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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最近刀殺案頻繁，七月十八日，英國官
員發表年度罪案調查報告，聲稱暴力犯罪十年來
減少了百分之四十二，以此顯示政績。全國輿論
對此卻不認同，指出過去一年來全國刀殺案竟達
二萬二千宗，其中百分之十三的犯罪者不足十
六歲，校園裡百分之十五的青少年隨身帶刀，
理由竟是自衛。

今年以來，倫敦已有超過二十人命喪刀下。
有民眾說： 「感覺上，國內的持刀行兇案比英軍
喪命於伊拉克的自殺炸彈襲擊事件更加頻繁。」

七月九日的二十四小時內，七名青年命喪兇
徒刀下，其中四宗街頭械鬥發生在倫敦。消息令
人擔憂刀殺命案大爆發，倫敦警方緊急成立了由
七十五名警員組成的 「應付刀殺案專責隊」，防
止街頭刀械格鬥嚴重影響民生和社會安全。

每年250人喪命
警方最新調查發現，英國各地刀暴力問題相

當嚴峻，每年平均有二百五十人死於刀下，而用
刀威嚇人的個案每年更超過六千宗，其中過半的
青少年受害者沒有報警，他們甚至不敢讓父母知
道。

「現代青少年認為帶刀既能向朋友炫耀，又
可以自衛。結果，這些帶刀的青少年最有可能成
為受害者。」報告說， 「全國五分之一的十六
歲以下青少年經常帶刀，有的甚至只有十歲。
對於那些逃學或被休學的學生，起碼半數以上
帶刀。」

隨着街頭的刀暴力增多，各方注意到犯罪者
的年齡越來越小，在與販毒幫派衝突和酗酒鬧事
有關的刀暴力中，四成以上的被定罪者年齡在十
五歲至十八歲之間。全國警官聯合會主席鍾斯說
，青少年的刀暴力十分普遍，令人擔憂。二○○
七年全國最嚴重的二十四宗青少年殺人案中，十
六宗是刀殺案。

今年五月二十四日，十八歲的英國青年演員
羅伯特‧沙洛思(Robert Knox)在倫敦東南部街
頭被人用刀捅死，事件震驚各方。羅伯特十一歲
便在英國電視露面，幾年裡拍攝過多部電視節目
，並在《哈利波特與混血王子》中出演，是英國
民眾熟悉的青年演員。他在衝突中為了保護十六
歲的胞弟而不幸身亡。

七月十日，十九歲的布賴頓懷疑為一罐啤酒
與別人發生衝突，結果被刺多刀身亡，成為今年
倫敦第二十名刀殺受害者。同晚，二十歲的達菲
爾德在街上因小事與人爭執後，被人用利刀刺死
。而在七月七日，兩名法國留學生又在寓所被人
殘暴刺死，兩人身上分別被捅了五十刀以上。

利刃隨手可得
在英國要得到槍枝不容易，法律規定十七歲

以上才能向警方申請，獲得持槍證書方
能買到槍械。而且，證書通常只規定持
有某種規格的槍枝及其用途，例如某種獵槍
，槍擊運動作訓練用的槍械，等等。因此，
在英國的暴力罪案中，刀殺是槍殺的四倍。

警方說，大部分青少年的利刀來自廚房。三
位醫生曾聯名在英國醫學雜誌撰文，要求立法限
制平民的廚房使用長刀，因為長刀往往足以致命
。他們指出，許多年輕人只是出於一時衝動而犯
罪，傷害了別人，通常也令自己悔恨終生。

有人建議刀具製造商 「改良」廚刀的形狀，
放棄又長又尖的利刀而改用中國常用的方形刀。
建議者認為，該措施可起預防功效，相等於汽車
引進觸感反應器以防盜竊。

雖然說該等建議未免隔靴搔癢，並不能真正
解決問題，但卻反映了英國社會各界對刀殺暴力
的關注。目前英國法律不允許隨身攜帶超過三吋
長的刀子，如在公共場所被檢獲又缺乏足夠理由
的話，會被控違法。

全國教師協會發言人說，學校裡持刀持槍的
數字微不足道。真正的困難在於，主動打擊暴力
行為只是捕風捉影，因為哪怕是一枝削尖了的鉛
筆也可以釀成悲劇。

青年以犯法為榮
年前英國公共政策研究院的報告說，在歐洲

十幾歲的年輕人當中，行為最惡劣的要數英國年
輕人，他們在酗酒、吸毒、暴力和性濫交等方面
的排名都高於歐洲其他國家。英國青年被列為歐
洲行為表現最差的一族。該報告還指出，因為英
國年輕人暴力行為頻繁，平民現在開始對年輕人
感到恐懼。同時，英國青少年審判委員會也發現
，英國一些年輕人甚至以犯法為榮。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二○○七年的報告說，英
國是最不利兒童成長的發達國家。在全球最富有
的二十一個國家當中，英國兒童最不快樂、貧窮
兒童最多、最不健康，最受社會忽略。

現代英國青年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有更高學歷
，物質、社交和各種機會比上一代都多得多。過
去二十五年英國就業良好，失業率一直下降，今
日的英國家庭享有社會福利，普通不至於太貧困
，英國青年的消費力比美國青年還要強，但為何
品德行為卻比歐洲各國更差？

不少社會學家認為，英國青年暴力問題的根
源在於這一代的教育的不足和現代社會的負面影
響。南歐國家如意大利信奉天主教，傳統的家庭
觀念較強。但在英國的過去三十年，家庭結構發
生了很大變化，單親家庭的數目冠絕全歐，專家
認為是崇尚個人主義的社會風氣所致。換言之，
英國人反感政府干涉家庭及個人生活，間接縱容
了青少年的不良行為，使其不能及時得到有關機

