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識教育叢書」 總序

香港中文大學創校於1963年。中大從開始即把通識教育課程

列作必修科，以實踐全人教育的理想。在不同的年代，大學不斷改

革通識教育課程，回應社會和大學的需要。2012年學制改革，大

學乘此良機推出全新通識教育基礎課程，同學必須修讀中外經典，

與師友互相切磋，思考人生，探索世界。我希望在此向曾為通識課

程出一分力的同事致以衷心感激，也要向撰寫和策劃「通識教育叢

書」的同事和朋友致意。

大學通識教育部自1999年與中文大學出版社合作，出版「通識

教育叢書」。出版通識教育書籍，是要傳播通識教育的精神，並以

簡潔的文字，向社會人士介紹不同學科的知識。2005年起，出版

的工作由鄭承峰通識教育研究中心負責，圖書的內容涵蓋哲學、物

理、社會學、文化等等。這次出版的通識書籍，內容豐富，與過往

的書籍比較毫不失色。這不但是中大同學的福氣，也是各位讀者的

福氣。

撰寫通識書籍，是頗難的一樁事情。作者須引領讀者，重新

審視平常生活裏很多被人忽視的東西，還要言簡意賅，解釋一些看

似艱澀難懂的概念。「通識教育叢書」專為繁忙的都市人而寫，雖

然不是厚甸甸的巨著，卻沒有放棄嚴謹準確的原則。我希望讀者能

多用上下班乘車的機會，暫且放下手機，花一點時間閱讀這些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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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viii ︱ 「通識教育叢書」總序

籍，待作者帶領你去漫遊不同的國度、時空、文化，增廣見聞，用

知識點綴生活。我相信只要你持之以恒，必能有所進益。

人生匆匆幾十寒暑，有些人淡泊自甘，有些人則汲汲於名利；

有些人一生順遂，有些人卻失意無依。人生有許多的歡愉，更有不

盡的無常和無奈。我們身處其中，如何進退迴旋，那需要審時度勢

的機敏，鑑別善惡的明慧，以及敬讓謙和的虛心。人的稟賦各異，

但我們卻可以藉教育改善自己。當然，有時間和機會多讀好書，親

炙智者，那就最好不過。但生活忙碌或已離開校門的朋友不要失

望，「通識教育叢書」正是為你編寫。不論你是否中大的學生，我也

誠意邀請你進入通識教育的課堂，與我們談天說地。

最後，我必須藉此機會，感謝社會對中大通識教育的支持和 

讚譽。中大通識基礎課程獲美國通識及自由教育課程協會，頒授

「2015年通識教育優化模範課程獎」。這項殊榮，使我想起當年創

校先賢的遠大目光和開拓精神，以及承先啟後所須付出的努力。

我們將再接再厲，貫徹中大的教育理想，以及「博文約禮」的精神。

香港中文大學前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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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韜文序

梁麗娟博士任教「媒介、性與暴力」這一科已有多年，如今她

把積累的知識和經驗綜合撰寫而成《媒體的界限：性與暴力的傳播

學研究》一書。因這一課題而寫出厚厚的一本參考書或教科書，在

香港應是創舉，足以顯示出作者對教授科目的認真和熱誠。

此書結合了三個最引人的元素—傳媒、性與暴力。傳媒受

人矚目，主要是因為它們傳播無遠弗屆，給人有無比影響力的印

象；性是人類與生俱來的傾向，與人息息相關，輕視不得；暴力充

斥著社會，有時更危及性命及社會秩序，自然也受到莫大關注。

此書現在把三者連在一起來探討，當中熾熱及引人遐想的情況顯而

易見。

作者知道三者之中每一項都牽涉很多問題，故她把議題集中

在傳媒、性慾和暴力互動的關係上，旨在探討傳媒如何表述性慾和

暴力及其對社會的影響，不會包括三者各自延伸的問題。因為她

知所取捨，是以本書的內容雖然豐富多樣，但仍能緊扣主題。

本書鋪排很有系統，章節分明，都是環繞主題而開展的。作

者在導言中先對性與暴力加以定義，並提綱挈領地簡介兩種媒介研

究的傳統，然後才以不同書章仔細探討性慾、色情、情色、性暴力

與傳媒的關係。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性暴力（sexual violence）是兩性

