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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 a t u r e

上
回
談
及
香
港
潮
語
﹁chok

樣
﹂
的
語
義
，
並

推
測
語
源
，
初
步
認
為
可
以
寫
﹁
戳
﹂
來
表
達
實

際
音
值
﹁cok8

﹂︵
用
香
港
語
言
學
會
音
標
，
但

入
聲
用789

標
示
︶，
但
證
據
仍
嫌
未
足
。
老
師
指

點
，
做
學
問
要
講
求
﹁
有
一
分
證
據
，
講
一
分
說

話
﹂，
所
以
只
暫
建
議
可
寫
﹁
戳
﹂，
無
非
同
音
假
借
而

已
。學

習
、
分
析
和
研
究
漢
語
方
音
，
當
知
﹁
有
聲
音
然

後
有
語
言
，
有
語
言
然
後
有
文
字
﹂。
廣
府
話
口
語
的

用
詞
有
許
多
被
視
為
﹁
有
音
無
字
﹂，
但
是
前
輩
高
賢

勾
沉
古
籍
，
重
建
許
多
我
們
廣
府
人
日
常
會
講
卻
不
知

怎
寫
的
熟
語
。
許
多
時
雖
是
同
一
個
語
音
，
不
同
的
研

究
者
可
能
提
出
不
同
本
字
，
所
以
任
何
一
個
有
音
而
未

知
本
字
的
口
語
詞
，
都
要
反
覆
論
證
，
才
可
以
得
出
最

後
結
論
。

但
是
我
們
不
能
等
到
有
結
果
，
才
繼
續
使
用
父
祖
輩

代
代
口
耳
相
傳
的
方
言
詞
，
所
以
還
應
要
保
留
這
些
暫

時
﹁
會
講
未
會
寫
﹂
的
方
言
詞
語
。

英
語
是
比
較
多
香
港
人
能
夠
掌
握
的
外
語
，
所
以
近

年
多
了
人
用
英
語
拼
音
來
表
達
寫
不
出
的
方
言
詞
。
在

吸
收
外
來
語
時
，
英
國
人
的
處
理
辦
法
很
簡
單
，
因
為

英
語
書
面
語
是
拼
音
文
字
，
按
新
詞
的
音
值
用
字
母
拼

出
來
便
是
。
漢
語
書
面
語
是
表
意
文
字
，
便
經
常
要

﹁
同
音
假
借
﹂。

香
港
潮
語
﹁hea

﹂
值
得
一
談
。
一
般
理
解
﹁hea

﹂

泛
指
態
度
﹁
懶
散
﹂、
過
得
有
點
﹁
無
聊
﹂、
﹁
無
所
事

事
﹂、
﹁
漫
不
經
心
﹂
或
出
外
﹁
隨
意
閒
玩
蹓
躂
﹂
等

等
。
這
個
﹁
單
音
詞
﹂
的
語
源
不
似
來
自
外
語
，
有
人

認
為
是
英
語
﹁hang
around

﹂
演
化
而
來
，
但
﹁
韻
部
﹂

相
差
有
點
遠
，
不
似
可
以
由
﹁-an

g

﹂
轉
讀
為
﹁-

ea

﹂。
似
乎
可
以
從
廣
府
話
俗
語
俚
詞
中
尋
根
，
不
過

這
回
只
是
隨
便
猜
測
，
不
是
嚴
肅
的
學
術
論
證
。

先
談
讀
音
，
這
個
英
文
字
母
假
借
的
﹁hea

﹂，
實
際

音
值
是
陰
去
聲
，
在
粵
曲
用
韻
屬
﹁
賒
借
﹂
韻
。
可
以

從
：
賒
︵se1

︶
、
寫
︵se2

︶
、
瀉
︵se3

