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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節年年都有，但經歷暴力衝擊及新冠肺

炎疫情摧殘後，今年的母親節另有一番意義。香

港文匯報記者訪問多名母親，分享這個不一樣母

親節的不一樣心情。曾因女兒參與非法示威及文宣

而憂心忡忡、苦苦相勸的劉女士，終於迎來天降最

佳母親節禮物──女兒醒覺了。女兒說：「以後都

唔再被人利用去犯事！」劉女士眼泛

淚光說：「我係好好彩嘅媽

媽，女兒識得返轉頭，我

嘅苦口婆心無白費，希望

天下母親都好似我咁，

等到子女覺醒，回

頭。」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廣濟

「希望天下母親 苦口婆心無白費」

慈母佳節訴心聲 子女覺醒遠暴力

醫生媽媽撲疫 兒子由怨轉挺
前線醫護

人員面對新
冠病毒疫情來
襲，過去數月無
私奉獻，但身為單
親媽媽的雅麗氏何

妙齡那打素醫院兒童及
青少年科副顧問醫生蔣珮

琼，因加入醫治確診患者的
Dirty Team而「觸怒」兒子，

雙方因而中斷交流一個星期。可
幸，兒子最終理解媽媽不可能當

「逃兵」，改以行動支持，令她可以在
隔離病房專心工作，兩母子關係亦邁進一

大步。
香港在農曆新年前出現首宗新冠肺炎確診個

案，公立醫院隨即進入「戰爭狀態」。蔣珮琼表示，
她所屬的部門在大年初二抽籤，訂出一旦接收確診患者

時進入Dirty Team的先後次序，她被抽中成為首名在
Dirty Team內工作的部門主管級醫生。

抽中首籤 牽掛年幼兒子
蔣珮琼行醫多年，實習時經歷過「沙士」肆虐，但承認
面對新冠疫情時也感擔憂，「農曆新年時大家都未摸索到
新冠肺炎嘅嚴重性，有好多未知數，第一時間想到如果肺
炎殺傷力好大，自己生命受到威脅時阿仔點辦？我哋係單
親家庭！」
不過，她認同自己是帶領資歷較淺同事應對疫情的合適

人選，故從未想過要退縮，但要面對如何告知家人的困
擾，「隔了兩星期才話畀佢哋聽，中間一直搵適合時間，
但疫情持續發展，終於認為唔能夠隱瞞，有晚食飯時盡量
用無所謂、輕描淡寫嘅語氣話畀阿仔同媽媽聽。」
「沙士」當年把物資送到醫院給女兒的蔣母，對這消息
未有太大反應，只平淡地問蔣珮琼是否已執拾好行李準備
搬走，更安撫她絕不能在疫情期間做「逃兵」；但就讀中
三的兒子立即放下筷子走了入房。

兒子聞訊憂慮一周想通
其子張睿泰直言，自己當日是躲入房哭泣，因為認為新冠

病毒慱染性之高十分可怕，擔心媽媽安全，同時感到憤怒。
其後，他一直沒有跟媽媽交談，直至約一個星期後才想通。
蔣珮琼直言，從未想過兒子會有這麼大反應，更未想過
他會因擔心媽媽而哭泣。她憶述3月21日開始在隔離病房
工作當天，放工後回家執行李準備搬往酒店暫住時，兩母
子想有身體接觸，卻被蔣母喝止。她直言，對兒子感到內
疚，「如無意外係短暫分離，但亦會諗到如果自己有事，
究竟要分離幾耐？甚至會唔會永久分離？」當時雖感不
捨，但還是強忍淚水，不讓兒子知道她的擔憂。
香港疫情其後受控，蔣珮琼在隔離病房工作兩星期，再
經一星期隔離檢疫後平安回家。平日因工作繁忙而較少與
兒子相處的她，直言今次經歷令她有所反思，「覺得自己
忽略了兒子的情感需要，希望佢唔好太快長大，變得過於
獨立，希望我哋可以變得更加親密。」

