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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性方面，最高級和最低級的功能之間，原本密切相關，瞬息千變。 
<佛洛伊德 «愛情心理學»> 
 

「爸爸，明天送我去 Mary 家 sleep over!」 十三歲的兒子煞有介事地向父親宣

佈明天的行程。 在旁的媽媽立即肯定地說：「不。」 因為她剛剛讀完一本書，輕

鬆說不：如何向孩子說不，與及設立家庭成員間的規矩。 兒子對媽媽的堅持十分

震驚。  
「媽媽，為什麼不可以？」兒子問。  
「因為我不願意你獨個兒在女同學的家過夜。」 媽媽回答。 
兒子含着怒氣返回自己的房間。  
作為父母的，肯定要面對及協助子女對「愛情」「性愛」「聖潔操守」的疑

惑、好奇、潮流文化對性的態度，及朋輩的壓力。 父母能怎麼辦呢？ 翌日，兒子

又再追問可否去女同學家過夜。 媽媽又平靜又簡潔地說「不」。 兒子識趣地說：

「媽媽不要擔心，我不會亂來。」 媽媽心中想：「靑少年正值血氣方剛的成長

期，怎能輕易讓他們掉入陷阱呢！」 可要硬著心腸說不，並令他們明白父母親不

放心。 最後，事件・總算平息，兒子答應只去同學家玩而不過夜了。 後來，父親

回報兒子竟然公然地向一群女孩子解釋不能去過夜是因為媽媽太擔心他會失去他的

「童貞」，引致女孩子們哄堂大笑。  

究竟貞節所值何價？ 有報導一位 22 嵗美國聖地牙哥女大學生在網上及報章上

宣傳拍賣她的第一夜，用以支付大學學費及生活費。 她收到超過數以千計的認投

者，最高的願意付出 $3.8 百萬，她同時也與出版商簽約出版她的傳記。 她對這一

切熱烈反應的回應是：「我個人對貞操的評價不高，可是因為供求關係，大有人願

意付出天文數字與處女渡過一宵。」  

若然你有留意香港的娛樂版新聞，近期周慧敏與倪震事件，也會令你嘆息人間

的「情」「性」「聖」？？眾所皆知，此對情侶同居快 20 年，可是男的卻以情聖

自居，又有不少的性伴侶，有些網友冠以「世紀賤男」稱號。 可是「玉女」周慧

敏寧願挽救關係，接受對方的求婚，在短短的 20 天内從分手到訂婚，她的決定受

到忠實影迷的的批評及譴責。 究竟「情」「性」「聖」如何定界線呢？ 確是人各

人言。 

在這邊廂有三兄弟的樂隊 Jonas Brothers，他們的年紀大約是從 16 到 20 歲，他

們戴上貞潔許諾指環，宣報不會有婚前性行為。 他們對貞潔的堅持，一方面贏得

不少樂迷的支持；另一方面也為他們帶來了麻煩。 他們遭受一批對他們極度瘋狂

戀慕的年靑女樂迷騷擾。 樂迷不但扯掉三兄弟的頭髮，甚至把他們的家門踢破。 

若果你的子女被瘋狂追求及性索求，他/她們有擋駕的招數嗎？ 

最新加拿大統計局數据顯示，有 43%的青少年人(15-17 歲)有性行為經驗，可喜

的是相比九十年代的 51%有下降的傾向。 你能夠接受約一半的未成年中學生有婚

前性行為嗎？ 你和你的子女會認為「處男」「處女」是否過時呢？ 他/她們又如何

站穩・陣脚呢？ 



美國波士頓教授 Diane Levin 的著作 So Sexy So Soon: the New Sexualized Childhood 

and What Parents Can Do to Protect their Kids 可能會給你一些好的意見。 教授認為大

眾媒介把「情」「性」「聖」商業化，曾幾何時的大事宣傳「性感」「性滿足」的

焦點，似乎面對新的反浪潮； 因為近年來不少的文章討論如何協助子女保持貞

潔，教會及機構舉行講座，引起更多父母們對這性問題的關切。各種價值觀互相衝

擊，社會上眾說紛紜，你和你的子女準備好去作出合宜的抉擇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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