︶
；
遮

︵ze1

︶、
者
︵ze2

︶、
借
︵ze3

︶
導
出
，
音
標
記
為

﹁he3

﹂。
廣
府
俗
語
有
所
謂
﹁
狗
﹃he3

﹄
屎
﹂，
初
步
懷
疑

﹁hea

﹂
的
語
源
跟
﹁
狗
﹃he3

﹄
屎
﹂
有
關
。
中
國
文

化
裡
面
，
狗
跟
屎
的
關
係
密
切
，
與
英
國
人
視
狗
為

﹁
人
類
最
忠
誠
的
朋
友
﹂
大
異
其
趣
，
足
見
英
國
狗
比

中
國
狗
矜
貴
。
中
國
農
村
的
流
浪
野
狗
經
常
吃
不
飽
，

有
所
謂
﹁
餓
狗
搶
屎
﹂，
我
們
﹁
城
市
長
大
的
孩
子
﹂

甚
少
有
機
會
得
見
。

假
如
狗
吃
飽
了
，
見
屎
也
不
搶
，
卻
會
﹁h

e3

﹂

之
。
即
以
前
爪
擺
弄
地
上
的
一
條
屎
，
狗
的
前
爪
遠
遠

不
及
人
手
靈
敏
，
無
非
推
來
推
去
。
於
是
﹁
狗
﹃he3

﹄

屎
﹂
常
用
來
罵
人
辦
事
時
態
度
敷
衍
。
例
如
執
拾
地
方

不
妥
當
，
長
輩
會
罵
曰
：
﹁
乜
搞
到
咁
亂
，
好
似
狗

﹃he3

﹄
屎
咁
！
﹂
又
如
手
持
長
柄
掃
巴
掃
地
而
隨
隨
便

便
擺
個
樣
，
長
輩
亦
會
罵
曰
：
﹁
好
心
你
掃
地
唔
好
咁

求
其
啦
，
好
似
狗
﹃he3

﹄
屎
咁
！
﹂

﹁H
ea

﹂
成
為
潮
語
，
現
解
似
乎
跟
﹁
狗
﹃he3

﹄
屎
﹂

有
相
通
之
處
。
過
去
從
未
試
過
同
一
篇
短
文
用
這
麼
多

個
﹁
屎
﹂
字
，
但
﹁
狗
﹃he3

﹄
屎
﹂
這
個
廣
府
話
俚

語
生
動
風
趣
，
大
有
保
留
價
值
，
需
要
﹁
搶
救
﹂。

粵
劇
中
人
傳
言
，
年
前
由
廣
州
移
居
香
港
的

﹁
小
明
星
腔
﹂
傳
人
葉
幼
琪
已
籌
組
起
班
，
要
演

出
︽
紅
樓
夢
︾。
由
她
扮
演
賈
寶
玉
，
並
稱
此
是

她
多
年
願
望
。
最
近
更
邀
得
擅
演
賈
寶
玉
之
越

劇
宗
師
徐
玉
蘭
出
山
，
親
自
指
導
她
扮
演
賈
寶
玉
之

竅
門
秘
訣
，
並
已
訂
在
本
年
十
月
中
旬
在
新
光
戲
院

演
出
。

徐
玉
蘭
、
王
文
娟
是
五
十
年
代
演
寶
玉
、
黛
玉
之

越
劇
一
代
宗
師
，
和
擅
演
梁
祝
的
范
瑞
娟
、
袁
雪
芬

是
越
劇
四
大
鋼
柱
。
當
年
由
她
們
演
紅
樓
和
梁
祝
蜚

聲
全
國
，
為
全
國
各
劇
種
掀
起
演
此
二
劇
之
高
潮
，

連
香
港
這
個
廣
東
人
地
頭
也
有
此
二
劇
之
國
粵
語
電

影
和
唱
上
海
語
之
港
式
越
劇
出
現
，
出
了
多
位
夏

夢
、
向
群
等
香
港
越
劇
明
星
。
但
以
粵
人
唱
經
典
越

劇
之
角
色
，
似
乎
難
以
入
格
，
所
以
很
快
便
褪
色

了
。葉

幼
琪
半
途
出
家
力
挽
狂
瀾
，
要
以
粵
曲
唱
寶

玉
，
想
來
不
易
討
好
。
因
葉
幼
琪
本
身
是
唱