之間出現的暴力，問題日趨嚴重，她也有分章專門探討。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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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 ︱ 陳韜文序

她以多個書章來探討媒介暴力的研究，觸及當中經典的取向及新的

方向，以至不同媒體中的暴力表現。最後，她特開一章把媒介的

性與暴力放在香港過去幾十年的社會脈絡來考察，從中觀察它們的

演變與時代的印記。總結部分所呈現的是她對有關議題的判斷和

進一步演繹，均值得參考。

本書的一個特點是本土與外來教材的有機結合，並沒有只談

外國、忽略連結本地社會的通病。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因為本

土化的教材才能激發同學的興趣和思考。與這一特點相關的是本

書用例不少，古今中外都有，娓娓道來，固然能加強讀者的了解和

興趣，同時可以引發他們對周遭社會敏銳的觀察和分析。

傳媒生態在過往數十年間已有翻天覆地的變化。最明顯的一

點是網絡媒體的興起，其重要性已超過傳統媒體。不過，傳統媒

體尚未完全退場，曾經風騷一時的電影、電視仍佔有一席之地，只

是影響力不及過去而已。本書的選材正反映出上述走向，可謂與

時俱進。作者對電影、電視中的性及暴力問題固然多所論述，她

對「互聯網下的性慾研究」以至「網絡上的暴力」也有分章專門的分

析。不少經典的研究確是以電影電視為對象的，有時多談它們一

點，應是恰當的。況且，學理大多時候是有跨媒體意義的，讀者

也不應因研究對象有時是傳統媒體而忽略它的普遍參考價值。

性與暴力均牽涉到道德標準的問題。不過，作者的取向並非

是泛道德性的，她無意推行某一特定道德標準，而所側重的則是書

本的知識性和分析性，希望讀者能對有關分析架構多加認識。縱

使如此，本書就道德、社會、文化對三者的規範作用也多所論述。

有關規範無疑是有影響力的，也是相對的，是隨著時空的更迭而轉

變的，實在沒有劃一標準的必要。這種開放客觀的處理一方面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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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韜文序 ︱ xxi

應一般大學教育的要求，同時也為面對時代變遷壓力的同學預留更

多的探討空間。

總結而言，本書穿梭於研究學理與案例現象之間，兼顧傳統

與當代媒體、本土與外國題材，整體視野寬廣而不失焦點，全書論

述條理分明，誠然是關於「傳媒、性與暴力」三者關係的用心之作，

應該會受到學生以及有興趣人士的歡迎。

陳韜文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榮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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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撰寫這本書的目的，是希望為我任教的一個課程留下紀錄。

2021年3月，香港社會在疫情中討論一宗駭人聽聞的虐兒案，

五歲的女死者身上被發現多於130處傷痕；2022年9月，同類的虐

兒案死者是一名五歲男童，行兇者竟是他的親母。家暴問題畢竟

成因複雜，當輿論沸沸揚揚地討論，到底是怎樣心理變態的父母才

會對一個幼兒下如此毒手時，社會因疫病停擺，全世界都面對無日

無之的家暴或性暴力上升的問題，較全球瘟疫更影響現代人的身心

健康；暴力虐待無孔不入已不單是一個學術問題，而是與生存環境

及生活質素息息相關、必須正視的現象。但與此同時，我們觀看

《一秒拳王》（2020）、《小丑》（2019）等充斥暴力的電影，大多數觀

眾看後沒有不安全的感覺，甚或有興奮的反應，因為對娛樂形式的

暴力，觀眾往往有不同的解讀，例如從拳賽中看不到被暴打的痛

楚，只看到競爭成功的快感；而電影《小丑》的背景並非一個真實

的社會，虛擬的暴力只反映故事內失常的世界。兩種同樣來自媒

體的暴力，為什麼出現截然不同的反應？而且，愈來愈多電影世界

的故事取材自真實事件，甚至編劇也寫不出來的荒誕故事，例如

2021年日本電影《母親》便是以真實新聞事件為藍本，講述一個極

度自私、不負責任的母親為了一己私利，竟然要求17歲的兒子殺

害外祖父母，從而獲得他們的遺產。有關家庭失序的影視作品近

年愈來愈多，可以看到媒體中虛擬與現實的差距正在縮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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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iv ︱ 自序

