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60年代，逾100名中國孤兒經香港被
送到英國，由當地家庭收養，數十年過
去，他們已長大成人，目前在倫敦定
居、46歲的莫伊爾是其中之一。她坦言
從不覺得自己是中國人，更害怕在餐館
遇到華人跟她說完全聽不懂的廣東話。
直至數年前她在機緣巧合下與家人在香
港團聚，才找回身份，一解多年鬱結。

童年受同窗嘲笑

據悉莫伊爾生母當年為一名駐港英軍

擔任家傭，懷有莫伊爾時已
有4名子女，生活困苦，於是
請求女主人將女嬰帶返英
國。莫伊爾憶述，小時候常
有男同學在她身旁一邊跳
舞，一邊模仿「中國功夫」
叫聲，叫她摸不 頭腦。
莫伊爾有天在雜誌看到

另一相同處境的女性，兩
人成為筆友並相約見面，
至今依然是好朋友。她
指，該次相遇令自己湧現
尋根衝動，於是去信當年
批准領養的香港法庭，想
不到很快有回音。親生父

母得悉後欣喜若狂，3年後，莫伊爾
更飛到香港與親人團聚，一家人在機
場見面時不禁互相擁抱痛哭。
英國領養及寄養協會(BAAF)政策研

究顧問費斯指，並非所有孤兒均像莫
伊爾幸運，部分甚至拒絕尋根，或知
道找到親生父母機會渺茫而放棄。他
稱，即使如大海撈針，許多人還是會
去收養機構尋找資料，尋回一段空白
的片段。

■《獨立報》

英國領養及寄養協會(BAAF)最近發表報告，指白人家
庭收養的少數族裔孤兒，可能因難以適應文化及種族差
異而無法健康成長。英國政府正計劃放寬跨種族領養的

限制，報告隨即引起關注，各界敦促政府正視問
題，讓少數族裔孤兒能找到最適合的領養家
庭。

英國的黑人及少數族裔孤兒輪候領養的
時間，平均較白人孤兒多一年，政府計劃
改革領養政策，減低少數族裔輪候時間。
雖不少團體歡迎加快領養程序，但強調忽
略種族及文化差異是倒行逆施。

宜先釐清文化語言差異

BAAF高層西蒙茲表示，研究結果反映
政府在釐清種族、文化及語言差異對收養
兒童的影響前，應暫停領養政策改革。他
批評英國首相卡梅倫刻意淡化種族差異，
實際是強調「英國人」的優越地位，變相
遏抑其他文化，形容「多元文化之都已
死」。
報告指，受訪者在兒童及青少年時期最

在意自己的種族差異，54%稱因與領養家
庭中的成員外表不同而不自在，多達3/4承
認曾希望自己長得「更不似華人」；少數
人稱「種族欺凌」及歧視對他們產生負面
影響。 ■《觀察家報》

19
60年代，大批難民從中國內地湧到香
港，本地孤兒院一時爆滿，英國政府遂

決定將逾百名香港孤兒送往英國，由當地家庭
領養。這些孤兒多是棄嬰，而且多為女童，現
年50歲的賈丁(圖左)便是其中之一。她於1963年
9月26日與另外4名女童一同抵達倫敦希思羅機
場，從此展開艱難適應的人生。
賈丁成長於鮮見華人的赫特福德郡，養父母

一家全是白人，令她難以融入，「沒人理解及
支持我的感受，意味我無從表達個人感覺。」
這種「疏離及孤立感」迫得賈丁要尋求治療，
後來再搬到文化較多元的倫敦。她表示，種族
及文化身份是自我認同的關鍵，因此跨種族領
養應被視為不得已而為之的最後辦法。

遭歧視藉寫詩抒愁懷

時至今日，賈丁仍時常翻閱20年前寫下的一
首英文詩，詩中第3節為：

「In this skin, I'm called a 

(在這膚色下，我被叫作)

bloody foreigner,

(活脫脫的異族)

And told to go home,

(叫我滾回家鄉)

An easy target for White and Black,

(白與黑都容不下我)

Just a quiet Chinese,

(生為沉默的華人)

Whose stereotype is to please.

(討好別人是注定)」

不過，並非所有香港孤兒的經歷都像賈丁一
樣。52歲的吉利斯有幸被一個收養了多
個族裔、包括黑人孩子的家
庭領養，養母達文波特更
曾著書支持跨種族領養。
吉利斯表示，她與家中其

他孩子從未覺得自己「與別不同」，成長過程
令她覺得「很放鬆、自在」。
英國領養及寄養協會（BAAF）於過去3年

間，追查其中72名香港孤兒半世紀以來在英
國的生活情況，研究跨國、跨種族收養會對
孤兒生活的影響，目的是為英國政府收養政
策提供意見。

盲目領養難建身份認同

同是52歲的孤兒馬丁(圖右)認為，目前英國
政府盲目推崇跨種族領養的論調並不可取，
雖然領養家庭讓孤兒得到溫飽，但卻難讓非
白人孤兒建立身份認同及自我形象，「單有

善心並不足夠。」
值得慶幸的是，大部

分受訪者均同意，英國
社會愈來愈能包容不同族
裔，領養家庭、學校及工

作場所日益正視種族差異及歧視，然而，人們
仍會以異樣眼光看待家中有不同種族成員的家
庭。 ■《觀察家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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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英港孤兒述50載辛酸史
文化衝擊嚴重 非中非英致迷失