家
，
是

﹁
小
明
星
腔
﹂
平
喉
之
傳
人
，
以
前
在
粵
省
藝
壇
是
入

於
只
唱
不
演
之
﹁
菊
部
﹂
而
非
﹁
伶
倌
﹂。
她
學
曲
之

時
未
正
式
穿
過
﹁
紅
褲
子
﹂，
未
從
根
基
上
學
過
粵

劇
。
半
途
出
家
粉
墨
登
場
，
﹁
做
手
﹂﹁
台
架
﹂
有
得

仿
學
，
但
那
種
氣
度
、
氣
勢
、
氣
場
之
﹁
三
氣
﹂
勢

難
急
就
章
便
學
會
，
縱
是
天
才
也
難
有
上
佳
效
果
。

粵
藝
清
唱
之
﹁
菊
壇
﹂
歷
史
不
過
六
、
七
十
年
，

能
成
一
代
宗
師
的
迄
今
只
有
﹁
星
腔
﹂︵
小
明
星
︶
和

﹁
仙
腔
﹂︵
徐
柳
仙
︶
兩
大
流
派
。
幾
十
年
傳
下
來
，

﹁
星
腔
﹂
有
傳
人
李
少
芳
、
陳
錦
聯
，
再
傳
有
黃
少

梅
，
再
再
傳
有
梁
玉
嶸
、
葉
幼
琪
、
區
桃
、
何
萍
等

四
代
傳
人
。
最
出
色
的
是
李
惠
雯
，
而
行
家
一
致
公

認
最
有
﹁
星
韻
﹂、
﹁
星
味
﹂
的
是
葉
幼
琪
。
近
年
此
人

嫁
了
來
香
港
，
香
港
沒
有
只
唱
不
演
之
曲
藝
天
地
。

葉
在
港
嘗
試
過
正
式
演
粵
劇
，
但
未
符
理
想
，
今
次

演
︽
紅
樓
夢
︾
是
崔
護
重
來
，
預
祝
她
能
成
功
。

另
一
枝
﹁
仙
腔
﹂
唱
徐
柳
仙
調
的
最
出
色
者
是
廣

州
陳
玲
玉
及
兩
得
意
弟
子
吳
玉
禪
及
黃
秀
冰
，
她
們

間
有
赴
港
演
出
，
每
次
阿
杜
均
不
錯
過
，
因
香
港
近

年
能
有
機
欣
賞
傳
統
﹁
菊
﹂
藝
的
已
近
乎
湮
滅
了
。

內
外
形
勢
風
高
浪
急
，
金
融
市
場
包
括

股
市
、
匯
市
和
商
品
市
場
等
風
起
雲
湧
。

國
家
一
眾
領
導
人
活
動
十
分
頻
繁
，
顯
然

目
的
是
如
何
應
對
經
濟
形
勢
新
變
化
，
進

一
步
加
快
轉
變
經
濟
發
展
方
式
，
特
別
是
胡
錦

濤
總
書
記
最
為
關
注
者
。
胡
錦
濤
同
樣
關
心
青

年
人
的
教
育
、
體
育
發
展
。
他
親
自
南
下
深

圳
，
主
持
第
二
十
六
屆
世
界
大
學
生
運
動
會
開

幕
禮
，
彰
顯
對
新
生
代
活
動
的
重
視
與
支
持
。

在
此
前
後
，
在
酷
熱
的
嶺
南
開
展
長
達
五
天
的

廣
州
和
深
圳
考
察
，
親
到
企
業
和
基
層
了
解
情

況
，
目
的
當
然
是
共
商
全
面
建
設
小
康
社
會
大

計
，
亦
了
解
廣
東
特
別
是
深
圳
和
廣
州
高
端
創

新
科
技
和
轉
型
發
展
謀
略
，
以
增
強
國
際
競
爭

力
。中

國
跨
越
式
的
發
展
令
其
經
濟
實
體
已
成
世

界
第
二
大
。
儘
管
美
元
與
美
國
經
濟
近
期
實
在

窩
囊
極
了
，
但
是
美
元
仍
然
是
世
界
主
要
的
經

貿
貨
幣
，
其
地
位
一
下
子
暫
無
能
代
