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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件時效過短
來自廣州的阿文，曾與港人結婚，並順利產下兩個

男孩，如今這兩個孩子一個八歲，一個十三歲。由於
婚姻未能延續，2006年，雖然內地單位向阿文簽發了
赴港定居的單程證，但由於已無法使用與丈夫拍攝存
檔的合影照，導致單程證失效。兩個孩子一天天長
大，父母已經離婚，但是家長的照顧是成長的關鍵，
為了孩子，阿文只得申請雙程證，以三個月多次往返
的探親方式，來照料已是香港永久居民的兩個孩子。
每當第三個月來到、證件即將失效時，阿文就讓自己
的母親來照料孩子，以便空出足夠的時間來辦理證件
延期的事宜。
據協助新來港人士的民間組織「同根社」負責人楊

媚女士介紹，類似阿文這樣的「雙程證媽媽」在香港
有很多，她們往往因為與丈夫離婚而無法取得來港定
居的資格，導致子女無法得到很好的照料。
她進一步指出，目前內地已經開始為孩子出生於香

港、丈夫身故的「雙程證媽媽」提供便利，簽發單程
證，但是離婚類個案還不在考慮範圍內。為她們爭取
來港定居、與孩子團聚是同根社最高的目標，若能將
雙程證三個月一簽變為一年一簽，或許對孩子的成長
有幫助。

五年搬家六次
阿文向記者表示，自己與孩子目前在香港的生活非

常艱難。自己不是香港人，再加上兩個孩子均未成
年，無法申請公共房屋居住，只能夠在方便孩子讀書
的地方租住房子。但是近年市區改造步伐很快，母子
三人經常被房東迫遷。五年之內，他們已經搬了六次
家。
他們目前生活的經濟來源也非常緊張。「我們是三

個人吃兩個人的綜援。兩個孩子的綜援總額只有六千
三百多元，除去房租後，其實留給我們母子三人吃飯
生活的錢是少之又少」，阿文無奈地說道。
為何不讓兩個孩子回內地居住？這樣生活成本會低

很多。 阿文指出，香港有非常嚴格的綜援離港限制，
孩子一旦回到內地，便不能領取綜援，看病、上學都
會成為問題。最為緊迫的問題是，阿文目前是雙程證
持有人，不能夠在香港找工作，未來的生計要如何維
持，確實考驗㠥這個特殊的三口之家。
令母親欣慰的是，孩子沒有讓自己失望。阿文的大

兒子非常喜愛音樂，為了節省家中的開支，他很多時
候都是自學小提琴，並且加倍努力，用跳躍式考級的
方式希望早日考到最高級。孩子的努力沒有白費，他
如願以償考入香港音樂家協會管弦樂團，豁免全部學
費。每當生活難以為繼的時候，想到孩子在困難中努
力，阿文便會重燃信心。

相機、媽咪麵與團聚
在新年的喜氣中，阿文也考

慮為兩個孩子準備禮物。緊張
拮据的經濟條件並不影響母子
對未來的憧憬，小兒子未完全
意識到日日陪伴自己的母親肩
負多麼大的壓力，而母親也不
想讓他過早知道冗繁的證件更
換背後的辛酸。小兒子在新年
中想得到甚麼？「我希望在每
一科考試得到A時，媽媽能夠
給我買媽咪麵。」他想得到母
親的認可、愛護與關懷。
已經明白世事維艱的大兒子

則希望能夠在母親的幫助下，

買一部屬於自己的相機，期待能夠用相機去記錄當下
的生活，在人生的鏡頭中遠離過往的不幸和坎坷。畢
竟，每個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權利，每個人也都有歡樂
的自由。
實現孩子願望的途徑只有一條，就是讓阿文盡快與

孩子團聚，可以在香港找工作，盡母親的責任。「我
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永遠靠綜援生活，我希望他們能夠
自強，希望他們成為對社會有用的人，而不是負擔。
在我拿到單程證來港定居之前，真的很希望政府能夠
考慮我們的困難，能夠給孩子多一點幫助，無論怎
樣，他們都是香港人。政府可以不給我任何支援，但
至少為兩個孩子㠥想，因為他們是香港的下一代。」
家庭團圓，不是利益的考量，也不是法律的恩賜，

而是人倫固有的權利與尊嚴。對政府而言，隨㠥跨境
婚姻日益增多，尋找出一套切實有效、針對特殊個案
的機制，比用生硬的規條來處理日常生活中變化多端
的瑣碎小事，要來得人性化很多。
母愛親情，不是用身份證或居留權可以衡量或阻隔

的。我們期待阿文能夠
早日來港定居、與孩子
團聚，期待以後的每一
個新年，她與孩子的願
景都能實現，也期待每
一個人心中都有一份人
文主義的博愛、寬容與
諒解。這是解決跨境家
庭問題的最佳途徑，也
是融合內地與香港同胞
情感的根本之道。

當整個社會都沉浸在近期內地與香港關
係的爭議中時，不妨讓我們沉澱心情來思
考一下阿文與她兩個孩子的故事，他們的
新年願景，或許能夠給本港市民和內地同
胞一些新的啟示。
雖然他們背對記者的鏡頭，但仍能捕捉

