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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發現，香港和內地中學生在偶像選擇中均存在某種 f 同性認用

趨向 J '這一趨向尤以香港中學女生對女明星偶像的提名和內地中學

男生對男性傑出人物的提名為代表。本研究還發現，隨著年齡的增長，

香港中學生對明星偶像的選擇絲毫無減，而內地中學生則越來越趨於

選擇傑出人物偶像。筆者以為，偶像商品化程度的高低是其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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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青少年偶像崇拜的分類和特徵分析

青少年偶像崇拜是偶像崇拜的一種特殊表現方式，本質上反映了青

少年在自我確認的過程中對生活中理想人物的社會認同 Csocial

identification) 和情感依戀 C emotional attachment) ，是其特定年齡階

段心理發展的 γ附屬品 J C Adams-Price & Greene, 1990; Blos, 1967) 

所以，從性質上講，這多表現為個體的心理行為，而非道德、行為

(薛曉惕， 1997) ;從發展上講，這是個人心理成熟和個性發展中

的必經階段(如:岳曉東、張宙橋， 2000; 薛曉陽， 1997 ;萬育維、

張智雅， 2000) 

據本港和內地近年來的研究顯示，當今香港和內地青少年的

崇拜偶像主要集中在娛樂界、學術界和政經界的名人(岳曉東，

1999a ' 1999b ' 2000 ;岳曉東、張宙橋， 2000; 岳曉東、黃成榮、張

宙橋， 2000 ;岳曉東，甄雪麗， 1999 ; Wong & Ma, 1997; Yeung, 1995; 

Yue& Cheu旬， 2000) 。據此，筆者提出將青少年對歌星、影星和體

壇明星的崇拜稱為「明星崇拜 J '將青少年對學術界和政經界名人

的崇拜稱為 f 傑出人物崇拜 J C Simonton, 1992) 。具體地說，明星

偶像崇拜是一種較為感性的、直觀的和全盤接受式的心理認同方式，

其突出特點是特別欣賞偶像的形像性特徵(如容貌、身材、性感形

象等)、流行性特徵(如服裝、動作、髮型等)和名利性特徵(如財

富、知名度、生活方式等) ，並從中獲得最大的精神享受。明星崇

拜會促使青少年多以偶像的外在特徵來決定其取捨'把偶像視作心

目中的完美人物，甚至是夢中情人(女口Adams-Price & Greene, 1990) 。

它還可使青少年獲得某種超現實的自我情感體驗，排斥現實生活內

容，迷戀或嚮往遠離現實的人格形象和生活方式，使他們被崇拜的

偶像所深深傾倒，產生強烈的情感共鳴(何宇紅， 1994 ;薛蹺揚，

1997 ) 

另一方面，傑出人物崇拜是一種較為理性的、有條件的、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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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心理認同方式。其突出特點是特別欣賞偶像的人格性特徵(如

性格、為人等)、氣質性特徵(如舉止、風度等)和成就性特徵(如

事業、謀略等) ，並從中獲取最大的精神享受。傑出人物的吸引力

是其人格感召力，而崇拜傑出人物會導致人們對自我的挑戰和完善。

所以，就其心理機制而言，傑出人物崇拜易使青少年對偶像產生一

種心理認同，促使青少年多以偶像的內在特徵來決定其取捨，把他

們當作成功者的典範和模仿學習的榜樣，從而產生巨大的替代學習

效果(如Bandura， 1977, 1986) 和朋輩學習效果(如Schunk &恥的on，

1985 ) 

