大多數是逃難來港的，祖父母輩有時會在
後人面前訴說他們避戰逃難的事宜。可惜的是筆者的長輩也算是早逝，與我最親密的公公在筆者十歲
時便離開了，但我還是在公公身上看得出他的特質。特別是第一代人是相對地節儉的，什麼好的東西
都要留給下一代(即是父母的一輩)，那年代沒有計劃生肯，正所謂「養兒防老」，能生多少就有多少
了。父親的家本有十兄弟姐妹，但當時的醫學還未算發達，生的生，死的就死了，到最後活下來的就
只有五個。當時不能怪任何人，只怪沒有能力。那時候甚至會有把兒子「過繼」的情況出現，生活並
不太好，父親被送到另一個家庭裡居住，怨?不能怨什麼。只能說是「命運」。至於母親方面，家裡算
是小康，即使一家六口住在四百尺的地方裡，但至少「人齊」。母親的其中一個兄長在當時更考進了
加國某所名大學讀書。作為後輩，小時候見到公公到處的「執垃圾」，又愛「堆積」，可見第一代的
香港人不但努力工作，而且要「死慳死抵」的為頭家服務。每個家總有自己的故事，呂大樂所寫的也
只是某部份人的特質。重點是讓我們知道「世代分層」就是在這裡開始。相對來說，筆者較熟悉的是
父母的一代與屬於自己的一代。這兩代人的矛盾是極深的，父母的這一代算是「戰後嬰兒」的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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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沒有太多物質，只要肯做肯捱就有出頭天的一代。父親讀書不多，讀到初中便出外打工，讀書
不多不是沒有天份，而是家庭的不容許。那時候的「獅子山精神」真的令我們這一代既羨慕又懷緬，
或許父親的一代人並不知道社會的變革會令到當今的年青人失去了基本的保障與精神。那個充滿商機
與生機的六七十年代，是一個叫做「努力」的時代。父親在社會「出身」後打過了幾份工，後來到了
電話公司工作，一做便是三十多年。今時今日，一份工作能做超過十年而不被解僱便算是福氣。以前
的大公司有退休制度，有家人的醫療福利，定時定候公司會辦些旅行團慰勞員工，工作是高興的，至
少一週上五天工作或者五天半工作，回家還可以見到親愛的家人。但什麼叫做時而勢易，且看今天的
社會環境便清楚。寫這篇文章並不是在「呻吟」，只是我看到了倒退。呂大樂寫到的關於第四代香港
人的心理大概是寫到他們二十歲左右，看似是幸福的生活。父母一輩總是安排最好的一切、包括課堂
給子女，替子女想升學的問題，而子女活在庇蔭之下。不排除的是第四代裡的某些人是欠缺自理的能
力，畢竟有些的第四代自小是在工人姐姐的照顧下成長，聽說過不少年青人連爐火也不懂開。有次參
與做義工見過有十五、六歲的中學生連碗也不懂得洗，讀大學時有同學連鞋帶也不懂綁。對不起，這
本是第五代、六代港人的寫照，但不知犯上什麼退化症連第四代也失成了受保護的對象。或者是父母
的一輩照顧得太多，第四代香港人在成長的後期又是在網絡時代長大，漸漸地我竟然覺得第四代是機
控生活。呂大樂則認為第四代的個人性格才是奢侈品，因為第四代人連自己喜歡什麼都不知道。有時
聽朋友說感情問題，總有這個情況，站在門口該去還是不去。聽得太多，反而會認為他們很蠢。又有
些情況會問到到底是要買安卓還是蘋果手機。這一代人揮霍是他們的個性，同時「高分低能」亦是。
舉例說一個月入不足九千的人用了一半的薪金為求追新款，凡事都要吃得好穿得好，欠的是第一代人
的知慳識儉，也欠的是第二代人的耐性。但同時作為第四代人，我也有驕傲的地方。是因為第四代人
血氣方剛，懂得什麼叫做公義。比如說早年的保育運動、上街抗議都是第四代人對社會的承擔。很諷
刺的是又是什麼迫他們上街呢?一方面是對本土意識的抬頭，對香港產生身份認同，早已是不再流離失
所的正宗本地人。另一方面，是在於第四代的輸。比起前第三代人，即使第四代是有承擔有責任，但
都依然比上幾代人欠安全感。首先是社會結構轉型，第二是世代矛盾，第三是步向下流社會。之所以
這樣說大致上可以解釋的，第一代人逃難到香港落地生根，有些資本家帶了資金與技術到香港，建立
本地的產業。第二代香港人生活在冷戰的時代，中國封關鎖國，香港變成轉口港的角色。第三代香港
人其實還挺可憐的，生活在七八十年代，職場上要上位卻被第二代搶先，到第二代離開之時又有第四
代的夾擊。的確是「夾縫世代」，且第三代進入社會之時香港的產業結構正從工業轉為金融與商業主
導，第三代人不但為求保工作，還得要進修。除此之外，第三代人目前怕的是「中年危機」，一方面
第四代年輕，工資又比較便宜，另一方面是該死的「合約制」制度。人人自危之餘，第三代還建立了
家庭。第四代說起來其實不具大殺傷力，但其實作為新一代他們也有創意與理想，其實每一代人也有
憧憬的。在網絡時代下，他們認為一切都是有可能，可是卻被上幾代人取笑不切實際。於是，任由第
四代多努力與拼搏均被標籤為「無用」，職場上還要被「老油條」擺擺款。而老一輩總是認為第四代