其內心的濃情。他們雖有不同的族群身
份，卻無普通話、粵語的無謂爭執；他們
雖然生活困苦，卻堅強自信地面對現實；
他們雖經受分離的煎熬，卻相信終能等到
團聚的一日。在他們身上，從沒有族群的
標籤，一切只因一個「情」字。因為愛
情，母親跨越羅湖橋來香港組成新的家
庭，因為親情，他們在眾人的幫助下，為
孩子們呵護㠥家庭溫馨的火光。
族群的和諧，同樣也是一種互動的情感交

流。從親情到民族情、同胞愛，需要跨越的
最大鴻溝便是利益的分配與資源的歸屬。任
何非理智的謾罵、衝突和對立，絲毫無助於
解決族群問題背後的社會矛盾。近來，部分

人將本港在經濟提升與產業轉型中所遇到的
問題或困難，遷怒於內地同胞；或將本港原
本的深層次矛盾問題轉嫁於新移民階層。這
些均是缺乏道德和社會責任的族群動員行
為，長此下去，遲早會摧毀本港引以為傲的
核心價值及普世文明。
在香港回歸甚至更早時，內地經濟仍未

起飛，本港社會的心理優勢很明顯，但隨
㠥金融市場逐漸移轉內地的趨勢以及香港
無實體經濟的資本依賴型架構逐漸形成，
無論是居民購買力、消費指數甚至基礎與
高等教育水平，內地的優勢已有目共睹。
以高等教育為例，香港實用型教學導致本
港大學畢業生多直接進入社會工作，而大
批期望深造的內地學子來香港讀書，互相
磨合下，必然會產生一個「心理時差」。
無論是否心甘情願，這都是本港社會必須
面對的一個事實。在這一過程中，寬容與
自省是度過「族群磨合空窗期」的一劑良
藥。

然而，部分輿論領袖針對近期的社會爭
議，並未發出正確、穩妥的聲音，反而是
在推波助瀾。以高等院校的學額分配為
例，部分人士並非反省自身短視的教育理
念與方法，反而遷怒香港開放性的教育體
系，認為是內地人來港就學導致港人無書
可讀。而對在尖沙咀廣東道購物的內地遊
客表達不滿，也是仇富心態外轉的情緒宣
洩。廣東道，非但沒有成為內地與香港的
友誼街，反而成了引爆衝突的導火線。無
論香港發生甚麼事，與事件無涉的內地同
胞幾乎是「哪怕躺㠥，都會中箭」。若社
會整體的心態總是「睡不㠥覺，就怪床
歪」，那麼缺乏自省和謙卑的氣質，必然
會傷害到本港市民自己。
族群關係的至高境界是不分彼此地關懷

每一個人，這是普世價值的根本要義。諾
貝爾文學獎得主、土耳其作家帕慕克為了
澄清國內發生過的亞美尼亞大屠殺，勇敢
地為少數族群發聲；法國作家左拉，為了

幫助猶太軍官德雷福斯洗刷冤情，硬是逆
流於甚囂塵上的民族主義風潮；在美國的
黑人民權運動中，更有一大批為黑人爭取
平等而無私奉獻的白人律師、醫生、教師
和學生。族群平等是友愛、齊物的，而非
清算或報復。既然核心價值、普世文明是
港文人經常掛在嘴邊的言語，那此刻公共
人物更應該捍衛這塊招牌，而不是讓這些
崇高的字眼流於形式、口號。
為了融合內地與香港的情感，請不要再

思考有何不同，而是看一看有何相同；也
請不要再糾葛於他人對自己的所謂「佔
有」，而是應該想想雙方各自帶來的惠
澤。本港，一向被視為成熟、理性的公民
社會，而非狹隘的小市民群體。為了實現
人們的新年願景，無論是家庭的團聚還是
生活的改善，均需要本港不同階層的市民
齊手向前，因為──單邊划槳的船，永遠
只能在原處打轉；只有兩側共同施力，輕
舟才能穿越萬重山。

單邊划槳，只能原處打轉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他們的新年願景系列（三）
前言：2012年的新春，每一個香港人的心中，都有㠥不同的願景。我們當然知道聲聲爆竹、絢麗煙

花、不盡人流都是繁榮的註腳，然而，我們也應當看到這片土地上，有人或為歷史所遺忘，或
為精英社會所邊緣，或為現實所排斥。他們對新年，也有㠥與我們一樣的期盼。

最近，「內地人」與「香港人」這兩個

族群名詞不斷引發社會輿論話題，每一次

議題的爭論，不免帶來攻擊、謾罵與排

斥，社會理性討論的空間似乎逐漸萎縮。

但是，穿越羅湖橋這個香港與內地地理界

限的，除了遊客、留學生或返鄉人群外，

還有一個特殊的隊伍——「雙程證媽媽」。

她們嫁給了香港人，是港人的妻子；她們

的孩子生在香港、長在香港，是香港人的

母親。因為婚姻失敗或丈夫身故，她們只

能以雙程證來港與孩子短暫團聚，她們的

故事是族群融合中、也是新年裡最為溫存

而濃重的一個願景：團聚。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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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民間組織展出的中港媽媽的生活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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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府就跨境家庭團聚問題發出的公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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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道是引發港人與內地同胞矛盾的

導火線。 網絡圖片

■包容、關懷才是解決問題的關鍵。　

網絡圖片

期待團聚在新年

■跨境家庭的母親須

經常返回內地辦理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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