作為一個任教「媒介、性與暴力」這科目的老師，應如何理解

這些有血有肉的課題？它們不單是煽情及火爆的課題，亦是我們在

身處的社會要面對的真實場景。因此選修這個科目的學生，往往

抱有超越學術探究的期望；而教授這個科目要包括理論與實踐、海

外研究所得與本地的應用，兼顧主修與通識學生，平衡不同年級、

不同科目學生的能力及興趣，但學術界又缺乏合適的參考書。故

希望借助這次整理，對學科範圍作一次籠統整合，將手上的資料提

綱挈領，引發有意義的討論。

在釐定此書範圍時，我放棄了兩個具爭議性的話題。第一個

與近年流行的「性別政治」有關，這是一個在西方非常熱門的題目，

這裡沒有詳細介紹，主要因為課程重點放在情慾及媒介的角色上，

因此對性別議題較為放輕；此外，性別政治在亞洲仍處於起步階

段，因此有需要另闢蹊徑作詳細討論。另一個重要的議題是暴力

與道德觀的關係，特別是2019年香港出現了一場震驚世界的社會

運動，當時社會對暴力定義引起很大的爭議，亦牽涉到傳媒報導及

處理新聞的手法和觀眾的認知問題；考慮到與本書其他章節所著重

的娛樂性暴力議題不大連貫，決定以其他形式發表。

傳媒生態不斷改變，對性觀念及暴力的看法亦然，在龐大的

研究範圍內，本書的重點集中整理傳播學過去在有關性與暴力近大

半世紀的研究，再結合不同學科（如社會學、心理學、教育、醫學

等）有關性及暴力的研究，選擇一些可以應用在香港或華人社會的

部分加以討論。顯然不同的學科有不同的前設，因此導致各種結

論。性與暴力的研究其中一個最重大的差異，是價值觀的不同，

例如社會學及傳播學對青少年暴力問題的研究，與教育心理學或醫

學便有明顯不同。前者未必假設性及暴力內容必然好或壞，可能

更看重對社會制度的穩定性或暴力文化帶來的影響；後者從教育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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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 xxv

醫學角度，較看重這些爭議性內容對個人的身心發展，如腦部健

康、情緒、沉溺問題的影響等。

除了學科前設有所不同，不同科目背景的同學會傾向選擇他

們感到熟悉的研究範圍，由於課程範圍闊、同學差異大，在教授過

程難免出現很多限制，一些議題未必能深入探討。此課程的設計， 

除了希望同學了解傳播學如何處理性暴力的研究，同時希望這些研

究提供一些分析角度，讓同學了解現代社會的種種情況。當然，

很多社會問題並非容易解決，或許學生及其身邊人面對同樣困境，

但若能提升同學對議題的敏感度，鼓勵他們對困難作出積極回應，

便能令所學不單停留在知識或概念層面。

回顧多年來接觸過的學生，發覺不同年代的氣質有明顯差別， 

早幾年的學生較開放敢言，近年來的學生開放及保守較為兩極化。

男生及女生的表現亦有差異，在性別議題上，似乎男生沒有女生那

麼熱衷表達自己的意見，但並不等如他們對這些議題沒有看法。

例如兩性約會應否要「AA制」，有男生認為在拍拖階段仍未有明確

承諾，應該各人負責自己的開銷，但有女生認為若應男生邀約，對

方應該負責所有費用；又例如對#MeToo運動、渣男等的看法，兩

性分歧都十分明顯，很難就這些議題達到共識。但在討論過後即

使不能達到一致的意見，若然增加彼此的了解，可減低不必要及不

合理的期望。

要一個生於嬰兒潮的老師設計千禧新一代關心的性與暴力課

題，其實是難得的挑戰，亦讓我更了解新生代的煩惱。記得課堂

上曾討論過約會強姦（date rape）的問題，有男生並不認同這種說

法，認為性行為包含在約會之中應是普遍的共識，而男生亦有困難

判斷女性是堅決抗拒抑或欲拒還迎，感覺女性有時心口不一；但有

女生卻認為每一次觸及別人身體，都應事先獲得同意，不然不單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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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vi ︱ 自序