■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

自子女呱呱落地起，父母就不問回報、不問原
因，源源不盡為子女奉獻所有，即使眼見子女

「激心」，父母總是不言棄。「那段時間，我每晚都
睡不安穩。」每次憶起18歲獨生女去年參與非法示
威，劉女士（化名）內心十分難受，因為事件亦令他
們一家陷入冷戰邊緣。
劉女士在一間金融機構工作，一家三口算是小康之

家，讀中五的獨生女嘉琪（化名）更是她的心頭肉。
她從不祈求女兒飛黃騰達，「做父母的再苦再累都不
要緊，只希望女兒健康安全。」然而，這卑微的祈
許，在去年的黑暴期間也變成奢望。劉女士告訴香港
文匯報記者，女兒去年6月就開始參加遊行示威，一
開始幾乎每次都參加，「嘉琪第一次去我沒有反對，
我覺得公眾用合理方式表達自己的想法是沒有問題
的。」

示威變質反對參加
但隨着事件的演變，整個遊行示威活動開始變質，

劉女士不得不提醒女兒，「6月12日反修例遊行爆發
衝突後，我就非常擔心，一直勸她不要再參加。」然
而，衝昏頭腦的嘉琪已被蒙蔽了，堅持參與每一次的
非法示威活動，傷盡父母心，「每次遊行示威我都在
祈禱不要發生衝突，但沒想到愈演愈烈。」劉女士憶
述時不禁落淚。
身為一個母親，含辛茹苦將獨生女帶大，劉女士當
時最擔心的就是女兒的安危和前途。「一開始不反
對是因為我覺得年輕人應該表達意見，但當事情演
化為暴力行為時，我怕女兒入世未深，睇唔清事
件真相，怕她被利用，堅決反對她參加。」

屢勸不聽從不放棄
意見分歧，令母女關係一度僵冷，但劉女士始終沒有

放棄。她先自我調整情緒，平心靜氣與女兒分析利害關
係，以及問題的嚴重性，「我告訴她：我害怕她因此而
受傷，不想她因此惹禍。」初時，嘉琪對勸喻充耳不
聞，但劉女士沒有氣餒，「講一次唔得，講兩次、三
次……總有一次，她聽得入耳，明白我苦心。」
皇天不負有心人，終於迎來了轉機。不知是否母親

的話潛移默化感化了嘉琪，抑或是看清了黑暴分子露
出了狐狸尾巴，嘉琪參與示威的次數逐漸疏減，之後
更對示威活動無動於衷，有次劉女士好奇一問發現女
兒覺醒了。
劉女士認為，最大轉捩點是暴力衝擊政府建築物，

令嘉琪意識到了事態已經失控。「我當時還問她為什
麼不參加（示威）了，是不是想明白了？」嘉琪告訴
媽媽，她覺得自己被利用，「她覺得暴力衝擊根本是
不文明，不單無法達成民主自由的訴求，還影響公共
安全及秩序，唔明點解阿頭（黑暴頭目）鼓吹佢哋訴
諸暴力，有用嗎？這根本不是民主自由的表現。」
黑暴使嘉琪認清政治野心家的圖謀，她不想押下自

己前途，為攬炒派謀取政治籌碼，最終懸崖勒馬。劉
女士當時聽到女兒回頭是岸，倍感欣慰。
風雨過後，嘉琪更體會到父母的愛最無私，沒有任

何企圖或盤算，母女的關係比昔日更深厚。今日就是
他們關係修復後首個母親節，劉女士雙手合十，眼泛
淚光說：「我係好好彩嘅一個媽媽，女兒識得返轉
頭，我嘅苦口婆心無白費，希望天下母親都好似我
咁，等到子女覺醒，回頭。」