人書就讀得多，可是沒有大作為，接二連三的被現實擊倒。於是在學歷貶值的時代下，為求上進要再
升學，但老實說書真的讀得多，可是比起第二代的知識中年還差十萬八千里。筆者認識的在讀研究生
，很多都欠對社會的承擔，問到對社會所發生的事都毫無留意更沒有看法。或者我這樣說是有點片面
之詞，的確我也有認識到個人認為是有修養有責任與承擔的畢業生。有時在街上聽到些畢業生說到要
再升學，升學是為了找好工的時候，我不禁笑了一笑。如果他們知道自己碩士畢業後只值一萬元時(現
在畢業生普遍只找八、九千元)，他們會後悔嗎。事實上，社會今日對於「讀書」的意義早已大不如前
。讀過大學的第二代香港人精通中英文，語文溝通專業知識實在是難不到他們。但對比今日的第四代
，實在是慚愧，簡直是學校的錯，大專院校漸漸發展成教育產業，什麼是產業?產業即是錢，有錢就有
學位。說白點，混學分畢業。曾經有位碩士畢業的立法會議員連BEST與BREAST 也弄錯，貽笑大方。
也有另一位的立會議員說英文時不中也不英，試問「讀書」的意義又怎能與上一代比一比。今天所謂
的讀書再不是追求學問，而是變成找工作的本錢，即使有本錢，老闆還是覺得欠的是經驗。還真是矛
盾。以我的觀察當社會正流向M字型，第四代香港人希望改變可是卻有自身的缺失，這一代有太多的
標籤，中女、剩女、宅男、宅女、腐女等等。自私與愛嘲笑別人是香港人一直的特質，特別是新一代
有可能在網上欺凌某人。愛說是非，談情說愛幾乎是城市的特質，一出外總是聽到紅男綠女在討論男
女之間的話題。問新一代喜歡什麼，他們會說「哦」，害怕失敗，卻要裝強。愛玩卻放棄得快，愛說
話卻聊不出內容。愛夢幻卻不懂儲錢。作為一個八十後的年青人，我認為八十後有的是清醒，特別是
參與社運的一群年青人，我認為我的思想與他們是貼近的。有些人認為他們是廢青，但我認為他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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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取公義的，起碼他們會想怎樣做行動，特別想喚醒各代香港人的注意。比起有些只懂讀書，但書讀
得一般，又只懂吃喝玩樂的人來說。八十後所爭取的公義是相對有意思得多。面對社會上各種的不公
義，青年人需要對社會，對未來有承擔與責任。我們都不是一出生就被設定要當「樓奴」，被設定到
生命裡的若干年要讀書、要完成父母所編配的責任、要結婚生仔、要找一份怎樣的工作。彷彿一切都
被社會觀念與上一代都限制了。曾經有個大學生在一個公眾論壇說過，若他沒有樓房，女朋友就不會
嫁他了。其實是相當的恐怖，何時我們是愛物多於愛人?我相信這個問題在內地與香港都是嚴重的，我
看到廣州的遠房表哥一娶到個較有錢的老婆時，他的家人面上是有光，據知表哥以前一個很愛的女朋
友家裡有很多兄弟姐妹，家人便不喜歡了。但一看到這位較有錢的女朋友時便二話不說，收起板起的
口面，恭恭敬敬的。終於二人結婚，在五星級酒店大排宴席。我覺得這是一個悲劇，婚姻與命運就這
樣被改寫。你會問自己「你願意嗎?」，但其實你心裡有答案。上一代人其實是關心我們，或者他們想
幫助更多，在一般家庭目前只得一至兩個小孩的時代，對孩子的關愛是相當多。或者是孩子少，投入
的時間與心力相對的多，擔心也多。父母們要互相談論自己的子女，或多或少會讓子女多了一番的自
卑。「比較」是這一代孩子要面對的問題，子女是父母間的「競技」。誰培養得好，誰不好。今天是
要面子，要物質的時代。為人子女的壓力也相對多，這一代我不想寫到很悲哀，但某程度上父母間不
能以今日的孩子比對昨天的自己。今天的孩子面對的環境早已不同，應有的是給予他們信任，包容與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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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四代香港人》的笔记-第58页

        新的成长环境其实是一套程式，而属于第四代的孩子要紧跟配合。任何的疑问会被认为是不敢面
对现实的懦弱的表现。任何的异议会被认为是不且实际。

2、《四代香港人》的笔记-第63页

        今天，我们口讲终身学习，不断努力。现实却是我们对年轻人的成长路径，个人履历看得很重。
有时候，我有一种感觉，就是我们正在要求年青一代人在二十二三岁之前做好一切准备。我们以为如
果他们未有在这个年纪以前学好这，学好那，那他们将来也不会把它们学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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