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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曆年廿七清早，記者氣
喘吁吁地爬上八樓，叩開了

蕭婆婆的家門。這一對年齡加起來超過170歲的香港
老人，早已備好一壺清茶，圍桌而待。矮腳斗櫃上，
幾支富貴竹，綠意盈盈，讓這個陳舊又齊整的家，顯
得不那麼過分冷清。難得有客到訪，蕭婆婆格外
開心。
早幾日，她已經買了豬手凍在冰箱裡。「孩子
們都喜歡我做的香燜豬手，還有蒸魚燉雞。」一

生勤儉的蕭婆婆憶及過往與孩子一起吃的年夜飯。
「香燜豬手，可是她幾十年來的撚手菜。」丈夫張

公公一語戳中了妻子的心事。以前在香港跟兒女們一
起住，每逢除夕夜，蕭婆婆一個人下廚，用不了一個
鐘，一大枱菜就等着了。
「有雞有鴨有魚，比酒樓裡的味道好，賣相也好，

孩子們都愛吃。」聽着丈夫的誇讚，蕭婆婆泛起一臉
胭脂色。自從兒子逝世後，女兒們也當了婆婆，無暇
分身，已經很少趕到廣州一起吃飯了。

今年飯菜早已守候
「今年我們一大家人一起吃年飯呢！」蕭婆婆笑着

告訴記者，除夕夜，大女兒一家或許會從香港趕回
來，帶他們一起去酒樓吃年夜飯，「不過，他們大年
三十還要開半天工，就算到廣州也很晚了，也還說不
定。」話至尾處，她已為女兒打了圓場。其實，她早
已準備了女兒一家無法趕回來吃的年夜飯。
當問及新年有何願望時，兩個老人家不約而同地望
了對方一眼，說出了同樣一句話：「健康平安就
好。」至於「子女能否常來看看」，蕭婆婆似已看開
了，「仔大仔世界，她們自己生活幸福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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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路車長忙春運 14載首回家度除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敖敏輝廣州報

道）京廣線是廣東春運最為繁忙的線
路，T172又是這條線路上最為繁忙的一
趟車。昨日在返鄉的列車上，T172的當
值列車長劉淑蓉送完這一趟旅客，她便
可回到南昌的家中過年。叫人驚訝的

是，這竟然是她14年來第一次可以趕在
除夕夜回到家去。
「我女兒今年正好14歲，14年了，我
終於可以回去陪她吃一次年夜飯了。」
說到可以回家過年，這個作風硬朗的列
車長，一臉掩飾不住的期盼之情。
劉淑蓉是南昌鐵路局一名資深乘務

員，10多年來，她從普通的車廂列車
員，一直幹到了列車長。按照規定，在
同一組列車上工作滿5年，便可有一次
回家過年的機會。無奈的是，總有這樣
或者那樣的原因，讓她連續13年的除
夕，都是在火車上度過。

送走旅客 迎來失落
劉淑蓉說，春運期間，每時每刻都像
打仗一般。順利送走一批批旅客，雖說
如釋重負，心裡的失落感也油然而生。
「旅客開開心心返鄉過年，我們何嘗不
想和家人團聚？但這就是我們的工

作。」

見上一面 都是奢侈
T172列車停靠站點眾多，列車進站

前，他們必須起身提醒到站旅客，下車
迎送。整個晚上，沒有一個安穩的睡
眠。一想就要見到女兒了，和其他旅客
一樣，劉淑蓉也歸心似箭。女兒出生14
年了，母女倆還從沒有一起過過年。
「我覺得虧欠她太多了，而且可能永遠
無法彌補。」
除了女兒，讓她感到虧欠的還有父

母。劉家可謂「鐵路之家」，父母現是
退休鐵路職工，她和愛人，以及弟弟、
弟媳共6人，此前也先後加入乘務隊伍。
春節晚上的團圓飯對他們來說，是最
大奢望。「我丈夫和弟弟夫妻都是跑火
車的，大年三十晚上，往往『各奔東
西』，天各一方。你剛剛離開，他可能
正好抵達，見上一面都是奢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許亞飛岷縣報道）
去年遭遇地震的甘肅岷縣災區，今年的春節
與往年不同，是人們大多數都要在帳篷內度
過。不過，隨着災難的過去，新年氣氛漸恢
復舊時熱鬧，希望亦重新燃起。
記者28日抵達岷縣時，大街上已瀰漫着濃
濃的年味，縣城和鎮子上人頭攢動，火紅的
燈籠、大紅的中國結以及燙金福字、年年有

「魚」等飾品琳琅滿目。岷縣中寨鎮川都鄉
村民雷明清在新疆打工已有五年時間，萬幸
的是他的家人在災難中並無大礙，只是房子
被夷為平地。
「今年的春節要在帳篷度過了。」雷說，

地震發生後，家園被毀，心情一度低落，在
家人的鼓勵下才走出陰影，準備明年在縣城
做點生意。「我不能總活在過去，過了年就
準備蓋新房。」
在岷縣縣城堆滿年貨的街頭，一位70歲
的姓陳老人現場寫書法，他說：「遭受如此
大的災難，人們心靈上肯定有創傷，不過生
活總得向前看，今年的年味依然挺濃。」
煙花爆竹和玩具槍是小孩子們最喜歡的玩