替
。
人
民

幣
仍
然
未
能
在
全
球
流
通
，
資
本
項
目
暫
未
對

外
開
放
。
不
過
，
中
國
當
局
極
有
需
要
把
人
民

幣
在
市
場
成
熟
時
推
向
國
際
化
，
儘
管
中
美
關

係
時
好
時
壞
，
然
而
，
彼
此
有
需
要
搞
好
關
係

便
利
合
作
。
事
實
上
，
中
美
友
好
共
榮
共
利
，

反
之
，
兩
敗
之
。
美
國
副
總
統
拜
登
上
周
飛
抵

北
京
，
展
開
為
期
四
天
的
對
華
訪
問
。
拜
登
不

當
政
治
家
其
實
可
以
當
外
交
家
，
他
言
談
間
多

次
釋
出
對
中
國
善
意
，
他
的
孫
女
和
外
甥
女
在

學
中
文
哩
！
拜
登
訪
華
期
間
，
我
國
國
家
副
主

席
習
近
平
一
直
在
陪
同
。
相
信
此
文
見
報
時
，

拜
登
已
可
公
開
他
的
訪
華
豐
碩
成
果
了
。
眾
所

周
知
，
中
國
最
關
心
的
是
美
債
安
全
，
美
國
放

寬
出
口
管
制
特
別
是
高
端
科
技
輸
華
限
制
。
某

些
美
國
人
老
在
指
斥
中
美
貿
易
逆
差
大
，
其
實

中
國
很
需
要
向
美
國
購
買
高
端
科
技
產
品
的
。

問
題
是
美
國
自
我
限
制
的
自
關
門
戶
，
誰
也
知

道
﹁
弱
國
無
外
交
﹂。
隨

中
國
實
力
強
大
，
中

國
的
﹁
話
語
權
﹂
便
愈
強
大
。

香
港
面
向
國
際
，
有
獨
特
優
勢
，
而
國
家
正

是
有
需
要
走
向
國
際
。
國
務
院
副
總
理
李
克
強

上
周
訪
港
三
天
向
港
人
送
大
禮
三
十
六
項
優
惠

政
策
之
外
，
他
的
親
民
和
重
要
講
話
使
港
人
在

酷
熱
中
如
沐
春
風
。
兩
地
加
強
合
作
推
動
多
邊

聯
合
走
出
去
，
共
同
合
作
開
拓
國
際
市
場
，
特

別
是
人
民
幣
國
際
化
有
賴
香
港
優
勢
結
合
，
推

動
香
港
成
為
人
民
幣
離
岸
中
心
是
國
家
需
要
。

﹁
女
兒
紅
﹂
是
一
種
酒
的
名
字
。

它
的
配
方
是
普
通
黃
酒
加
十
數
年
的
光

陰
和
寸
步
不
離
的
守
護
。

據
說
在
產
黃
酒
的
紹
興
，
曾
有
這
麼
一

種
風
俗
：
喜
得
女
兒
的
人
家
會
在
後
院
掘
地
數

尺
，
埋
下
幾
大
壇
或
幾
大
缸
黃
酒
。
這
酒
一
埋

就
是
十
數
年
，
一
直
得
等
到
那
小
小
的
女
兒
長

成
了
豆
蔻
年
華
的
新
嫁
娘
，
才
可
以
出
土
啟
開

紅
綢
黃
泥
的
壇
封
，
由
纖
纖
玉
手
斟
入
賀
喜
的

親
朋
好
友
的
杯
中
。
那
陳
釀
的
醇
香
，
伴

濃

濃
的
喜
悅
和
稠
稠
的
不
捨
，
穿
門
過
戶
，
氤
氳

了
許
多
條
送
嫁
迎
娶
的
大
路
小
路
，
讓
四
處
散

步
的
懂
酒
的
鼻
子
同
時
找
到
了
通
往
香
格
里
拉

的
路
。

由
那
醺
然
的
傳
說
中
，
可
以
想
像
那