「絕對不允許我的子女參
加遊行示威，不是不能表達
訴求，而是擔心他們被利
用，一失足，誤終身！」單
親母親阿麗不想子女與黑衣
魔為伍，皆因她正是黑暴的

受害人：黑暴不但害她痛失飯碗，更在地
鐵內險些被暴徒圍毆。她見盡黑衣魔的醜
陋面目，惜長女已被荼毒為「深黃」，每
次議論到政見，母女倆都不歡而散。阿麗
說：「溝通唔到都無辦法，只希望她看透
真相。」子女被洗腦，誰明父母撥亂反正
的心力交瘁之情？
她獨力養育5名子女十分辛酸，更不幸
患上乳癌，與癌魔搏鬥6年才完全康復，
撿回性命的代價是房子、車子全被套現用
來支付醫藥費和子女教育費，積蓄也所剩
無幾。
抗癌成功的阿麗決心搵工自食其力，去
年上半年在上環一家中菜館做傳菜員，一
直相安無事，但去年6月修例風波爆發
後，飲食業不景氣，她先後經歷裁員、無
理解僱或減薪，最終在銅鑼灣一家中菜館
找到工作，但與其說是做傳菜員，不如說
是「一腳踢」的打雜，有次要動手修理餐
廳的水喉。

回家受阻求援 險被毆
阿麗是黑暴的受害人。有次下班更與暴
徒狹路相逢，險些被暴徒無差別圍毆。去
年八九月間的某個晚上11點下班後在港鐵
香港站轉車，入站時已見到大批暴徒在站
內奔跑，曾猶豫上不上車，但因家住天水
圍，沒有其他交通工具，唯有博一博上了
車。
剛進入車廂，即見到大批黑衣魔起哄，
有人阻擋車門關閉，強行阻止列車開出，
以便讓同黨趕上該班車。阿麗無奈之下坐
在一旁玩手機，等了約有半小時仍不見開
車，便問黑衣魔：「可唔可以畀列車開
出，我哋好多人住得遠，（接駁的）尾班
車就嚟開出。」
一名黑衣魔假惺惺地「道歉」，阿麗惟
有繼續等。又過去了20分鐘，仍不見開
車，阿麗急於回家，想請地鐵工作人員幫
忙，情急之下便拉動緊急掣。就在她拉掣
瞬間，被黑衣人拉扯，隨後更被包圍恐
嚇，險些被打。
儘管在車廂內隻身面對眾多暴徒，阿麗
亦未曾害怕，「我行得正，企得直，使乜
驚佢哋！」猶幸10分鐘後，終於有工作人
員過來制止黑衣人，並要求開車。地鐵到
達南昌站後，阿麗趕緊下車，走出車廂後

竟繼續遭黑衣人咒罵：「恭送你出去，小
心啲行路！」阿麗感到既憤怒亦無奈：
「從上車到開車至少耽誤了1個小時，我
們做餐飲這行本來就很辛苦，收工晚，結
果還遇上這班人。」

不信蝦蝦霸霸港變好
阿麗直言自己並無政治立場，但對這些

非法行為完全看不過眼，也不認同靠黑衣
魔這些「蝦蝦霸霸」的惡行能令香港變得
更好，所謂的「民主自由訴求」也只是幌
子，「所以我絕對不允許子女參加遊行示
威！」
阿麗5名成年子女雖然都曾在網絡上發

表支持示威的言論、表達訴求，但所幸未
越雷池，並沒參與非法行為，唯一讓阿麗
擔心的是長女，「她的思想相比其他幾個
孩子偏激很多，但我不想做一個兇惡的母
親，希望以朋友的身份和她交流我的看
法。」
然而，阿麗與長女因為政見經常鬧翻，

「黑暴不單令香港社會撕裂，也令家庭關
係惡化。」但親情根本無顏色之分，家庭
也不應是政治擂台，「我只能着她看清事
實，最起碼要守住道德底線，犯法嘢一定
係錯，不能美化。」

■香港文匯報記者 廣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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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成祖明）今天是母親節，
除政府放寬限聚人數至最多8人，令酒樓等生意回
旺，今晚訂座爆滿外，鮮花檔亦因疫情回穩而生意
向好，不少市民也購買鮮花送贈給母親以表孝心。
旺角花墟昨日人流回升，不少市民到場買花，部分
更攜同小孩購買鮮花。香港鮮花盆栽批發商會主席
賴榮春指出，政府放寬限制下，市民消費顯得較為
積極，疫情影響下生意仍不及往年，但估計只下跌
10%。
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在旺角花墟看到不少人前往

購買鮮花。張小姐購買了一束包括有玫瑰及康乃馨
在內的鮮花，表示會送給母親，而花價為200元，
表示與以往相若，未見加價；亦有成人攜同小朋友
到場，如梁小姐便帶兒子到場買了一小束只售30
元的鮮花，讓兒子送給自己，以代表一點心意，當
地花檔有不少每束數十元的小花出售。

