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男士精神困擾比女士嚴重嗎？養和醫院臨牀醫療心理學中心副主任
馮淑敏博士表示，暫時未有任何數據顯示香港男士的精神困擾比女士嚴重。
「其實無論任何病症，由出現病徵，到影響生活，到患者願意求醫，都經過
一段時間。而要到求醫或向專業人士求助，經評估及診斷後我們才能確定是
否患有情緒病，所以純粹從醫院數字來看，沒有證據顯示男士的精神困擾較
多，或患情緒病比率較高。」馮淑敏博士說。

她 舉 例 ， 研 究 發 現 焦 慮 症
（anx ie ty d i so rde r）或強迫症
（ o b s e s s i v e - c o m p u l s i v e 
d i s o r d e r），男女患者比例差不
多。而英國與美國研究亦發現男士
及女士的情緒病患者數字相若，唯
一的分別是男士相對女士，較為不
願意主動說出自己有情緒困擾，而
處理情緒困擾的方式，亦有男女
的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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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陳旭英　攝影：張文智　設計：林彥博

▲

 當壓力無法處理時，男士
或會以吸煙、飲酒、賭博來
紓壓。

▲  男女患情緒病比例沒有明顯大分
別，但男士比較不大願意表露困擾。

基於受制於社會規範及兩性天生性格影響，男性和女性在遇到困難時，
採取態度截然不同。馮淑敏博士說，很多時女性遇到困難和壓力，情緒會備
受困擾因而影響日常表現，甚至發展至抑鬱症，旁人大多能看見問題而主動
協助，當女性被問及發生何事時，最初或許不大願意說，但經一兩次追問後
大多會和盤托出，而閨中密友便扮演聆聽者角色及提出建議，又或女性自己
感到不濟事而主動見醫生。男士就不同，在社會中認定男士要飾演強人，加
上男兒有淚不輕彈的社會枷鎖，令男士就算有問題都不會表露出來，甚至將
問題藏起來，或拒絕承認問題，扮作若無其事，或用自己的方法處理，如透
過飲酒、吸煙、賭博等方法將情緒抒發，發展成另類習慣。

「最初以飲酒、吸煙紓壓，情況不會太壞，但當問題一直未解決，飲酒
會愈飲愈多變成酗酒，吸
煙或演變成吸毒，賭博賭
至無法自拔，結果原來的
問題未能解決之餘更發展
出另一個問題。而男士往
往會在很久之後才會透露
問題，但屆時問題可能發
展成死結，要解結加倍困
難。」馮博士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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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士不擅於表達自己感受，以不同方法麻醉
自己，負面情緒累積下來無法紓解下，這類個案
發展至最壞階段是自殺。「研究發現，在自殺人
士中的任何一個年齡組別，男性都比女性多。另
一項研究亦發現，三十五歲以下死亡的男性，原
因都是自殺。男性一旦萌起自殺之念，意志是非
常堅決，一心求死的他不會回頭，並採取
決絕的方式。」

自古以
來，男

士被視
為強者

，肩負
保家衛

國的重
責，不

能退縮
，亦不

可以軟
弱，否

則便

是失敗
者。然

而就是
這種社

會規範
，令男

士

即使面
對壓力

，都無
從釋壓

。在日
谷夜谷

下，壓
力煲爆

炸，情
緒崩潰

，悲劇
便是

這樣發
生。

所以
男士

要學
懂照

顧精
神健

康，情
緒便不

會生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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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情緒無法走出困局，
或會萌自殺之念。

男士亦有被壓力或困難壓到
透不過氣的時候，但規範於男性
在社會中要扮演強者的魔咒，難
以開口求助。作為當事人如何走
出困局，作為身邊人又如何幫助
他呢？

馮淑敏博士說，男女其實毋
須受強者角色束縛，男女都是
人，男和女都有軟弱的一面，無
必要強迫自己一直要扮演強者角
色。

「男性和女性沒有天生的絕
對強者或絕對弱者，男士可以擁
有溫柔的一面但不代表是女性
化，女士亦可以有剛強一面，我

們可讓自己保留中性的一面。如
果男士能接受自己都有需要求
助的時候，當遇到困難時向
朋友傾訴，主動尋求協助，
絕不是甚麼懦弱的行為。」

而 身 邊 人 的 主 動 協
助，有時未必得到回應，
還可能被對方視為煩厭。
在這種時候，馮博士建議提
供實際生活協助，例如幫男
士處理瑣事，比喋喋不休追問
更來得有建設性。

然而有壓力，不代表一定會出現情緒問
題，就像人的生理健康一樣，當接觸到病菌時
也不一定生病，因為身體有免疫系統保護。馮
淑敏博士解釋，有些人雖然面對強大壓力，卻
可能不當一回事，對他完全沒有造成心理困
擾，因為他有良好的處理能力；相反有些人面
對小事情，但因為處理壓力能力較弱，或之前
已經積累了不少壓力，到了最後就算是一件小
事，都足以令壓力煲爆炸，因而引發情緒問
題。所以，她建議我們照顧身體健康的同一時
間，亦要經常留意精神健康。

「現時一些大企業會為員工提供精神壓力
評估，通過一系列的問題了解員工的壓力指數
及處理壓力的能力，如有需要會安排協助。中
年以上人士或會定期進行體格健康檢查，而精
神健康是身體健康一部分，我們亦可以定期進
行心理評估。」馮淑敏博士說。

當 男 士 能 及 早
知道自己的精神健康狀
況，就可以及早作出相應措施
保健，情況就如要服食維他命補充劑
或多運動一樣。然而馮博士認為男士毋須太
過執着於自己的社會角色，適當時候應該放下
枷鎖，尋求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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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評估

▲  定 期 進 行 心 理 評
估，就如驗身一樣，防
患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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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納 軟 弱 一 面

無 法 紓 解 走 絕 路

▲

 男士容許自己有女性
的一面，便能接納自己
有軟弱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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