據筆者等人的調查一再顯示(岳曉東， 1999a ' 1999b ' 2000 ;岳

曉東、張宙橋， 2002 ;岳曉東、黃成榮、張宙橋， 2000 ;岳曉東、

甄雪麗， 1999) ，香港青少年的偶像崇拜模式基本上屬於「明星崇

拜 J '而內地青少年偶像崇拜模式則屬於「明星崇拜」和「傑出人

物崇拜 J 兼而有之。例如，在過去四年中，香港中學生偶像選擇的

前10名幾乎清一色地為明星偶像，這尤以2001年的偶像選擇為突出，

有9人之多;此外，在歷年偶像提名中，陳慧琳四次登榜;鄭秀文、

楊千嬋、郭富城、梁詠琪三次登榜;容粗兒、謝鑫鋒、鄭伊健、酒

井法子兩次登榜，上述人物均屬明星偶像(岳曉東，張鵲橋， 2002) 。

與此棺皮，在過去四年中，內地中學生偶像選擇的前的名則相當多

元化，其中有明星偶像(如謝鐘鋒、梁詠琪、米高﹒佐頓、湯﹒告

魯斯等) ，著名政治家(如周恩來、毛澤東、鄧小平等)、科學家

(如愛恩斯坦、邵雲環)、企業家(如比爾﹒蓋表等) ;而在歷年

偶像提名排列中，周恩來、毛澤東和比爾﹒ 四次登榜，鄧小平

三三次登榜，雷鋒、(左頓、魯迅等兩次登榜;周恩來更是在四年的調

查中蟬聯榜首(岳曉東，張宙橋， 2002) 。凡此種種都突出的表示，

香港青少年的偶像選擇方式是相當的單一化和娛樂化，內地青少年

偶像選擇的方式則較為多元化和政治化。

此外，根據筆者等人最近的一些調查結果顯示( Yue, 2002; Cheung 

& Yue, 2002) ，崇拜明是偶像可強化青少年的虛榮欲望、浪漫幻想，

並降低其自我成效感和人際親密感。相反，崇拜傑出人物則可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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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的偶像榜樣學習和自我成效感，並降低青少年的虛榮欲望和

浪漫幻想。這亦表明，崇拜不同類型的偶像可能會對青少年的自我

成長和人格完善起不同的影響。

本項研究的目的

雖然近年有不少香港和中圈內地的學者對青少年偶像崇拜的性質、

種類及其社會、心理影響進行了深入的研究，但甚少有人對青少

年偶像崇拜的個人特徵做深入的分析:諸如有關青少年偶像選擇

的性別作用、年齡作用等問題，還是很少有人涉及，人們對此的

結論大多是抱持推測和假設的取向。學者們普遍認為，隨著年齡

的不斷增長，青少年偶像崇拜的欲望會不斷下降;換雷之，在青

少年偶像崇拜中，年齡與偶像崇拜的欲望成反比關係。但迄今為

止，還沒有一項研究明確驗證出這一反比關係。此外，青少年大

概在什麼年齡開始降低偶像崇拜的欲望?這種欲望降低對明星崇

拜和傑出人物崇拜有無分別?這當中有無任何性別、區域差異等

問題都蠶待回答。

學者們也普遍認為，明是偶像時常會成為青少年情感依附的目

標(紅J Seiffge-Krenke , 1997) ，甚至成為其心目中的理想戀人(如

Greene & Adams-Price, 1990; Wan, 1997) ;換言之，偶像與其崇拜者

(fans) 之商會存在某種異性柏吸的關{系。但到目前為止，這種異

性相吸的觀點尚缺乏直接的實證依據，特別是在對本港和內地的調

查研究中。筆者特別想探討的是什麼偶像會格外地吸引異性?這種

異性吸引會有什麼性別和年齡差異?其在明星崇拜和傑出人物崇拜

中會有什麼表現之類的問題亦有待深入探討。有鑒於此，筆者設計

並開展了本項研究，其目的主要有兩條: (1)檢查青少年偶像選擇中

的性別作用( gender effect )及其表現方式， (2)檢查青少年偶像選擇

中的年齡作用( age effect) 及其表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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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受訪者

