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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一首歌說起

「我和我的祖國，一刻也不能分割，無論我走到
哪裡，都流出一首讚歌……」，歲末年初，《我和
我的祖國》這首經典愛國歌曲，出人意料地在內地
「爆紅」。在大學校園裡，春運列車上，在冰天雪
地的長城腳下，在溫暖如夏的天涯海角，數不清的
民眾以「快閃」的方式聚集在一起，共同唱響這首
大家耳熟能詳的歌曲，用歌聲致敬祖國、謳歌時
代，訴說對偉大祖國的熱忱與依戀，抒發對身處偉
大時代的驕傲與自豪。這種發自內心的愛國情懷的
自然流露，真摯熱烈，讓人深受感染、深受感動。

這種場景讓我想起幾年前發生在香港的一幕。
2016年10月7日，台灣作家龍應台在香港大學的一
個講座中問現場聽眾：「你有一首啟蒙的歌嗎？」
香港浸會大學副校長周偉立接過話筒回答：「我想
是我進大學的時候，好多師兄帶我們唱的《我的祖

國》」。現場隨即有人哼唱起來：「一
條大河波浪寬，風

吹稻花香兩岸……」，越來越多的聽眾自發加入，
最後變成了一場全場大合唱，場面非常震撼感人。

龍應台認為，周偉立身為一名香港高校的副校
長，要在一千多名師生面前，毫不避諱地說自己的
啟蒙歌曲是一首「紅歌」，需要勇氣。她原以為，
年輕人應該不會唱這首歌，但發現年輕人一樣能純
熟地唱；原以為港人可能不太會，沒想到港人能唱
的也很多。我想，龍應台不明白的是，大河不只是
大河，稻浪也不只是稻浪，昂揚的歌聲背後，是深
厚的家國情懷，是強烈真摯的愛國主義情感，這是
一種超越時空的精神力量，不管是長者還是年輕
人，不管是在內地還是在香港。這是一種情感的自
然流露，不需要勇氣。

在這次講座中，還有一位學生告訴龍應台：我的
啟蒙歌曲就是《義勇軍進行曲》。這首誕生在抗日
戰爭硝煙中的救亡歌曲，是另一首閃爍着愛國主義
光輝的不朽經典。在中華民族處於生死存亡的危急
關頭，年僅23歲的聶耳創作了這首振聾發聵的歌
曲，很快傳遍大江南北、長城內外，成為激勵無數
炎黃子孫奮起保家衛國的戰鬥號角，這就是愛國主
義的強大感染力。在當時的香港，無數民眾正是唱

着《義勇軍進行曲》，自發走上街頭，振

臂高呼抗日救亡，竭盡所能捐款捐物支援內地抗
戰，「父親教兒打東洋，妻子送郎上戰場」的故
事，都曾在香港這片土地上真實地發生。正是由於
這首歌充分體現了中國人的強烈愛國熱情和承擔，
新中國成立後《義勇軍進行曲》被定為國歌，從此
成為團結和凝聚億萬中華兒女的精神支柱。

今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也是《義
勇軍進行曲》作為國歌傳唱的第70個年頭，香港立
法會將就《國歌法》進行本地立法。一些人危言聳
聽地說立法是要限制港人的言論和表達自由，還有
一些人聲稱這是要對香港市民進行「強制洗腦」。
發表這些言論的人，如果不是別有用心，就是對歷
史的虛妄和對現實的無知。事實上，無論過去還是
現在，愛國主義一直是許多香港同胞內心深處最堅
定又最柔軟的部分。在香港近現代發展歷程中，無
數香港同胞正是以強烈的家國情懷，積極投入國家
的革命、建設和改革開放事業，發揮了重要作用、
作出了特殊貢獻。香港回歸以來，從利比亞火線撤
僑行動，到北海道暴風雪中國外交官全程陪伴照顧
滯留的港澳同胞，港人時常能感受到做中國人的尊
嚴，感受到崛起的祖國對每一位公民的關心和保
護。在這些場景中，我們經常能看到香