新
娘
用
柳

枝
描
過
的
彎
彎
眉
，
由
鵝
蛋
粉
輕
撫
過
的
粉
臉
玉

頸
，
那
用
絳
紅
唇
紙
抿
過
的
櫻
桃
小
口⋯

⋯

那
新

娘
臉
上
一
點
點
湮
開
、
酒
色
般
的
害
羞
，
那
樣
的

一
天
，
那
樣
的
心
情
和
容
顏
，
是
她
一
生
中
的
最

美
。
還
有
那
喜
被
中
藏

的
紅
喜
蛋
、
紅
綠
花

生
、
蓮
子
、
棗
子
，
那
大
紅
的
綢
子
嫁
衣
，
那
繫

了
紅
絲
棉
的
紅
木
嫁
妝
，
那
車
載
斗
量
的
祝
福
、

喜
筵
上
蕩
漾
開
來
的
笑
聲
和
醉
意
，
是
怎
樣
幸
福

了
平
日
裡
清
冷
的
板
凳
、
桌
子
和
小
院
裡
飛
來
飛

去
的
塵
埃
。

要
多
大
的
耐
心
，
才
能
令
父
母
經
過
十
數
年

的
等
待
，
把
平
常
的
酒
醞
釀
成
了
玉
液
瓊
漿
。

是
多
深
的
愛
，
讓
父
母
含
辛
茹
苦
把
小
背
心
似

招
人
憐
的
小
丫
頭
拉
扯
成
了
小
棉
襖
似
地
知
冷

知
熱
的
大
姑
娘
，
並
笑
裡
含
淚
地
將
她
交
到
那

叫
做
女
婿
的
男
人
的
手
中
。

這
麼
一
杯
終
將
遠
離
家
門
、
馨
香
了
別
人
家

庭
院
的
﹁
女
兒
紅
﹂，

即
便
不
再
在
土
裡
深

埋
，
也
一
直
擎
在
父

母
的
胸
口
，
捨
不
得

它
風
吹
，
捨
不
得
它

雨
淋
，
為
人
父
母

的
，
無
怨
無
悔
地
付

出
，
只
希
望
那
雙
手

接
住
女
兒
將
來
的

人
，
也
懂
得
寵
愛
和

心
疼
，
千
萬
別
辜
負

了
如
花
美
眷
和
似
水

流
年
，
特
別
是
吉

祥
、
喜
慶
的
﹁
女
兒

紅
﹂。

女兒紅

早
上
經
過
灣
仔
春
園
街
，
小
販
攤
檔
剛

營
業
，
用
大
喇
叭
播
放
姚
蘇
容
的
︽
今
天

不
回
家
︾，
歌
聲
響
徹
雲
霄
。
﹁
往
事
如

煙
，
愛
情
如
謎
，
迷
失
在
舊
日
情
愛
的

你
，
今
天
不
回
家
。
為
什
麼
你
不
回
家
？
﹂
姚
蘇

容
唱
得
聲
嘶
力
竭
。

春
園
街
人
來
人
往
，
陳
年
舊
歌
格
外
刺
耳
；
待

姚
蘇
容
唱
完
，
尤
雅
的
︽
往
事
只
能
回
味
︾
隨
即

﹁
登
場
﹂
；
只
不
過
是
早
上
十
點
鐘
，
熱
鬧
的
春

園
街
，
像
昨
夜
的
派
對
還
沒
散
場
。

最
新
調
查
顯
示
，
全
港
十
八
區
中
，
灣
仔
區
的

快
樂
指
數
最
高
；
以
十
分
為
滿
分
，
灣
仔
獲
得
八

點
五
五
分
。
調
查
分
析
指
出
，
灣
仔
的
好
處
在

於
：
名
校
林
立
、
交
通
方
便
和
娛
樂
豐
富
。
曾
經

居
住
灣
仔
近
十
年
。
七
十
年
代
初
，
駱
克
道
、
杜

老
誌
道
與
謝
菲
道
的
無
上
裝
酒
吧
和
舞
廳
林
立
，

每
當
華
燈
初
上
，
街
頭
盡
見
那
些
﹁
今
天
不
回
家
﹂

的
人
，
上
演

一
齣
齣