意兒。每一個攤位前，大人和小孩總是絡繹
不絕。一位前來為孩子買玩具的家長說，
「災難過去了，無論如何都得熱熱鬧鬧過
年，明年希望有個新的開始。」
2013年7月22日，甘肅岷縣漳縣發生6.6

級地震，造成95人遇難，1300餘人受傷。

甘肅岷縣災區熱鬧過年忘傷痛

親戚憐惜邀赴酒樓進餐
獨居老人汪伯 當記者找到汪

伯家樓下時，70
多歲的汪伯，一件短袖保羅衫外罩夾克
衫，正枯坐在保安亭外的長椅上。儘管廣
州是暖冬，觸及他裸露在外的手臂，冰涼
冷硬。臨近新年的這幾天，汪伯依然一天
一頓，吃的是街角轉彎那間茶餐廳三元一
碗的碗仔翅。「我不餓，這麼多年也習慣

了。」他不以為然，目光渙散地看着地
面。
在廣州，汪伯僅有堂哥一門親戚，對方

年事已高，而且因為汪伯過去幾十年都在
香港工作生活，感情不算親厚，一年也只
一起吃一次飯。就是這一次飯，讓汪伯的
年夜飯有了着落。
「哥哥一家已跟我說了，年夜飯請我去

吃，就在附近的酒樓，有雞有魚，
不便宜的。」汪伯難得露出一點笑
意，對記者高興地比劃着。

蒙塵舊冰箱家中結伴
在汪伯堆滿雜物的小屋裡，廚房

電線短路失修已近兩年，黑燈冷
灶。一台舊冰箱佔據着客廳最主要
的位置，記者用力拉了幾下，才拉
開了上面一層的門。裡面積塵滿
滿，一股霉味衝鼻而來。冰箱旁邊
的舊報紙堆上，一個尚未啟封的電
飯煲，看起來也已是多年蒙塵了。
雖說鼻樑上還架着一副眼鏡，汪
伯其實已眼盲多年，微微感知到的
些許光亮，僅能判斷出，是白天還
是夜晚。所以，從香港退休定居廣
州這10多年來，他獨住的家，從未
有過煙火。冰箱電飯煲這些家常用
的電器，也只好淪為擺設。

佳叔：住老人院獨自迎新歲
臨近除夕，街頭鞭炮聲開始此起彼

伏，催促着路人加快回家過年的腳步。
走進廣州友好老年公寓的院子裡，外面
的熱鬧又似乎和這裡無關。據護理中心
主任鄒秋菊介紹，這間老人院，長年居
住着逾30位港歸長者，平均年齡74歲，
個別生活不能自理。
今年78歲的佳叔是較精神的港歸長者

之一，老伴早逝，子女都在港忙生意，
無暇照顧他。60歲退休後，他為減輕子
女負擔，自己住進了老人院。「環境和
居住條件是我自己一家一家挑的，這間尚算不錯。」
年廿六時，佳叔就已回港一趟。「年夜飯那天就算提前吃過了。」佳叔回

憶起兒子臉上猶帶着笑，「他們工作忙，沒空來接我。我走得跑得，就提前
回去看他們啦。那一晚我們和他們一家吃了差不多兩千塊。」
兒子香港的屋居狹迫，佳叔當夜吃完晚飯後和孫子在一張床上擠了一晚，

第二天一早就獨自去車站買了回穗的火車票。他不願給兒子添麻煩，想着他
們新年還有出行計劃，於是便回了老人院自己住，今年除夕他和另外三名港
長者打算在老人院過春節。

與兒子吃的才算年夜飯
據工作人員介紹，因為部分護工要放假回家，除夕老人院的年夜飯下午4

點鐘就會上桌，有肉丸、花菜炒肉片、綠豆芽和紫菜蛋湯等。由於很多老人
都被接回家過年了，平時坐得滿滿的食堂，這晚可能只剩寥寥幾人。「沒關
係，人多人少都是頓晚飯而已。」佳叔說，在他的印象裡，只有和兒子一起
吃的才算年夜飯。
老人院護理中心的主任鄒秋蘭告訴記者，臨近年邊，不少港長者都被廣州

的親戚接出去過年了，留在養老院的都是少數。佳叔這樣相對堅強和樂觀的
老人，讓她感到又尊敬又心疼，「怕給子女添麻煩，也許是老人表達愛的方
式之一。但我還希望年輕人既過熱鬧年，又不要冷了老人的心。」

■煙花爆竹吸引孩子們的眼球。 許亞飛攝
■劉淑蓉正在臥鋪車廂查對票證。

本報記者敖敏輝 攝

■因為堂哥的邀請，汪
伯的年夜飯有了落。

■怕給子女添麻煩，是佳叔表達父
愛的方式。 李叢書 攝

■蕭婆婆和丈夫的新年願望就是身體健康、心情愉快。李叢書 攝

蕭婆婆夫妻

■蕭婆婆說起過去子女最愛吃
自己的撚手菜香燜豬手的往
事，臉上猶有笑意。 趙鵬飛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