港同胞和內地民眾一起高唱國歌，表達作為中國人
的驕傲和自豪。

愛國主義需要具有儀式感的表達。廣大香港市民
一定會用行動展現對國歌的尊重、對國家的尊重，
因為家國情懷和愛國主義精神，一直深深植根於香
江熱土上，植根於幾百萬香港同胞心中，從未斷
流。

九龍工作部 黃想平

■港深旅客高鐵列車上領唱《我和我的祖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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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夢縈）敘利
亞內戰帶來嚴重難民問題，香港世界
宣明會總幹事趙煥明上月底赴約旦走
訪敘利亞難民營及學校接觸逾千名難
民。他表示，約旦60多萬名敘利亞難
民中，逾半是兒童，很多兒童一出生
便是難民，對心理健康、教育支援需
求最大，宣明會在當地設立的「兒童
天地」，提供教育、遊戲及接觸藝術

的機會，讓難民兒童建立自信。宣明
會未來的工作將會協助敘利亞重建醫
院、供水系統、學校等基礎設施。
趙煥明昨日與傳媒分享他探訪敘利

亞後的感受。
他表示，探訪約旦東部阿茲拉克難

民營時發現， 成人難民有機會工作十
分重要，他們不僅需要食物和水，亦
需要通過工作維持尊嚴和自信。宣明

會於該營地的「健康廚房」和「廢物
回收中心」項目均僱用了不少難民。

女孩入兒童天地 打開心扉
約旦北部的伊爾比德省僅距離敘利

亞邊境20公里，集中了大量難民，趙
煥明探訪了該區宣明會的「兒童天
地」項目，小朋友可以在區域內通過
圖畫表達內心感情，他發現許多難民
兒童的畫作內容都較為暗黑，包含強
烈的憤怒，甚至有小朋友畫出同伴霸
凌的情節。

令趙煥明印象深刻的是一名14歲至
15歲小女孩的畫作，她3個月前初來
時的畫裡，月亮居中被暗藍色天空包
圍，給人沉鬱的感覺，小女孩解釋說
黑暗中的月光即是她心裡的光。不
過，3個月後，小女孩的畫已是陽光
明朗，畫面除花草之外還有一個鞦
韆，顯示她已尋回部分內心的童真和
熱情。
敘利亞內戰迄今已近8年，敘利亞境

內近期衝突減少，不少難民也考慮回
國。一項問卷調查顯示，8%難民表示

考慮將於一年內會返回敘利亞。

未來工作 助當地重建設施
趙煥明指，接下來宣明會會將工作

重點轉移至敘利亞當地重建，協助當
地重建醫院、供水系統、學校等基礎
設施。
他指，將來敘利亞所面對的重建工

作，還需要很多社會資源，「希望大家
認識到戰爭中普通市民都是受害者，需
要我們關注，讓他們知道世界沒有遺忘
他們。」

宣明會助敘利亞難民童建自信

■趙煥明
香港文匯報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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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區區議會副主席陳學鋒表示，
區內的南亞裔無牌小販問題一直存
在，近年更有惡化趨勢。數年前中區
亦曾發生南亞裔無牌小販「走鬼」期
間，推跌食環署小販管理隊主任，致
對方後腦重創死亡的嚴重事故，區議
會討論事件督促警方加強執法，但相
信由於人手等問題，無牌小販問題難

以遏止。
陳學鋒說，由於中西區人流密集，

無牌小販屢禁不絕。南亞裔小販以往
大都在周末出動，在中區外傭集中地
兜售貨品，現在南亞小販人數漸多，
「營業時間」和「生意範圍」就逐漸
擴充，連平時以及中西區各處，都不
時被南亞裔無牌小販攻入。