︽
蘇
絲
黃
的
世
界
︾。

到
今
天
，
依
然
隱
約
可
以
看
到
當
年
灣
仔
遺
留

下
來
的
﹁
風
流
韻
事
﹂。
例
如
，
清
晨
六
、
七
點

在
灣
仔
中
旅
社
門
前
等
待
旅
巴
北
上
時
，
我
經
常

碰
到
一
些
年
逾
六
十
歲
的
徐
娘
，
打
扮
花
枝
招

展
，
濃
妝
艷
抹
，
滿
身
酒
氣
，
走
路
搖
擺
不
定
。

她
們
顯
然
一
夜
未
眠
，
沉
醉
於
當
年
燈
紅
酒
綠
的

日
子
。

認
識
春
園
街
布
販
陳
伯
，
他
兜
售
的
布
料
，
都

是
高
級
蘇
格
蘭
毛
絨
和
銀
線
刺
繡
。
賣
布
之
餘
，

陳
伯
還
有
說
不
完
的
灣
仔
故
事
。
他
說
，
美
國
水

兵
趕
往
越
南
戰
場
前
，
醉
生
夢
死
，
途
經
香
港
大

肆
揮
霍
，
做
西
裝
上
酒
吧
；
那
些
吧
女
舞
女
則
喜

歡
用
刺
繡
做
旗
袍
，
扮
裝
﹁
蘇
絲
黃
﹂
迎
客
。

當
年
灣
仔
的
裁
縫
店
林
立
，
生
意
滔
滔
不
絕
。

如
今
時
代
變
了
，
裁
縫
店
關
門
，
陳
伯
收
購
得
來

的
高
級
布
料
卻
不
合
潮
流
，
乏
人
問
津
。
最
近
一

次
見
到
陳
伯
，
他
將
剩
布
替
自
己
做
了
西
裝
，
準

備
年
底
在
兒
子
娶
媳
婦
的
囍
宴
上
穿

。

無
論
是
那
些
已
老
徐
娘
抑
或
布
販
陳
伯
，
他
們

都
是
灣
仔
快
樂
人
。

灣仔快樂人

7月22日的廣州日報刊載了一條「內地大城市掀
起跨境生子潮」的報道，說近幾年中內地地大城市
中跨境生育成潮流，而跨境生育中，又以選擇香港
為孩子出生地的家庭最多，僅去年就有4.1萬內地孕
婦赴港生子。
其實，跨境生子並不是近年才出現的現象，早在

10年前就時有發生，只不過那時還是個案。當時，
境外生子由於嚴格受各國對人口流動的限制，有經
濟實力出境生子也不一定就能如願。因而想違規生
二胎的婦女大多選擇計劃生育政策執行不太嚴的縣
市，這種情況原來我也不清楚，孩子談對象時才知
道了實情。孩子談對象先後談了三次，不是家中有
姐妹就是家中有弟弟，怪了，我們這一代人生育可
都是只准養一個啊，怎麼到了另一個城市政策就變
了呢？與當事人細談才得知，由於計劃生育政策在
孩子工作的這個城市不是強調得很厲害，超生罰款
也不是讓人望而生畏，因而周邊縣市婦女借到這個
城市做生意、打工為名超生的很多，當地人更是通
過各種關係超生，不是養兩個就是養三個，獨生子
女家庭倒十分稀罕。2001年以後，各國放鬆了對人
口流動的限制，允許內地個人申請旅行簽證，有的
國家每次逗留時間甚至可長達半年；而港澳地區在
CEPA協定下對內地十幾個城市居民實施「港澳自
由行」，一年內簽證次數不限，每次逗留期為七
天，這就為跨境生子提供了前提條件。而2001年
「莊豐源案」勝訴後，凡是在香港出生的孩子，出
生後42天內在醫院對應區域的出生登記處進行出生
登記就能成為香港永久居民。由此開啟了內地孕婦
赴港生子的熱潮。2010年1月1日，香港醫管局又宣
佈，重新開放非本地孕婦預約服務。這就進一步激
發了那些想跨境生子婦女的慾望，使赴港生子成了
她們最好的選擇。
誠然，赴港生子最大的誘惑就是出生的孩子立馬

