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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強離婚媽媽 創立單親協會
自助再助人 逆境自強感動愛女

「最
大的傷害不是肉體傷害，而
是心理傷害」。現為香港單

親協會總幹事的余秀珠憶述，1985年
至1986年被丈夫虐打，最後在1988年
中離婚，帶 一對當時分別只有2歲
及4歲的女兒一同生活。她坦言，前
夫是一個極喜歡控制的人，禁止她與
朋友來往之餘，更以「避免在外認識
男人」為由，禁止她外出。即使余秀
珠讓步，留在家中工作，托人運送破
衣回家縫合，亦被丈夫指責「勾佬入
屋」。漸漸，前夫對母女的思想控制
變本加厲，演變成拳腳交加、暴力相
向，又不願工作，弄得家無寧日。

兩入庇護所 想跳軌自殺

長期受壓的婚姻關係，令余秀珠四
出奔走，以避開前夫，兩度入庇護所
暫住。她當時一度萌起輕生念頭，

「望 家旁的鐵路軌，真想一了百
了，但我又捨不得扔下2歲及4歲的女
兒和母親」。

傳統觀念濃 曾啞忍家暴

自小是個傳統女人的余秀珠，總覺
得相夫教子是女人終生職業，即使面
對暴力，亦覺得「嫁雞隨雞，嫁狗隨
狗」。不過，當暴力逼近女兒時，她
再忍受不了，決定離婚。「在女兒的
眼中，我看見恐懼。每當她們聽到門
外有鑰匙聲，兩人便慌忙執拾玩具、
整理書本，假裝做功課、溫習，因為
她們猜不透父親何時怒、何時喜。」

去信社工系 獲破格取錄

為了給女兒建立安穩和諧的家，余
秀珠重新購置所有家庭用品，又好好
裝備、發展自己，進修成人中學課

程，在1990年報
考中學會考英文
科。然而，讀社
工需要有會考五
科及格，於是她
寫了兩封長信給理工大學及城市大學
社會工作系主任，說明修讀目的是想
成立關注單親人士組織，讓他們「自
強、自助、再助人」，最終獲取錄。

談家暴經驗 助單親家長

取得社工文憑及成為註冊社工後，
余女士首份工作是回到當年收留她的
庇護所當社工，以過來人身份為其他
有需要單親家長提供支援、與她們分
享抵抗家暴的經驗。同時，她與志同
道合的朋友創立香港單親協會，幫助
同病相憐的婦女，由一條電話線開始
拓展會務。

幼女長大後 懂尊重婚姻

當年只有2歲的幼女德德（現齡29
歲），不了解甚麼是離婚，「我只感
受到沒有爸爸，我們家比以前和諧
了、快樂了」。懂事以後，她認為媽
媽是堅強的人，「媽媽是我們的護
蔭。一個女人在逆境中自強，又以自
己經歷鼓勵別人自強，相當了不起。
她又讓我們走自己想走的路，叫我們
謹記『尊重』，尊重父母、尊重自
己、以及尊重自己的崗位。她的經歷
沒使我對婚姻產生恐懼，反而令我謹
記要尊重婚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雅艷）「單身婦女」注定是「弱者」的

代名詞嗎？曾被丈夫虐待、最後為了保護女兒毅然決定離婚的余秀珠堅強地說：

「不是」。余秀珠選擇越過障礙展開新生，撫養兩女，同時努力裝備自己，修讀社

工課程，並創辦了關注單親家庭組織─「香港單親協會」，協助單親人士「自

強、自助、再助人」。她的女兒在訪問中指，媽媽是她們的護蔭，為她們建立了

安穩和諧的家，更稱讚媽媽一個女人能在逆境自強，又以自己經歷鼓勵別人自

強，相當了不起。

子女經濟壓力大 佳節不出外用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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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婦女幸福感遜前 工聯促減壓

母親節前夕，經濟民生聯盟副主

席、立法會工程界議員盧偉國到訪

祖堯 ，聯同區議員盧慧蘭及一班

小朋友親自炮製情意綿綿的

cupcake，向母親表達孝敬之情。

活動獲東華三院屬下社會企業

「愛烘焙」麵包工房協助參與，「愛烘

焙」負責提供300個清蛋糕。

經民聯義工負責帶領小朋友為蛋糕

「變身」。

盧偉國說，活動既能支持社企，又是

親子活動，更可與居民一同慶祝母親

節，實在很有意義。

色士風伴奏《月亮代表我的心》

他在活動中即場獻技，用色士風為街

坊伴奏一曲《月亮代表我的心》，送給

天下母親。

另外，母親節又豈能少了花朵﹖經民

聯悉心準備500枝花，讓小朋友當場把

花朵獻給母親，逗得媽媽笑逐顏開。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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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維寶）