本研究通過隨機抽樣的方法，選取了 1 ，055名香港中學生和 1 ，343名廣

州、南京、南昌的中學生參加本項研究。在香港中學生中，男性佔

56.8% '女性佔43.2% '平均年齡為 14.2歲;在廣州中學生中，男性佑

44.5% '女性佔55.5% '平均年齡為14.8歲;在南京中學生中，男性佔

50.6% '女性佔48.9% '平均年齡為 13.9歲;在南昌中學生中，男性佔

47 .1 % '女性佔5 1.4% '平均年齡為14.0歲。選擇這間地的中學生，是

為了有效地體現中國的地域差異，其中香港代表較為西方化和商業

化的地區，廣州代表沿海聞放地區，南昌代表較為傳統的內陸地區，

而南京則代表華東的發達地區。為避免兩岸三地受訪者在閱讀理解

上的差異，大陸的時卷皆用簡體字印刷，香港的問卷皆用繁體宇印

刷。出於約半數 (55.7% )的受訪者年齡在16歲以下，故此以後的分

析把中學生分為 16歲以下及16歲或以上兩個大致人數相同的組別。

測量和資料整理方法

在本研究問卷中，筆者要求每個受訪者寫出三名最欽佩的偶像(中

外人士均可) ，並異體寫出每位偶像的突出特徵或值得欽佩的方面，

這樣做的目的也在於確保受訪者在提名偶像時，明確知道其才能和

成就表現，而不依其知名度而隨意加以提名。對於這些提名資料，

筆者進行了深入的整理歸納:將所有提名的歌星、影星、電台支持

人 (DJ) 、電視節目主持人及各類體育明星歸入明星偶像類，將所

有提名的著名政治家、科學家、文學家、哲學家、教育家、軍事家、

企業家等社會名人歸入傑出人物偶像類，最後將所有提名的身分不

明者、虛構人物、卡通人物及自我等歸入其他類(岳曉東， 1999a ' 

1999b '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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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分析

香港與內地中學生偶像選擇之類別差異分析

表一展示了香港與內地中學生偶像選擇之性別與年齡差異。整體來

講，男偶像較女偶像更受青少年的喜愛;除內地中學女生外，兩地

中學生均更多選擇時性偶像。此外，從香港、內地16歲以下或以上

中學生提名男、女性偶像的比例說明: (一)無論16歲以下或以上，

香港中學生提名偶像的性別比例都是男略高於女，而內地中學生提

名偶像的性別比例都是男高出女兩倍; (二)年齡差異對於這一選

擇模式影響甚微。

衷一 香港與內地中學生提名偶像之性別與年齡區分數對比

(n = 1,055) 
男女

(n = 1,343) (n = 1,055) (n = 1,343) 
男 女 16歲 16歲 16歲 16歲或

男偶像 64.3* 44.3 85.0* 63.7 51.6 53.9 74.2 74.6 
35.7 55.7* 15.0 36.3申 48 .4 46.1 25.8 25 .4 

:男、女生有顯著分別 (*p < .05.) 。

香港與內地中學生偶像選擇之類別差異分析

表二展示了香港與內地中學生偶像選擇之類別差異。就香港中學生

的偶像選擇來說，香港男生除了對家人偶像的選擇外，其餘選擇均

是同性偶像多於異性餌像;香港女生除了對傑出人物偶像的選擇外，

其餘選擇也均是同性偶像多於異性偶像。就內地中學生的偶像選擇

而言，內地男、女生的選擇均是同性偶像多於異性偶像。總括而言，

香港中學生選擇同性偶像明顯高於內地的中學生;特別是香港中學

生皆百分之百地選擇同性師友偶像，這一發現頗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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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餐港與內地中學生提名偶像之類知苗分數對此

(12 = 1,055) (12 = 1,343) 
偶像類別 男生 女生 男生 女生
男明星 63.3* 43.9 79.2* 52.1 
女明星 36.7 56.1 * 20.8 47.9中