能獲得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而有了香港戶籍，就可
享受香港優厚的社會福利，享有全球134個國家和
地區免簽證，移民第三國也非常容易。同時持有香
港身份的小孩可以享受12年免費義務教育，從上幼
兒園開始就不用交納學費。還可以低分入讀內地著
名大學。花幾萬元費用就能給孩子買個美好的將
來，看起來是物有所值。
可是，任何事物都是辯證的。赴港生子對有其親

屬在香港且又願意撫養孩子的應該說是一個不錯的
選擇。人生地疏的純內地人千方百計跑到香港生
子，則應三思而行。匆忙做出決定到頭來有可能騎
虎難下，麻煩多多。
鄰居老劉的兒子、兒媳都在廣州工作，養了個女

兒就在老劉身邊，本來日子過得還算滋潤。可兒
子、兒媳不知怎的也學 人家趕時尚，想到香港再
生一個。老劉拗不過，只好由他們去。孩子是生
下來了，但撫養、教育卻成了問題。由於小兩口
兒都在廣州，孩子生下後也只能跟 父母在廣
州。香港的免費教育不但享受不到，而且因
為孩子沒有當地戶口，上個較好的小學每學
期都要交3000元的借讀費，一般的小學也要
2000元。想想孩子上初中、高中還要交更
多的借讀費，而且內地的教育與香港有
所不同，將來孩子能否適應香港的
教育方式還是個問號。於是，老劉
的兒媳狠下心來辭去了工作，隻身
帶 孩子在深圳皇崗口岸附近租了一
間房子，讓孩子從小學起就去香港唸
書，自己則每天到關口接送孩子。老
劉不無嘆氣地告訴我，按照他家條
件，也可以生二胎，現在就為第二個孩
子有個香港戶口，搞得夫妻長期兩地分
居，還辭去了公職，花這麼大的代價太

不值了。老劉說，現在兒媳的工作沒了，想在附近
找工作又要考慮孩子接送，時間上調不過來，只能
靠兒子一人扛 ，生活壓力很大，他們老兩口只好
拿出一個人的退休金資助兒子，弄得他們的退休生
活也不安穩。兒子也有後悔之意，但一切都已晚
了。
是啊，現在有些人就是喜歡跟風，看到什麼東西

時尚就追逐什麼，很少有人冷靜下來理智地思考。
香港作為國際化的大都市，經濟發展快，人民生活
水平高，社會福利好，大學生就業率高這是實情。
但內地近年來發展也很快啊，尤其是深圳、廣州、
上海等大城市，與香港的差距已越來越小，按照現
在的發展趨勢，十幾年後內地必然比現在會更好，

各種社會保障和福利也會有大幅度的
提升，呆在內地特別是一些大城市
並不比在香港差到哪裡，何苦要
費這麼大的勁去香港生子呢？再

則，這麼多內地人跟風去香港生子，將來肯定會回
香港生活，到時香港讀書、就業等都會存在很激烈
的競爭。同時香港的生活成本也很高，據美國
「2011全球城市生活成本調查」最新公佈，香港的
生活成本遠高於北京、上海、廣州、深圳和台北，
尤其是住房成本雄踞全球第9位。而且如果是規避
計劃生育政策赴港生第二胎風險就更大，因為國家
計生委曾對此做過說明：赴港生第二胎與在內地生
第二胎無異。只要父母雙方都是內地公民，在不符
合生育政策的情況下赴港澳台或者海外生育第二胎
的都算超生，要按照有關政策進行處罰，如果身為
國家公職人員的，還要被「雙開」。
由此而言，對赴港生子熱應冷思考，僅看重港籍