構的監管和重
視。

英國政治評論家米內蒂指出，
在一個良好社會，人的品質是最根本的東西，但
戰後幾十年，英國教育越來越少強調個人責任，
「這正是今日年輕人，以至他們的家長都缺乏的

東西」。
保守黨黨魁卡梅倫最近針對刀殺問題，強烈

抨擊工黨政府多年推行 「道德中庸」，他說：
「我們的社會避免對他人作出明顯的批評和判斷

，對正確與錯誤不直言。多年來，責任感、自律
、尊重他人等社會美德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
道德中庸，不對好、壞作判斷和表態。」

個人主義惹的禍
他舉例說： 「我們大談肥胖的危險，卻不直

接指出人們吃得過多，運動得太少。我們大談
貧窮之苦，大談社會排擠，卻不指出酗酒、吸
毒這些自身不良行為是缺德的，是社會的根本
問題。」

最近一項民意調查贊成卡梅倫的觀點，七成
五的人認為大部分英國兒童缺乏家教，沒有社會
約束，自以為可以為所欲為。八成五的人要求政
治家們應該停止推薦 「道德中庸」的自由主義，
而應該要求人們對社會負責任、有承擔。

「我們處於一個什麼社會？」刀殺問題引起
了各方探究。有人認為，青少年犯罪嚴重是英國
福利社會的產物，人們依賴國家免費的公立醫療
，卻沒有約束吸毒、酗酒。孩子學壞是學校而非
父親的責任，形成今日英國的公立 「保姆文化」
，人們沒有自身責任，一切都歸咎國家，寵壞了
兩代人。然而，這也不能全歸咎於福利主義，畢
竟實行福利主義多年的北歐各國，治安良好、民
風淳樸，更遑論出現像英國般的情況。這明顯是
英美強調的個人主義所惹的禍。

一位社會工作者說，在許多年輕人眼中，持
刀自衛就像時裝潮流。立法禁刀阻止他們 「自衛
」，是治標不治本的辦法。政府真正要做的是找
出令年輕人變得離經叛道的原因，及其背後的社
會問題。但是政府似乎還未理解這一點。

●2006年4月，英國交通警察在全國各城
市搜查刀械武器，用嗅探犬和掃瞄器，隨時攔
截乘客檢查。在利物浦一萬名被查者中，近一
百人被捕，查出了六十八把利刀。當局形容這
是針對 「持刀文化」的行動，十分成功。

● 2006 年 5 月，警方展開一個月的全國
「繳械」行動，名為 Knife Amnesty，呼籲在

限期內自動交出刀械的公眾將不予追究。事後
繳獲各式刀械四萬餘件，主要為大砍刀、切肉
刀、斧頭等。這次行動之後，任何人在公眾
場所持有攻擊性武器，會被罰款五千英鎊及
入獄半年。

●同月，警方動用機場安檢掃瞄器，檢查
倫敦東北部諾定咸學院學生是否帶利刀進教室
。這是全國第一家學校被警方如此安檢。當天
便查獲利刀一把。

●2007年5月30日，教育部正式授權學校
檢查學生是否帶刀入校。官方同時向學校發出
指引，推介如何使用安檢搜索器。指引說，拒
絕接受安檢掃描的學生，會被拒入校。這項新
政策是應全國教師的要求而採取的，但任何教
師搜查學生都要經校長批准。校方只有在發現
可疑情況下才實行有關安檢，一旦存在對師生
構成威脅的情況，必須通知警方。

●2008年1月，英國內政部決定將刀殺案
與其他罪案分開統計。官方宣布準備在中學設
置固定的金屬探測器，倫敦、利物浦、曼徹斯

特等地的一些暴力事件最多的學校將率先安裝
。一些高級警官、學校校長和在野保守黨都支
持這一建議。全英教師聯合會的一位負責人對
這一計劃表示歡迎，但認為這只適用於一些有
集團犯罪問題的學校。

● 2008 年 5 月 6 日，警方降低起訴帶刀青
少年的年齡，任何年滿十六歲以上在公共場所
持有殺傷性刀械的人都可能面對司法起訴。在
此之前，根據英格蘭和威爾士的法律規定，警
方只能起訴十八歲以上的持刀人士，對十八歲
以下的僅予以警告。這是在首相白高敦與警官
聯合會代表和總檢察長進行了九十分鐘的特別
會議後作出的決定，該會議集中討論如何應對
日益嚴重的青少年犯罪浪潮。

●與此同時，幾名高級法官對政府提出警
告，指出刀殺案已經處於 「流行性程度」，必
須對這種情況加以重視和嚴懲。內政大臣施卓
琪隨即宣布政府撥出五百萬英鎊，供十家醫院
應付刀傷案件劇增的局面，其中款項包括製作
宣傳廣告，呼籲家長教育子女，向子女解釋身
藏刀械的危險性。

●2008年7月13日，英國內政大臣施卓琪
表示，要安排那些帶刀的人到醫院去探望刀傷
受害者，以便用血的事實教育他們，使他們
害怕。但此言一出，各方的批評隨即接踵而
至，認為這種 「震懾策略」緣木求魚，不切
實際。

一名青年男子夜間在街頭被人用刀
捅了，他倒在血泊中，送院後證實不治。他
的父母傷心欲絕，呼籲社會制止 「刀暴力」
。可沒隔幾天，又發生了另一宗同類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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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政府的「禁刀」措施

▲今年五月二十四日，十八歲的英國青年演員羅伯特‧沙洛思在倫敦東南部街頭被
人用刀捅死。圖為沙洛思（右）與母親莎莉（中）和弟弟占美（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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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首相白高敦和青少年討論刀殺犯罪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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