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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尖沙咀的一間餐廳內吃過甜點， 

我徐徐問道：「你認同日本是個下流社會嗎？」 

友人 O 氏想了幾秒，認真回答： 

「算是吧？不過那是因為老一輩不肯走，他們控制了大部份的資源。 

日本的經濟早已江河日下，終身雇用制逐漸崩潰，很多年青人工時長，薪金不高，卻

不可能像父輩一樣期待將來可以高薪厚職，而我們卻仍要供養著上一代不肯退休的老

頭子，讓他們拿著與工作量不成正比的人工。 

上流社會幾乎沒有年青人的位置了。」 

  

友人 O 氏貴為早稻田法律系的天之驕子， 

理應心懷大志，胸有丘壑， 

他那麼冷靜的分析，有著三分憤懣，七分無奈， 

更讓我想用廣東話代他說聲：「死老野，早日收山吧啦。」 

  

每個時代都會有世代鬥爭， 

老一輩對年輕人總有說不盡的牢騷不滿， 

或許三浦展的《下流社會》也算得上其中一個。 

  

所謂的下流社會指現在的三十代(歲數三字頭)青年， 



因為很多出生在中產家庭，在相對富裕的成長環境下失去了勤奮上進的動力， 

所以整天渾渾噩噩，從中產跌回中下階層的大有人在。 

  

這種論調並不新鮮，更不陌生。 

香港年輕人被踐踏得一無事處， 

做事馬虎、沒有拼勁、唔得話頭醒尾…… 

這時候，拿出「相對富裕成長論」來解釋，甚至「解構」， 

屢試不爽，接著再數數他們的不是，然後可以哈哈笑著收工，阿們。 

  

按這個邏輯，富裕帶來的竟然是社會生產力下降，後人素質倒退。 

嗚呼，古人誠不欺我，果真是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 

艱苦貧困無疑可以磨練心志，但上一代的香港神話當真只因他們「窮」？ 

  

無論陳冠中還是曹仁超都說過，他們這一代戰後嬰兒，可以享受三十年的繁榮時光，

因為他們「前面沒人[1]」，是第一批受好教育的華人，趕上了戰後的經濟起飛，加

上中國的鎖國，香港成為中國的世界窗口，還這彈丸之地在時間與空間的夾縫中創造

了經濟奇蹟。 

陳冠中指出他們從小就知道用最小的投資得最優化的回報，而且是量化的回報，在學

校是分數，在社會是錢。 

其實我們這些黃毛小子又何嘗沒有這個習性？ 

小孩兒的模仿能力很強，耳濡目染，又豈有不盡真傳之理？ 

那麼，是什麼釀成「一蟹不如一蟹」的慘況？ 

  



曹仁超在 Milk 的訪問可謂見解獨到，一針見血，「我們那時是搵食艱難、發達容易；

現在社會是搵食容易、發達艱難」，但他們發明了一個遊戲，這個遊戲由七十年代玩

到一九九七，甚至到今天我們這一代都走不出遊戲的陰霾──房地產遊戲，更賺足了

四代人的錢。 

香港樓價租金之高，不單削弱了競爭力，其巧取豪奪更讓各大打工仔深感只為地產商

打死一世工[2]。 

香港的土地真的供求太少？ 

答案是肯定的，但不是因為土地不足，而是政府與地產攜手合作的成果。 

1984 年「中英聯合聲明附件三」每年限量批出 50 公頃土地，英國殖民政府只用了

20%的土地作城市建設，留了超過 80%給山和樹[3]，後到現在的勾地政策，都使稅

基狹窄的香港政府「身家豐厚」，地產商「豬籠入水」，成就了過往三十年的黃金盛

況。 

上一代人用地產遊戲「隊冧」了殖民地時期的鬼佬，曹仁超問你和我：「每一代人都

要找突破點去隊冧上一代，你們這一代人連找破綻都不去想不去做，又如何突破呢？」 

是的，小孩兒的模仿力普遍很強，我們妄想遵從父母的教晦與教唆，發揮「獅頭山下

精神」，捱啊捱買手匯豐再買層樓，就能安享晚年，雖不生於憂患，但求「死於安樂」。 

啊呀，你就妄想吧你。 

我們還不能 thinkoutside the box，還未能隊冧上一代，除了因為香港的教育制度擅長

扼殺創造力，亦因我們冒險的機會成本(opportunitycost)比上一代大。雖說上一代趕

上了大時代，但不要忽略一個事實，那時候的物質條件比現在差得多了，貧窮相對普

遍，有很多從中國大陸南來的移民，幾乎身無一物，「經濟難民世代」只能「如過河—

過了深圳河—卒子往前走」，失敗了最多打回原形，機會成本極低，所以肯捱肯博，

什麼都願意做，總會有人冒出頭來，但如今如的三十世代(及打後)，大部份即使不出

身大富大貴，亦算小康之家，總不至於一窮二白，加上不乏接受高等教育或出外留學

之士，不輕易冒險犯進，機會自然比上一代少 Milk 與曹仁超對話 

http://lukelui.blogspot.com/2009/05/milk.html 

城市裝修﹕今時今日，還能要求青年認真工作嗎？

http://hk.news.yahoo.com/article/090530/4/cg5z.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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