今天是一年一度的母親節，但原

來不少港媽感到過得不幸福。工

聯會昨日公布婦女幸福指數，

14.7%婦女覺得「不幸福」，較去

年同類調查的11.3%上升。而在

10分滿分的情況下，平均幸福指

數亦由去年7.68分下跌至7.19

分。感到「不幸福」的婦女，大

多因為「精神壓力太大」、「未

能置業買樓」及「健康問題」。

另外，婦女深受現時社會環境影

響，如「物價太貴」、「退休生

活無保障」等。有見及此，工聯

會立法會議員麥美娟建議，政府

應設立完善退休保障制度，並盡

快實施標準工時，以改善問題。

工聯會去年首次進行婦女幸福

指數調查；今年亦於上月以問卷

訪問1,084名婦女，發現雖然

85.3%婦女認為「幸福」，但覺得

「不幸福」的婦女比例已由去年

的11.3%增至14.7%。

若以10分為滿分，平均幸福指

數則由去年7.68分下降至7.19

分。當中最多受訪者給予8分的

幸福分數，達35.1%；但較去年

調查的39.5%減少。至於5分或以

下，比例則由去年的14.1%上升

至18.5%。

精神壓力大 置業買樓難

調查結果又顯示，社會環境及

家庭問題直接影響婦女幸福感

覺。感到「不幸福」的婦女中，

22 . 3%人表示「精神壓力太

大」；「未能置業買樓」及「健

康問題」的比例亦有17.5%。另

外，現時社會環境不斷影響婦女

及其家人的生活，逾40%受訪婦

女表示「物價太貴」。另外，

「退休生活無保障」及「自己或

家人太長時間工作少見面」，分

別佔24.1%及17.1%。面對各種

困難，40.5%受訪婦女最希望當

局「設立完善退休保障制度」；

「實施標準工時」及「勞工假期

反公眾假期劃一至17日」同樣各

佔15%。

麥美娟倡退休保障標時

麥美娟認為，社會普遍認為，

家庭主婦有老公仔女養活，但調

查卻顯示退休保障是她們首要關

注的項目之一。婦女大多把一生

無私奉獻予家庭，但老來有否保

障卻成疑問。因此，麥美娟建議

當局設立完善退休保障制度，並

盡快實施標準工時，為無私的母

親提供安心保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維寶）物價
不斷上漲，家庭主婦為了讓家人「有啖
好食」，紛紛出盡辦法減少開支。縱使
母親節一年僅有一次，她們亦不敢與家
人外出用餐慶祝。有全職家庭主婦表
示，現時年輕人經濟壓力很大，加上子
女都要上班，所以「慳得就慳」，不會
在母親節出外用餐。

母期望合照 作節日禮物

今天是母親節，很多人都會與母親共
度佳節，但對於很多家境並不富裕的主
婦來說，「下餐買咩 」的問題可能更
令人苦惱。育有3子的陳女士表示，往
年都沒有過母親節的習慣，因為對她而
言，「日日都係咁過」，加上兩位正在

工作的兒子工資不算高，所以不希望母
親節加重兒子的經濟負擔。至於任職服
務業的兒子，母親節當日亦要上班，所
以今年不會與兒子外出用餐。她又表
示，只希望兒子回家後與她合照一張，
已經是一份很好的母親節禮物，為生活
錦上添花。
布女士3位兒子都已經各有家室，以

前曾試過在母親節當日一起用餐慶祝，
但隨 各人工作愈來愈繁重，愈來愈難
齊齊整整一家人一起吃飯。今年其中兩
位兒子都需要上班，所以難以一同過
節，「就算有時間吃飯，都不會到餐廳
用餐，因為開支太貴，又會趕住埋單走
人」。她希望母親當天能見兒子一面，
經已足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一家人齊齊整整、健康生活是
天下母親心願，但有時一點遺
憾，亦能為生命締造幸福快
樂。三位「不一樣」的母親─
一位未婚產子；一位有視力問
題；一位領養小孩。分別透過
親身經歷，向一下代展示自強
不息的人生態度，以及大愛無
類的普世價值。
現年20歲的Ceci是單親媽

媽，中四懷孕，小孩出生後不
久便與男友分手。面對重重困
難，她仍然堅持獨力撫養。女
兒今年2歲半，母女靠綜援為生。小
生命充滿奇妙，亦激起Ceci改變命運
的決心。她除了照顧女兒外，亦積極
報讀不同課程裝備自己。待女兒上學
後，她即重投社會努力工作。