男傑出人物 93.8 57.1 95.9 85.8 
女傑出人物 6.3 42.9 4.1 14.2中

男家人 48.0 38.5 68.8 59.5 

女家人 52.0 61.5 31.3 40.5 
男師友 100.0 0.0 100.0 75.0 

l00.0 0.0 25.0 

註:男、女生有顯著分別 c *p < .05.) 。本表中每欄的首分比總數皆為 100 0

香港與內地中學生偶像選擇之年齡差異分析

表三展示了香港與內地中學生偶像選擇之年齡差異，有兩項發琨值

得注意 : (一)香港受訪者明顯較內地受訪者更多選擇明星偶像，

這一趨勢並沒有四年齡的增長而有絲毫改變; (二)內地受訪者基

本上是明農偶像和傑出人物投單選擇，這一趨勢因年齡的增長而漸

由多選擇明是偶像向多選擇傑出人物發展， 1.!i其起伏幅度不是太大。

表三 香港與內地中學生提名偶像之年齡段百分數對此

(12 = 1,343) 
年齡 明星 傑出人物 明是 傑出人物
11.0 100.0 33.3 66.7 
12.0 88.2 1.9 48.1 38.5 
13.0 86.8 2.3 47.9 39.4 
14.0 82.5 3.1 48.2 30.4 

15.0 84.6 3.5 45 .4 35.9 
16.0 86.9 2.5 44.4 38.8 
17.0 88.9 1.9 52.2 37.4 

18.0 83.3 6.7* 43.0 43.0 
19.0 87.8 2.4 37.5 50.0 

註:顯著較高 C*p< .l O.) 。本表中每欄的百分比總數皆為 1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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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與內地中學生偶像選擇之前十名差異分析

表的展示了香港與內地中學生之前十名偶像選擇的性別和年齡差異。

就性別而言，香港所有女偶像的同性提名比例均大幅度超過異性提

名比例。而在香港男偶像中，僅劉德華一人的同性提名比例大幅超

過異性提名比例( 6.3% : 3.3%) 。此外，謝霆鋒( 12.9% : 10.5%) 和

陳冠希 (6.6%: 2.7%) 兩人的異性提名比例大幅超過同性提名比例。

這表明，香港偶像的女性同性選擇胡顯高過男性。

就內地中學生而言，男偶像的同性提名比例明顯超過異性提名

比例者有比爾﹒蓋表( 7.2% : 2.7%) 、毛澤東( 6.3% : 3.0%) 、愛恩、

斯坦 (4.2% : 1.8%) 和鄧小平 (3.6% : 1.8%) ，女偶像的同性提名比

例大幅超過異性提名比例者僅有梁詠琪( 4.5% : 1.8%) 一人。此外，

男偶像的異性提名比例大幅度超過男性提名者僅有周恩來( 10.8% : 

6.0%) 。由於本表中僅有兩位女姓(梁詠琪和母親)上榜，所以很

難以此作任何結論。但就內地偶像選擇中的男性同性選擇而言，除

周恩來外，其他選擇頗為一致。

就年齡差異而言，香港所有偶像的提名比例均隨著年齡的增加

而有所下降。其中 16歲以下提名比例大幅度超過16歲以上提名比例

者有楊千嬋 (10.5% : 3.0%) 、陳冠希 (7.2% : 2.1%) 、陳奕迅

( 12.6% : 6.6% )、謝霹鋒( 15.9% : 7.2%) 、容祖兒( 12.6% : 4.8%) 

和陳慧琳( 15.9% : 10.2%) 。這說明，年齡增長對香港中學生對上

述偶像的選擇意願確有一定影響。

而就內地中學生來說， 16歲以下提名比例大幅度超過16歲或以

上提名比例者是沒有的;而其 16歲或以上者提名比例大幅度超過16

歲以下提名比例者僅有周恩來( 10.5% : 6.3%) 一人。此外，偶像提

名比例 16歲以下超過16歲或以上者有毛澤東( 5.4% : 3.9%) 、謝霆

鋒 (5.1%:2.7%) 、父親( 3.9% : 2.7%) 、任賢齊 (3.9% : 2.4%) 

愛恩斯坦( 3.9% : 2.4%)和母親( 3.0% : 1.8%) ;而偶像提名比例

16歲或以上超過16歲以下者有鄧小平 (3.0% : 2 .4%)和梁詠琪

(3.6%: 2.7%) ;偶像提名比例 16歲上下無任何變化者有比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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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5.1%:5.1%)。這表明，除周恩來外，內地青少年的偶像選擇

