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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忍青年與母決裂
懲教主管做「和事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曾立本）社會樂意給予真
心悔改者改錯的機會，而懲教人員是在囚者最先接
觸到的指路人。在整個教化過程中，懲教署恩威並
重，先制定一系列「去激化」更生計劃，糾正在囚者
的激進思想和所謂「違法達義」的歪理，以建立守法
精神，然後重建家庭觀、社會觀、國家觀，過程中特
別着重國民教育，培養他們愛國愛港情操。對於一些
冥頑不靈，甚至在獄中結黨結派搞破壞的在囚者，
懲教人員絕不姑息。
更生計劃統籌主管林賜良近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
時指出，因黑暴案件被判入院所的年輕人，特點是
思想較激進、不覺得自己有錯，以及普遍學歷較
高，不乏大專或大學生。懲教署需要進行一系列
「去激化」更生計劃，過程中最大的困難是這群
青年的價值觀已歪曲，執意認為自己無錯，懲教
人員需要潛移默化，讓他們了解實際情況及理性
思考，明辨是非黑白。「這項工作不是只處理
青年問題這樣簡單，背後還有好多不同持份
者，例如家人、僱主或朋輩等需要同時處
理，特別是家人對他們影響力好大，如果
家人與青年因政見不同，弄致家庭關係
破裂，我們需要做好多重修工作。」
懲教人員先評估他們偏激思想的嚴
重程度，再根據三個方面配對合適

的更生計劃，重塑正確觀念及
價值觀，包括認識國家歷

史及國民教育、心理及價值觀重整、生涯規劃及家庭
關係重修，按部就班訂立目標令他們逐步去除偏激思
想。其中認識國家歷史及國民教育方面，除配合教育
局的教材元素外，還會以多元化教授方式講解中國歷
史及國民教育，如使用虛擬實境科技，或透過造紙、
中國傳統文藝遊戲等活動，以加深他們對中國歷史及
文化的認識。
至於心理及價值觀重整、生涯規劃及家庭關係重修

方面，懲教人員在臨床心理學家協助下，透過心理輔
導評估青年的更生需要，還會舉辦不同親子活動，例
如邀請家人一同參觀院所，舉辦生日會或講座，「教

家長點樣做父母、怎樣與子女相處，懲教人員會擔當
橋樑幫助大家重修好關係。」即使黑暴青年完成服刑
轉為守行為，懲教人員仍會家訪跟進。
不過，對於無悔意，甚至在獄中結黨結派搞破壞的

在囚者，懲教署一向採取「防患於未然」的策略。署
方會根據在囚者所犯的罪行、背景、影響力等，將他
們分配到不同保安級別的院所及不同的地點，以免形
成勢力。而在日常運作中，署方會透過保安監察系統
及情報網絡，對目標人物進行嚴密監察，適時採取適
當行動，絕不容許有任何在囚者試圖結黨違規，破壞
院所安全和穩妥的羈押環境。

「去激化」糾正歪理 培育愛國情操

◆懲教署會與團體合作舉辦粵劇體驗活動，加深在囚
者認識中國歷史。 懲教署供圖

執筆「破冰」感激父母不離棄 重返校園立志做工程師

悔過盼報親恩 奮發重生暴青

人的一生中，25歲正是經歷躁動

青春期後的火紅年華；今年25歲的

香港特別行政區同樣經歷過令人心

痛的2019年前後那段日子，部分香

港青年當時被反中亂港分子「洗

腦」、受煽動到處破壞，不少人因

此受到法律的嚴正制裁。在此過程

中，香港社會亦猶如寬嚴相濟的父

母，苦口婆心循循善誘，給予迷途知返的子女回歸社會的機會。對

於涉黑暴案件而被捕的安仔（化名）來說，從被捕到判入更生中心

的兩年是難熬的，以往所謂的「手足」對他不聞不問，讓他認清

煽暴者醜陋的真面目；而過往關係惡劣的家人從不言棄，定期長

途跋涉去探監；識字不多的父母學寫信給獄中的安仔以鼓勵，

點滴父母心感化浪子回頭，重新認識自己、家人、社會以及

祖國。安仔刑滿後已重返校園，發奮朝着土木工程師的道

路發展，以報答父母及彌補曾對香港社會造成的傷害。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明

回首那段糊塗往事，17歲的安仔流露出極大懊悔。他近日向
香港文匯報表示，當時被網上討論區的假新聞「洗腦」，

誤信「和平示威不能改變社會」及所謂「違法達義」的歪理，
並在朋輩影響下以激進方式表達不滿，卻未曾考慮給自己及社
會帶來的後果，「未有想過自己會被拉（拘捕）。」直至被
捕時他仍誤信網上有關被捕者「會受到暴力對待」的謠言，
但實情是整個扣押、研訊過程都沒有屈打成招或傷害被捕
者的情況，他才認清網上的假資訊並非事實。

認清「手足」假仁假義真相
不單他從網上得到的資訊是錯的，連過去稱兄道弟的

所謂「手足」也是假仁假義，真相是「叫人衝，自己
鬆」，出事後也沒有向安仔伸出援手。
是誰不離不棄陪伴在身邊？是過往關係欠佳、經常

因意見不合鬧翻的家人。安仔坦言由被捕到被檢控，
承受極大壓力，其間他不斷反思自己的行為，「被捕
令家人擔心，自己亦回頭反思，究竟（自己）為何要
這樣做？」父母在其人生低谷用盡各種方法鼓勵，
「父母不太識字，但他們盡力學寫信給我，鼓勵我；
當我入了更生中心後，他們夏天不顧炎熱天氣來探
我。」
除了父母，社會亦不會放棄每名真心悔改的青年，