的好處而忽略長遠的沉重負擔和孩子未來生存發展
的競爭壓力，就匆忙做出抉擇赴港生子顯然是不理
智的，惟有因己制宜，全盤考慮，量力而行，才可
避免將來的尷尬和麻煩。

狗「hea」屎

半途出家

潘國森

客聚

不
同
組
織
經
常
有
不
同
項
目
的
調
查
，

諸
如
：
全
球
最
佳
的
居
住
城
市
；
世
界
上

最
快
樂
的
民
族
；
香
港
最
快
樂
的
市
民
等

等
。
細
讀
這
些
調
查
結
果
，
會
發
現
很
多

有
趣
的
現
象
，
足
以
令
人
重
新
釐
定
不
同
的
價
值

觀
。美

國M
ercer

去
年
調
查
的
全
球
最
佳
的
居
住
城

市
，
榜
首
是
維
也
納
，
前
十
個
中
有
七
個
在
歐

洲
，
其
餘
在
澳
、
美
；
而
倫
敦N

ew
E
conom

ic
F
oundation

的
世
界
上
最
快
樂
國
家
的
調
查
結

果
，
前
十
國
竟
有
九
個
在
拉
丁
美
洲
，
一
個
在
亞

洲
，
榜
首
是
哥
斯
達
黎
加
，
亞
洲
是
越
南
。
可
見

有
最
佳
居
住
條
件
的
地
方
沒
有
最
快
樂
的
人
，
快

樂
民
族
居
住
的
條
件
甚
至
排
於
榜
後
；
住
於
富
裕

地
區
的
人
，
不
見
得
活
得
快
樂
。
即
如
全
港
最
快

樂
的
市
民
以
灣
仔
為
多
，
但
該
區
並
非
樓
價
最
高

的
地
區
，
而
且
是
個
老
區
。

這
說
明
了
甚
麼
？
快
樂
是
心
境
，
人
的
心
境
足

以
影
響
對
外
物
的
感
受
，
即
如
歐
陽
修︽
蝶
戀
花
︾

中
形
容
的
﹁
淚
眼
問
花
花
不
語
，
亂
紅
飛
過
秋
千

去
﹂，
一
個
人
情
緒
低
落
時
，
連
沒
感
情
的
花
都

看
成
抑
鬱
。

現
代
的
公
屋
，
無
論
環
境
設
施
都
較
以
往
的
七

層
大
廈
為
佳
，
社
會
福
利
也
大
大
改
善
了
。
今
時

的

房
，
就
如
早
年
代
的
板
間
房
。
不
同
年
代
的

分
別
在
哪
裡
？
我
想
是
人
，
今
時
獨
生
子
女
多
，

以
往
兄
弟
姐
妹
多
，
縱
使
窮
也
有
伴
有
人
分
憂
解

愁
，
鄰
里
關
係
密
切
，
互
相
幫
助
扶
持
。
可
見
良

好
的
人
際
關
係
才
是
快
樂
的
泉
源
，
這
是
金
錢
買

不
來
的
珍
寶
。

一
個
人
的
快
樂
需
由
家
做
起
，
家
人
相
親
相

愛
，
窮
日
子
也
易
過
。
一
家
人
關
係
冷
漠
或
惡

劣
，
儘
管
居
於
華
廈
，
仍
換
不
來
快
樂
。
我
剛

收
到
中
學
老
師
轉
來
的
一
個
電
郵
，
當
中
有
幾

句
發
人
深
省
：
﹁
有
錢
沒
錢
，
夠
用
就
好
；
家

富
家
貧
，
和
氣
就
好
；
房
屋
大
小
，
夠
住
就

好
；
不
是
有
錢
，
一
定
會
好
；
總
而
言
之
，
知

足
最
好⋯

⋯

﹂

快樂在哪裡？

百
家
廊

王
大
慶

友好共榮

赴港生子冷思考

蒙妮卡

框框

思 旋

天地
阿 杜

有道

陸 蘇

秘語

余似心

乾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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