與年齡無突出關係。

衷曲 香港與內地中學生提名偶像之前十名性別與年齡百分數對此

以下或以上 以下或以上
男偶像 男偶像

謝霆鋒 10.5 12.9 15.9 7.2 馬恩來 6.0 10.8 6.3 10.5 
陳褒迅 9.6 9.3 12.6 6.6 蓋表 7.2 2.7 5.1 5.1 
劉德華 6.3 3.3 5.1 4.8 毛澤東 6.3 3.0 5.4 3.9 
父親 3.6 3.3 3.9 2.7 謝遲鋒 4.2 4.2 5.1 2.7 
陳冠希 2.7 6.6 7.2 2.1 愛因斯現 4.2 1.8 3.9 2.4 

鄧小平 3.6 1.8 2.4 3.0 
父親 3.3 3.6 3.9 2.7 

3.0 3.0 2.4 

陳慧琳 9.0 17.4 15.9 10.2 母親 2.1 2.7 3.0 1.8 
容租見 6.0 10.8 12.6 4.8 梁詠琪 1.8 4.5 2.7 3.6 
鄭秀文 3.0 10.8 7.5 6.6 
楊千嬋 3.3 10.2 10.5 3.0 
母親 3.9 5.1 5.1 3.9 

57.9 89.7 96.3 51.9 41.7 65 .1 41.7 38.1 

表五和表六展示了香港和內地中學生提名愣是偶像之前十名的

具體性別和年齡差異。就香港中學生而言，無論是16歲以下還是16

歲或以上，其前十名的偶像提名絕大部分為明星，除此之外就是父

母親。其中 16歲以下和 16歲或以上男、女生提名明星偶像的百分比

分別為88.3% 、 95.4%、 87.3%和87.0% '其差別在1.0-8.4%之間。這說

明，年齡和性別差異對於香港中學生之偶像提名無任何突出影響(見

表五)

就內地中學生而言，其前十名偶像提名不外乎三類人物:傑出

人物、明星和父母親。值得注意的是，其16歲以下和16歲或以上男、

女生提名傑出人物的百分比分那為5 1.4% 、 32.5% 、 62.0%和55.7% '增

幅在17-41%之間;而其16歲以下和 16歲或以上男、女生提名明是偶

像的百分比分別為39.5% 、 46.1% 、 3 1.3%和30.7% '滅幅在21-32%之

筒。這說明，年齡差異對於內地中學生之偶像提名有一定影響: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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齡越小就越容易提名明是偶像;年齡越大就越容易提名傑出人物偶

像(見表六)

還值得性意的是，在香港學生提名中，謝靂鋒、練慧琳、陳奕

迅、容組兒在的組偶像排列中均在前五名之列;而在內地中學生中，

表五 香港中學生提名偶像之前十名及其百分數對此

陳奕迅* 17.8 謝鑫鋒* 14.3 練慧琳* 15.3 鄭秀文* 15 .4 
陳慧琳* 12.9 容組兒* 14.0 揀奕迅* 14.0 陳奕站* 11.6 
容祖兒* 11.4 楊千嬋* 11.2 13.1 謝霆鋒* 10.5 
劉德華* 9.5 揀奕迅* 8.7 容祖兒半 7.7 容祖兒申 8.2 
楊千樺* 7.4 鄭秀文* 8.7 父親 6.8 楊千嬋* 7.9 

