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論私隱，你有份」

私隱，顧名思義，是不讓人知的私事，而私隱權則是一種人格權。包括有權

保持自己的安寧，有不允許其照片、事業、成功經驗等被人傳播圖利，或造成對

本人干擾的權利。在古時的中國，則全無私隱可言，父母可以關心為理由窺探子

女的信件等，直至現時老一輩的人士，都有著這個「關心」的舉動。就是這麼少

少的舉動，也表現了中國人缺乏「私隱」這個概念。時下年輕人缺乏私隱的概念，

不多不少也是中國「風俗」的影響。時移勢易，隨著教育的普及與政府的宣傳，

我認為時下的年輕人普遍知道「私隱」的概念，但那概念是極力維護「自己的私

隱」而不關心「他人的私隱」。

有人認為年輕人喜愛把個人與他人資料在網絡上隨便流通，令人一接上電

腦，便對那人瞭如指掌，其實這說法有問題。年青人喜愛沉迷網絡，網絡上很多

部落格或日誌是年輕人的玩意，也不難發現，個人資料的那些簡介，很多都是虛

構的，絕少人會填真名或全名的，他們在日誌上分享的，自己的事只是一些片段，

但是分享他人的事件時，卻仔仔細細地記下了供人分享，更有人貼上偷拍友人或

路人的照片等等，普遍地年輕人懂保護自己的「權」而不屬自己的便很少去保護。

可以想像，有天你因機緣巧合而在一個不知名的網誌看見自己被人評論或討論，

則對你造成干擾。由此可見，青年人普遍有「私隱」的概念，但卻認識得不夠全

面。

倍隨科技發展及突破，定位追蹤系統的出現，甚至手提電話都具有錄音攝影

拍照功能，這無疑令很多私人事會暴露於人前。其實手提電話具拍照攝影功能，

的確帶給大眾方便。但刀無兩頭利，刀子的發明原是為方便日常生活切割，但被

用於殺人則違反了原意。同樣，那麼多的高科技產品，定位追蹤，閉路電視，其

實都為了保障個人的安全。照相機原是為留下美好的回憶，被用於偷拍，又是與

原意相反了。個人的私隱多少不是在於高科技產品的多少，而是在於人們如何運

用。更深一層，則是人們私隱意識的高低了。

現時社會上最缺乏「私隱」意識的，可算是傳媒了。至今，偷拍事件仍不斷

出現，傳媒工作者，大都有著不低的學歷。受著十多年高等教育的人，卻做出如

些低等下流之事。「私隱」這題目，能歸究是「老師」並沒有教授嗎?還是會考，

高考沒有包括這個課題?大人尚且如此，如何令一群青少年學習。更嚴重的是，

傳媒所推行的「無私隱」風氣，更潛移默化地「合理化」大眾，令很多人不以為

然，這是多麼可悲。

依我所想，要明白「私隱」這個概念其實不難，四個字也--「將心比心」。

以一段你與朋友的私人錄音為例，家常談話，當然不希望被人公開。你當然可以

沒有所謂，試想像你的朋友想也沒想到與你一席話卻被公開了，每次如是的話，

試問還有誰願意與你談話，換了是你，你還願意與那人聊天嗎? 可能那些錄音能

令你增加了公眾關注，但那很短暫，當你再沒有「私隱」被出賣時，人們便會忘

記你。就是那麼簡單，「私隱」原來也保障了你與他人的關係，在以上的錄音事



件中，你錄了音但沒有公開，保持了你與友人的「友誼」，更不會被人評為「出

賣自已(或他人)私隱而出鋒頭」的人。

總括而言，私隱是一種個人權利，也包括不被別人公開的權利，要推廣私隱

的重要，除了教育，身教也重要。年輕大致都有私隱的概念，我認為只要配合「將

心比心」，把別人的事想像為自己的事，那麼，私隱可以使人明白得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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