英國一名50多歲男子昨於白金漢宮附近，以利

刀架頸作勢自殺，最終被警方用電槍擊暈，無人

受傷，不過嚇壞觀賞衛兵交接的遊客。警方指該

男子有精神病。英女王與菲臘親王目前在桑德靈

厄姆莊園靜養，白金漢宮發言人不予置評。

警方發言人表示，昨早約11時50分，該男子帶

同兩把利刀穿越舉行儀式的圍欄，被警方盤問

時，立刻將利刀架頸並大喊，警員出動把他制

伏，現場遺留兩把利刀及一對波鞋。有目擊者拍

下過程上載YouTube。 ■美聯社/《星期日郵報》 ■該男子先是架頸，後遭警員用電槍制服。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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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中國孤兒被海外

家庭收養的個案很多，

跨國孤兒境況令人關

注，在1960年代，也曾

有超過100名香港孤兒被

英國家庭收養。最近有

組織訪查這批年已半百

的「異鄉人」，發現他們

在陌生環境下，很多都

受困於「不中不英」的

身份認同，且不為周邊

所理解，惟有靠堅毅性

格，長大後走出陰霾。

白宮晒奧巴馬射擊照 槍癡惡搞

安倍擬修憲擁國防軍 分析指野心難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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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史上最出色
狙擊手、前海豹突
擊隊(SEAL)隊員凱
爾(見圖)一生殺敵
無數，最終也死在
槍下。他前日在得
州一個射擊場出席
慈善活動時，遭一
名患創傷後遺症的
退役美軍槍殺，終
年39歲。凱爾生前
反對華府嚴厲控
槍，指加強規管的
國家罪案率不減反
升。
當局指，25歲槍

手羅夫曾接受嚴格
槍械訓練，當日趁凱爾做義工時，近距離向他開槍，凱爾
身旁的人同被打死。據悉，羅夫殺人後駕駛凱爾的貨車逃
走，其後落網，動機未明。

10年殺敵255人

凱爾在1999至2009年服役海豹隊，曾4次派駐伊拉克，以
超卓表現，射殺255名武裝分子。武裝分子把他當作頭號
敵人，不但稱之「拉馬迪魔鬼」，還懸紅2萬美元(約15.5萬
港元)取下其首級。凱爾服役期間曾多次中槍及遇上襲擊，
均大難不死。他認為放生武裝分子會令更多人受害，自己
只是做好本份。
凱爾為挽救婚姻退役，定居得州，經營軍事生意及保安

服務。他去年推出自傳，分享殺敵實錄，銷量不錯。
■美聯社/路透社/美國廣播公司

這架看似玩具的遙控直升機，原來
是英軍對付恐怖分子塔利班的秘密武
器。代號「黑蜂」（見圖）的塑膠製
無人偵察機長20厘米、重15克，機頭
設有3個鏡頭，可拍攝高清靜態或動
態影像；充電池能支援連續飛行30分
鐘，最高時速達35公里。「黑蜂」輕
巧無比，可放進士兵口袋，士兵亦可
選擇親自遙控，或讓它自行以全球定
位系統(GPS)深入敵陣偵察。

影像清晰 輕易分辨敵軍數目

英軍少校福登表示，「黑蜂」徹底
改變偵察行動模式，令同袍毋須再以
身犯險，加上機身顏色與建築物相
似，形成保護色，敵方或平民難以察
覺。曾操控過「黑蜂」的英軍讚不絕
口，稱拍攝影像非常清晰，可輕易分
辨平民與敵方士兵數目，部署易如反
掌。
「黑蜂」由英國與挪威共同研發，

去年在塞浦路斯通過實戰測試後，獲
准在阿富汗服役。不過英軍無意在英
國街道上使用「黑蜂」，免生爭議。

■《星期日郵報》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日前出席參議院會議時
稱，有意修改憲法擁有國防軍，指自衛隊在國
際法被視作軍隊，有必要解決這個矛盾。分析
指，安倍政府將重振經濟列為首要任務，國防
軍問題較次要，加上執政夥伴公明黨強烈反
對，自衛隊改變定位難度較大。
安倍表示，擁有國防軍將是長期議題，指即

使自衛隊轉型，也不打算改變「和平主義、放
棄戰爭和文官統制」的防衛政策基本原則。他

稱，修憲應從規定提議修憲所需條件的第96條
手，更容易贏得各黨支持。
執政自民黨幹事長石破茂表示，阿爾及利亞

人質事件反映修改《自衛隊法》的必要，應對
海外發生事故時營救國民。他強調保護民眾生
命財產是國家的責任，須以具體法律形式實
現。不過自民黨內部對此亦不乏懷疑聲音，總
務會長野田聖子指，不少選民感到不安，須認
真反省。 ■共同社

美國總統奧巴馬（見圖）早前公開承認
愛好射擊，顯示自己雖支持槍控，亦尊
重狩獵傳統，遭外界質疑空談。白宮日
前公開奧巴馬一張射擊照片佐證，不但
未能平息紛爭，更淪為笑柄。有網友不
理白宮警告，利用軟件將射擊對象換成
美國憲法及迪士尼角色小鹿斑比，又呼
籲反控槍人士一齊惡搞。
相片攝於去年8月4日，在大衛營度過

51歲生日的奧巴馬身穿牛仔褲和Polo上
衣，戴 護目鏡及耳塞扳動獵槍。白宮
發言人卡尼稱，奧巴馬早前未提及射擊
愛好，是因認為度假純為與親友放鬆身
心。
美國雙向飛碟射擊協會(NSSA)行政總裁漢普

頓聞訊後大呼不可思議，指奧巴馬不在旗下3.5

萬名會員之列。「全國步槍協會」(NRA)發言人
認為，照片不代表支持控槍有理。

■法新社/路透社/《紐約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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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伊爾（後排中）與家人重聚。 網上圖片

■事後地上留有該男子用的

刀及穿的波鞋。　網上圖片

■部分孤兒被領養至外國後，因難以適應文化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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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報告：少數裔難適應跨種族領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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