6.2 陳冠希* 8.6 鄭秀文* 6.3 主菲* 7.9 
陳冠希* 6.2 梁詠琪* 5.6 母親 5.9 母親 6.7 

父親 5.5 張柏芝* 5.6 張學友* 5.9 黎明申 6.4 
4.6 ‘k 5.9 6.4 

註:凡名後帶申符號者均為明星偶像。

16歲以下和 16歲或以上男、女生提名前十名的明星偶像百分比分別佔總商

分比去告48.4%、 60.8% 、 50.2%和43.7% ;但為方便計算，本表中每欄的百分比
總數皆為 100 0

表六 內地中學生提名偶像之前十名及其百分數對此

16歲以下 16歲或以上
偶像 男生 偶像 女生 偶像 男生 偶像 女生
章或+ 16.0 周恩來+ 16.4 周恩來+ 16.4 周恩來+ 31.0 
毛澤東+ 14.2 趙薇* 11.6 蓋茲+ 15.7 朱鎔基+ 11.8 
謝霆鋒* 12.8 梁詠琪* 9.9 毛澤東+ 13.2 梁詠琪* 9.8 
劉德華* 11.1 謝霆鋒* 9.9 米高﹒佐敦* 11.1 父親 8.0 
愛因斯琨+ 10.8 毛澤東÷ 9.6 鄧小平+ 9.4 謝霆鋒* 7.7 
周恩來+ 10.4 父親 7.9 陳慧琳* 8.0 陳慧琳* 7.3 
父親 9.0 任賢齊* 7.9 愛臼斯坦+ 7.3 6.6 
任賢齊* 8.3 母親 6.8 劉德華 k 6.3 居里夫人+ 6.3 
周星馳* 7.3 林心如* 6.8 梁詠琪:! 5.9 5.9 
魯迅+ 6.5 父親 5.9 毋親 5.6 蘇有朋* 6.5 

註:凡名後帶*符號者均為明擺偶像;凡名後帶+符號者均為傑出人物偶像。

16歲以下和 16歲或以上男、女生提名前十名明星偶像的百分比分別佔總首

分比為28.1% 、 30.9% 、 32.0%和30.6% ;但為方便計算，本表中每欄的百分比
總數皆為 100 。

前十名排列中有時人數多於或少於十名，還是因為其提名百分比數目相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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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周恩來一人在四組偶像排列中在前五名之列。這再次表明，香

港中學生提名明星偶像的意向遠遠高於內地中學生，這不思年齡的

增加而有太大變化。

結果討論

本研究顯示，兩地中學生在偶像選擇中均存在某種同性選擇趨向，

這尤以香港女生對女明星偶像的提名和內地男生者對男性傑出人物

的提名為代表。換言之，性別對兩地青少年的偶像選擇產生棺當影

響，但這種影響更多表現在「向性棺認 J 上，而非表現在「異性相

吸 J 上。在這當中，偶像的性質(明是偶像還是傑出人物偶像)似

影響甚微。在此之前，人們普遍認為浪漫幻想是青少年偶像崇拜的

一個重要行為動機(如 Adams個Price & Greene, 1990; Greene & Adams

Price, 1990; Schultze et al., 1991) ，但本研究揭示，大多數中學生都

趨向選擇同性人物作為自己崇拜的偶像，無論他(她)是明是偶像

還是傑出人物偶像，這當中似存在某種同性認同的作用。而依照精

神分析理論，認同是個人對其生命中重要人物的社會接受和情感依

戀 (Freud ， 1925 , p. 266) 。這種認同在兒童期主要針對父母，在青

少年期則主要針對某些過分強化或理想化了的人物 (Fromme， 1967 )。

就青少年期的心理變化而言，偶像崇拜是青少年自我確認的重

要手段之一，青少年需要藉著對不同偶像的認同和依戀以肯定自我

的價值(如Blos ， 1967; Josselson, 1991 )。青少年從自我迷茫和自我

確認的拖延狀態中走出來，時常需要經歷一些冒險，也不願接受任

何說教和過旱的自我確認 (Marcia， 1980) 。在這當中，對一些成年

或同齡偶像的認同可使青少年尋求更高的價值並為進入成年角色做

好準備( Erikson, 1964, 1968) 。所以，香港和內地中學生大量選擇

同性偶像，揭示了他們在偶像崇拜中的認同需求。它是一種認同式

依照( identifatory attachment) 的表現方式( Adams-Price & Greene, 

1990 ) 