教化迷途羔羊的重任就落在懲教人員身上。剛入更生中
心時，因受網上假資訊影響，安仔起初對懲教人員十分
抗拒。經過懲教人員鍥而不捨的努力，終於打開他的心
扉。在懲教人員的勸說鼓勵下，安仔執起紙筆回信給父
母，兩代關係因此「破冰」。
懲教人員更是安仔的人生導師，一點一滴教授人生大道

理，使他學懂換位思考，嘗試從父母及成年人的角度看問
題和事物，「阿Sir整天講要記住阿爸阿媽點樣幫你，不要
令他們失望、辜負他們的期望。」安仔以往被扭曲的價值
觀也被糾正，「阿Sir話犯了法就一定要受到懲罰，不能夠
逍遙法外。」
他最難忘的是懲教人員提點他經常審視自己的問題，

「有心理組的阿Sir問我平日有沒有照鏡，我初時不知為何
有此一問，原來背後的意思是希望我不只是看到別人的問
題，也應該看到自己的問題並作出改善。」
懲教院所既是懲，更是教，更生中心讓安仔重新認識自

己、家人、社會及國家，使他從過去的渾噩小混混，成為
如今有人生目標的上進青年。早前完成刑期的安仔現已重
返原校重讀中四，犯事令他失去兩年寶貴光陰，也上了人
生寶貴的一課。他說：「中四是新高中的第一年，想打好
基礎，好好讀書，考好DSE（中學文憑試），日後升讀大
學，希望能成為一名土木工程師，除報答父母外亦對社會
有所貢獻。」
安仔猶如香港社會部分港青的縮影，曾經糊塗過、迷失

過、被人利用過，但隨着香港國安法的實施，如定海神針
穩定了局面，實現「由亂到治」的轉折。對於像安仔這樣
迷途知返的青年回歸社會，各界要有春風化雨、潤物無聲
的耐心，堅持不懈開展教化工作。過而能改，善莫大焉。

◆◆安仔重拾書本安仔重拾書本，，冀努力追回失去的光陰冀努力追回失去的光陰，，
日後能考上大學日後能考上大學。。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曾立本）
2019年的修例風波是
所有愛香港人士的
痛，心痛的不但是社會
一度失去安定，還使部分
青年留下人生污點。在懲
教署工作30多年的更生計
劃統籌主管林賜良見盡不少
在囚者，最惋惜的始終是數以
千計因干犯黑暴案被捕及判刑
的青年，他們在煽暴派「洗腦」
下犯事，悔恨一生。他說印象較
深刻的是一名判入院所的大學生，
“若從父母角度去看，其實個心是
好傷，兒子培養到讀大學，怎知入了
監房，不是因為貪財或打家劫舍，而
係被人利用去追求所謂的‘理
想’……”
修例風波的犯事被捕者當中約四成為

學生，原本大好的前途留下污點，並要

為自己所犯罪行付上沉重代價。林賜良近日接受香
港文匯報訪問時，回憶在眾多黑暴青年的輔導個案
中，有一個案費盡懲教人員的力氣，該名青年與父
母因為政見不同而決裂，母親多次勸阻他不要參與
違法活動，但青年不聽從，最終犯案被捕及被判
刑。懲教人員在輔導該青年時，其母堅決不肯來院
所探望，青年也表明不想見母親。懲教人員卻未言
棄，透過相處了解他們的家庭狀況，發現青年與父
親的關係較為和睦，遂從其父親入手，不斷做「和
事佬」改善家庭關係。

苦口婆心勸說 打動親子重逢
林賜良坦言，這個過程絕不容易，「最初一次、
兩次、三次都未能邀請到青年的父母到院所探望，
甚至開頭母親連電話都不肯聽。」懲教人員沒有氣
餒，不斷嘗試將青年在院所內的最新狀況轉告其父
母，以及鼓勵青年寫信給父母。在懲教人員苦口婆
心勸說下，最終成功打動父母願意到院所探望兒
子，兒子在見到母親時，也會主動慰問和關心對方
的健康，一家人的關係最終修復。
「改善他們的家庭關係，有助減低他們再次犯錯

的機會。我們並不只是純粹幫到一名年輕人，而係
成功幫助一個家庭的關係重修，因為家庭的支持對
青年人好重要，當他們離開院所後能否行返正確的
道路，家庭關係是好決定性。」林賜良說。
林賜良見過不同類型的在囚者，但他始終抱持

着「人是可以改變」的信念，「懲」與「教」並
重教化每名在囚者。他說，因黑暴案而入院所的
年輕人，經過更生計劃輔導後，至今都未有再次
干犯黑暴案被捕。

◆◆林賜良林賜良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懲教署亦會使用虛擬實境科技，讓在囚者認識中國
歷史及文化。 懲教署供圖

◆◆安仔安仔（（左左））在懲教主任李善行在懲教主任李善行（（右右））
等懲教人員輔導下等懲教人員輔導下，，重返正途重返正途。。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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