缺尊重，更屬於侵犯行為。但到底應如何處理這事先同意與否的

問題？在酒酣耳熱之際，如何獲得對方理智的首肯？原則如何落

實？這些都是這個時代獨有的課題，我從教學過程明白他們的需要

多一點。

這個課程的學習報告要學生找一些媒體文本作分析及討論。

印象中，男生較多選用涉及暴力題材的文本，可能與他們愛看動作

片有關；而女生多選與性別相關的故事，特別是肯定女性情慾自主

的題材。例如韓國電影《下女的誘惑》（2016）、印度電影《我罩袍下

的口紅》（2016）等，愈來愈多亞洲地區開始重視女性追求情慾的合

理性，前者更開創韓片的情慾美學；對大多數亞洲女性來說，追求

情慾滿足仍未廣為社會接受。我觀察到年輕學生成長的年代，媒

體泛濫著暴力與情慾的內容。性侵的魔爪伸展到幼童，韓國電影

《素媛》（2013）、《熔爐》（2011）都是學生們不忍見到的真實事件；

暴力電影如《小丑》、日本的《大逃殺》（2000）、港產片《踏血尋梅》

（2015）等，都是經常被書寫的文本。這些文本不約而同展現出一

個「惡托邦」的世界，伴隨他們成長的是媒體暴力影像及真實世界

形形色色的人慾橫流、家暴、性暴、反英雄、弱肉強食、精神分裂

等社會問題。在充斥著負能量的媒體氛圍下，很多成人世界無力

解決的問題以暴力方式延展至年輕人的生活當中，難怪近代年輕人

容易抑鬱、對人欠缺信任、對人生亦較悲觀。

除了研究媒體文本，同學亦可以撰寫主題文章，關心的議題

都是與他們生活息息相關的事情，例如社會日趨嚴重的性暴力或家

庭暴力問題如何解決，內地「小鮮肉」文化的出現如何反映男性氣

質的改變，「網紅臉」如何影響民眾的審美觀等。同學又可以通過

訪問，分享一些涉及性或暴力的真實故事，以及這些故事牽涉的社

會現象，如何用學得的概念來解釋。當遭遇到伴侶強迫上床、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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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 xxvii

宿舍被偷窺、自願或非自願捲入性虐遊戲、被網上欺凌、與性生活

相關的隱私被公開等，這一代要面對種種複雜的性或暴力難題， 

有時亦難以啟齒，這都是上一代很難想像的。而在撰寫報告的過

程，不少同學都反省到情慾媒體主流化以及網絡色情媒體的暴力行

為如何影響兩性關係的互動，對他們的成長亦是很大的考驗。

對老師來說，任教這課程既戰戰兢兢又富挑戰性，因為課堂

主題內容與個人生活的聯繫，同學對此反應亦會較為強烈。其中

有不少印象難忘的事件，例如有學生下課後一臉天真的問：什麼是

「自我」？亦有學生在課程完結後向我表達，從其中一些電影的主角

身上看到自己的經歷，令她十分感動，在告別前與我擁抱。彷彿

這並非止於一個三個學分的科目，而是他們進入社會之前的成人

禮，以及一個成長階段的反省。總結一個學期的學習，看到的世

界好像很壞，人間充滿險惡，但面對艱難處境，每一個人都有選擇

正面處理的可能。

這本書得以出版，首先要感謝香港中文大學通識教育部開展

通識教育叢書，並接納本書作為其出版項目；其次要感謝香港中文

大學出版社的協助，令本書可以順利出版；還有兩個部門的編輯 

及相關評審學者，感謝他們的寶貴意見。又感謝陳韜文教授撰寫

序言，吳心怡校友提供插圖。讀大學的兒子閱讀我的初稿，感謝

他從讀者的角度提供意見。本書作為一個起點，尚有很多未盡善

之處，希望藉此拋磚引玉，引起社會上更多的關注與討論。

梁麗娟

2022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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