視力有問題 決迎難而上

天生患有遺傳性視網膜病變的呂女
士，自小視力模糊，並出現夜盲症，
求學及工作均缺乏自信。當年未能看
清臥病在床的母親容貌，成為她一生
遺憾。婚後她誕下一對子女，由於視
力問題，影響照顧子女能力。不過，
呂女士迎難而上，加入香港視網膜病
協會，參加義工活動，成為協會的
「光明大使」。

養女與親女 不厚此薄彼

Connie婚後多時仍未懷孕，和丈夫

選擇領養Abby。她不認同旁人所指
的「偉大」，反而深深感謝Abby讓夫
婦終於有成為父母的機會。兩年後，
Connie誕下細女Elly，她沒有因為血
緣關係導致對待兩名女兒時有差別，
反而按照兩人性格栽培她們。現年7
歲的Abby，雖然有時會為生母不能
照顧自己而傷心失望，但養母Connie
與丈夫承諾，會陪伴她一起經歷、感
受。
為了慶祝母親節，apm商場昨日召

集50個家庭，一起執筆繪畫對媽媽深
摯的愛，並合力完成拼製全港獨有的
10呎巨幅心形畫，作為送給天下媽媽
的母親節禮物。新鴻基地產代理有限
公司租務總經理馮秀炎，預料母親節
期間，商場人流可達115萬，較去年
升10%至15%；生意額則可達港幣
2,900萬元，較去年升15%至20%。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

適逢今天是母親節，全球子女同
聲歌頌母愛偉大，但社會某個角
落存在 受賭博所累，導致情緒
受困的母親，甚至常有人上門向
母親追債，令一家大小惶惶不可
終日。「我初時只是跟友人打麻
雀，慢慢開始瞞 丈夫到澳門賭
場玩，最終因欠債被押回香港，
由丈夫幫我還債，差一點連家也
沒有了」。已為人母的敏華指出，
因為一念之差，差點離婚收場，
尚幸最終從賭海中迷途知返，得
以重過快樂的家庭生活。
協助戒賭的明愛展晴中心自2003

年10月投入服務以來，至今共輔
導逾9,000個問題賭徒及其家人。
中心由2005年8月至今，共訪問151
名問題賭徒的母親，並於昨日公
布結果，發現大部分人俱因子女
賭博問題，造成身心重大損害。

兩成半人打算以死相諫

調查發現，88.7%受訪者表示，
因子女賭博而終日提心吊膽；
84.1%受訪者感到情緒受困；
76.8%受訪者認為自己很失敗；
25.8%受訪者更曾有以死相諫的念
頭。此外，中心去年訪問70名母

親為問題賭徒的子女，發現最多
人感到情緒受困擾及「沒有安全
感」。

訛稱為子女交學費借錢

育有2名子女的敏華昨日在記者
會上指出，自己20歲開始賭博，
其後愈賭愈大，更瞞 丈夫到澳
門賭錢，經常輸光家用，「無錢
賭就問人借，甚至欺騙父母要為
子女繳交教學費用，哄他們給
錢」。她表示，最高峰時，曾一次
輸掉10萬元，更被債主押回香
港，令事件曝光。「丈夫知道後
曾說要離婚，最終念在一對子女
才打消念頭，現在我已成功戒
賭」。
香港路德會社會服務處路德會青

亮中心主任周雅瑩指出，曾有一個
年約30歲的求助個案，本身熱愛足
球，自從2003年香港賭波合法化後
便參與賭博，更時有斬獲，高峰時
更賺了20萬元，自始便把賭波視為
「正職」，心態完全扭曲。後來該青
年輸掉數十萬元後，向中心求助。
明愛展晴中心呼籲賭徒以母親為
念，停止賭博活動。子女為問題賭
徒的母親則應以不離、不棄的態度
與子女相處。

勞聯在母親節派發3,000份洛神花茶小禮包予

各區雙職婦女，希望為她們減壓之餘，同時要

求政府關注婦女權益。禮品包包括洛神花茶、

冰糖、毛巾及雙職婦女訴求單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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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華(右)差點因為賭博輸了一個家。旁為其母

親。 香港文匯報記者聶曉輝攝

■20歲的Ceci是單親媽媽，女兒今年2歲

半，她積極報讀不同課程，預備重投社會

努力工作。

■麥美娟(右二)

建議當局設立

完善退休保障

制度，並盡快

實 施 標 準 工

時，以為無私

的母親提供安

心保障。

香港文匯報

記者

王維寶 攝

■盧偉國(右)以色士風為街坊伴奏一曲《月亮代

表我的心》，送給天下母親。

■余秀珠經歷並沒讓女兒對婚姻產生恐懼，反而令她謹記

要尊重婚姻。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偉邦攝

■女兒懂事以後，稱讚母親在逆境中自強，又以自己經

歷鼓勵別人自強，相當了不起。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偉邦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