本研究還表明，隨著年齡的增長，香港中學生對明星偶像的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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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絲毫無滅，而內地中學生頁。越來越趨於選擇傑出人物偶像。筆者

認為，香港中學生的偶像選擇之所以沒有年齡差異，主要是囡為偶

像選擇商業化的結果。具髏地說，偶像已不再作為傳統意義上的偶

像存在，而是以商品存在於文化市場(陳闕， 1996) 。明星崇拜最

終導致商品崇拜，由此明是偶像的生存完全取決於其商品市場的需

求和開發力度。而就其心理機制而言，明星崇拜也易使青少年對偶

像形成一種幻覺依戀( illusory attac恤ent) 或光環效應，而這種幻覺

或光環持常又會被過分強化或理想化，使青少年沈酒於對明星商品

的追逐(如Adam-Price & Greene, 1990; Cheung & Yue, 2002; Wong & Ma, 

1997; Yeung, 1995) 。

而在內地，青少年的偶像選擇仍然未完全被商業化，仍然深受

家庭、學校和社會的影響(岳曉東、張宙橋， 2002 ;薛曉陽， 1997) 。

所以，青少年更易於會隨著年齡的增長而選擇有利於自我確認的偶

像。特別是傑出人物崇拜是一種較為理性的、有條件的、相對性的

心理認伺方式，推動青少年多從偶像的內在特徵來決定其取捨，把

他們當作成功者的典範和模仿學習的榜樣，從而產生巨大的替代學

習效果(如Bandura， 1977, 1986) 和朋讀學習效果(如Schunk & Hanson, 

1985 )。內地青少年頗多崇拜傑出人物，對其心理認同也多表現在

人格、氣質和成就特徵等層面上(偽如，岳曉東、黃成榮、張宙橋，

2000) 。總之，筆者認為兩地中學生選擇偶像的年齡差異是由偶像

商品化的高低程度所決定的。

最後，也於本次研究的取樣僅有2.400名學生左右，而且都是城

市居民，所以本研究的發現還需要進一步的驗證才可加以確認。在

今後的研究中，首先要擴大取樣範圈，特別是在內地的取樣範圈，

以使其研究結果更其代表性。其次，筆者提出以認同理論來解釋青

少年偶像選擇的「同性棺認 J 現象，但這種認同趨向是怎樣表現的，

其中有何性別和道域差異都有待進一步探討。例如在本研究中，香

港女學生隨著年齡的增長會越少提名謝霆鋒為偶像;而內地女學生

卻隨著年齡的增長而越多提名周恩來為偶像，是什麼囡素導致這一

趨向的出現十分值得研究。特別是周恩來作為一個傑出人物偶像，



香港與內地青少年偶像崇拜 109 

?為什麼會受到這麼多女學生的喜好，也值得深入探討。

綜上所述，青少年偶像崇拜是青少年文化的一種次文化形式，

有其社會群體所獨真的態度、價值觀、思考及行為模式(高強華，

1993 ;萬育維、張智雅， 2000) 。在本文中，筆者探討了性別和年

齡對香港和內地中學生偶像崇拜的影響。希望這可以拋磚引玉，吸

引更多專家學者對此問題的關注，以期間展更深入的研究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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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s of Gender and Age on Adolescent Idol Worship: A Study in 

Hong Kong and the Chinese Mainland 

Xiaodong Yue, Chau-kiu Cheung, and Sing-wing Wong 

Abstract 

The present study discovers that there exists a "same sex identification ten

dency" in selection of idols among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both Hong Kong and 

the Chinese Mainland. This is particularly characterized by Hong Kong female 

students' selection of female idols and by Mainland male students' selection of 

male idols. This shows a strong identification effect in adolescent idol worship. 

In addition, as age increased, Hong Kong students showed insignificant differ

ence in their overwhelming selection of star idols while Mainland students 

selected significantly more luminary idols. This may be attributed to a high 

degree of commercialization of star idols in Hong Kong and a low degree of 

commercialization of star idols in the Chinese Mainla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