2015年發生小販推跌食環署小販
管理隊主任致死案件後，區議會開會
討論，督促警方與食環署聯合執法。
之後在周末無牌小販高峰期，警方

與食環署亦多次採取聯合行動。不
過，畢竟食環署人手不足，清除無牌
小販並非排在優先次序，無牌小販問
題始終無法根治。

陳捷貴籲助南亞裔找正職
中西區區議員陳捷貴則建議各行

業幫助南亞裔找份正常職業，由源
頭減少南亞裔無牌小販。
他表示，無牌小販帶來塞路、衛

生、滋擾等諸多問題，市民對他們
擺賣的商品並無排斥，有客源下，
南亞裔無牌小販越來越多。
「香港勞動力需求緊張，若各行

各業主動與南亞裔的團體接觸，為
他們多提供就業機會，相信有助減
少南亞裔無牌小販數目。」他說。

■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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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下午3時許已有網民於facebook
上載一段長約10秒的片段，只見

一班南亞裔小販疑似在一個港鐵中環站
內明目張膽地非法擺賣手袋等貨品，吸
引不少途人選購。
約下午3時半，香港文匯報記者抵達
中環站，發現環球大廈出口干諾道中旁
的天橋底有爭吵聲，當時只見一名染金
髮的南亞裔小販手挽着以布包裹着的多
個疑似冒牌手袋，正與五六名食環署執
法人員理論。
其後食環署人員着該名男子冷靜，

並試圖將該些手袋充公，有執法人員
拿出電話，不知是否要求增援，後來

該名「金毛男」與執法人員扭作一
團，並見有另外三四名南亞裔同黨趕
至「增援」，當中有人更拿起手機拍
片。

貨物被擲車路 險擊中路經車
香港文匯報記者所見，當時有不少

途人於天橋上下圍觀，而該班南亞人
更與執法人員出現肢體碰撞，情緒開
始激動，有人欲強搶回貨物免被充
公，雙方互相爭持，有執法人員高
呼：「講還講，不要動手！」
後來更有南亞裔小販將一件又一件

貨物投擲到行車道路中，有路經的車

輛險被擊中，險象環生。

粗口還擊 鐵製雜物擲地洩憤
混亂期間，有執法人員高呼：「由得

佢！」更聽到有南亞人以粗言穢語還
擊，甚至公然走出行車道拾回貨物，他
們當中更有人隨手拾起地上的鐵製雜物
大力往地上擲洩憤。
記者所見，最終執法人員仍成功將大

批貨物充公，以車輛載走。
港鐵回覆香港文匯報查詢時證實，有

職員昨日下午3時許於車站範圍內巡視
時，在中環站近C出口發現有人擺賣，
車站職員立即作出警告，有關人等即時

離開車站範圍。
港鐵重申，一直透過巡視、張貼告示
及車站內廣播等途徑，提醒切勿於車站
範圍內擺賣，並同時提醒乘客切勿光顧
以助長非法擺賣行為。
根據《港鐵附例》第三十條，除非得
到港鐵公司書面批准，否則任何人不得
在鐵路處所內出售、為出售而展示或要
約出售任何貨品、貨物或服務。
《公眾衛生及市政條例》（第一百三

十二章）第八十六、八十六A、八十六
C及八十六D條適用於該附例所訂的罪
行，販賣罪行最高可被處以罰款5,000
元及監禁6個月。

不少市民乘搭港鐵

時，均曾遇過有小販於

港鐵範圍內非法擺賣。

昨日，香港文匯報記者

全程直擊下午時分一批南亞裔小販

疑於港鐵中環站內非法擺賣，其後

面對食環署人員執法時更對貨物

「死攬唔放」，曾一度有執法人員

與擺賣者合共約10人混戰，擺賣者

更企圖搶回被充公的貨物，甚至罔

顧馬路危險，將一件又一件貨物擲

向行車道路中，險象環生。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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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班南亞裔小販疑似在一個港鐵
中環站內明目張膽地非法擺賣手袋
等貨品。 fb截圖 ■最終執法人員成功將大批貨物充公。 香港文匯報記者聶曉輝 攝

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