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防止學生自殺建議書 

 
  要防止問題發生最直接的方法不是亡羊補牢，而是找出源頭並加以根治。 
  「求學不是求分數」在香港這個現實的社會只不過是空談，讀書升學最主要

的目的都是為了獲取證書，好讓將來能更容易找到待遇優厚和適合自己的工作。

但現今社會階級流動性弱、年青人前路茫茫大家有目共睹。 
  香港人口持續上升、本地資源外流、貧富懸殊不斷加劇，香港人面對的競爭

和困難將越來越大。年青人預想到困苦的未來，加上來自外界的壓力以及與同輩

對比，便容易對人生感到絕望，繼而產生輕生的念頭。 
  在此我引用印度電影《3 Idiots》中的一段情節：有一個大學生因為生活壓力

而自殺死了，校長說了句「這不是自殺，是謀殺」。意思是指是這個社會迫死了

這位學生。 
  年青人對生命的態度，最大的責任不在於他們，而是在於社會，而政府對糾

正社會問題是責無旁貸。 
  現在政府卻是倒行逆施，帶頭姑息養奸、縱容官商勾結、民主制度受到踐踏，

稍有異見又遭受警方打壓，作為香港人又怎可能不心灰意冷？正所謂「官迫民

反」，套用周星馳在電影《武狀元蘇乞兒》一句對白：「如果皇上英明神武，使得

國泰民安，鬼才願意當乞丐呢？」 
  所以請政府官員正視大眾的聲音、杜絕問題源頭，更重要的是減少社會上不

公義的事情，令年青人重拾對社會的希望，自然不需要心靈輔導，而不是叫學生

做好生涯規劃就妄想推卸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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