小朋友零用錢買得起
賴榮春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解釋，這些小

花主要是給予小孩子用零用錢購買，「好多媽媽
都比較實際，唔會想用太多錢喺鮮花
度，小朋友數十蚊（買束小

花），都係一份心意。」
他又指出，疫情肆虐期間很多市民留在家

中，悶了很久，現時政府放寬部分社交限制，
不少家庭也外出消費，「都悶咗咁耐，家
消費都積極咗。」他又說：「母親節好少市
民會訂花，多數都係正日買完花，去飲茶
或食飯嘅時候送畀阿媽。」
不過，賴榮春坦言母親節的生意一定

不及情人節，鮮花始終有時限，故很
多花商也不敢加價。他續指，母親
節的花價豐儉由人，一般都是每
束百多元，「母親節最好賣
的是康乃馨，百合都多人
買，寓意百年好合，
家庭和順。」 今天是母親節，

特首林鄭月娥昨日
率先在 facebook發
帖文表示，自己已
收到母親節禮物，
同時祝願：「各位

媽媽有個溫馨愉快的母親節！」

夫兒合送橙色公事包
林鄭月娥收到一個由丈夫和兩個在海外的

兒子合送的公事包，她認為禮物頗有心思，
因為自己近3年上班或公幹都是用同一個公事

包，家人或許察覺她的公事包已有點殘舊，
所以送她一個同型號但不同顏色的新公事
包，「雖然橙色不是我的至愛，但至親的心
意才是最重要。」
不過，在收禮物時卻有一段小插曲。林鄭
月娥笑說，由於家人為保持神秘，並無預先
告訴她或禮賓府的同事，因此負責保安的警
員對這件「大型包裹」很有戒心，特別是警
務處處長近日收到有爆炸裝置的郵件，過去
一年禮賓府亦先後5次收到包裹放了炸彈的虛
報，「幸而林生及時通知他們，才沒有勞師
動眾。」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特首喜收「神秘包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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鮮花市道穩 豐儉可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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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三口母親節前逛街，樂也
融融。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張睿泰為媽媽素描的畫作作為母親節禮物送給媽媽。
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攝

■蔣珮琼醫生與兒子張睿泰的外遊照。 受訪者供圖

■ 林鄭月娥
昨晚在fb貼
出自己收到
的母親節禮
物。fb圖片

■ 母親節前夕的周六，適逢限聚令放寬至最多8人，食肆大收旺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 不少人昨日前往旺角花墟購買
不少人昨日前往旺角花墟購買

鮮花鮮花。。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攝攝

■■ 去年去年99月月1515日日，，一名年輕女一名年輕女
子破壞港鐵灣仔站設施子破壞港鐵灣仔站設施。。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傳菜員阿麗不允許子女參加遊行示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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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暫陽光 幾陣驟雨
氣溫28-32℃ 濕度65-95%

庚子年四月十八 廿八小滿

黑暴衝擊，導致本港社
會嚴重撕裂，親戚、朋
友、同事之間出現政見不
合並不罕見，甚至有居住
在同一屋簷下的父母和子
女因而關係決裂。有社會

工作者指出，父母和子女的關係是永遠
的，大家應該互相尊重和諒解，以平和語
氣表達看法，若遇激烈爭論時，大家宜暫
時放下，有需要時尋求專業人士協助。
青協副總幹事陳文浩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

報訪問時指出，子女出生後便與父母一起生
活，大家是永遠的關係，也會一直延續下
去，因此大家應該多作溝通，互相尊重和諒

解，對任何事情有不同看法時，可以多聆聽
對方的觀點，並以平和的語氣表達自己看
法，以免發生衝突。

避火上加油找親友調解
他認為，每個人對事件有不同的看法很正
常，若然有不同意見導致出現激烈爭論，大
家便應該暫時放下，避免繼續火上加油，當
情緒回復平靜後，再透過互相溝通和交流去
解決問題，因始終是一家人，不值得因此而
破壞彼此的密切關係。倘事情未能解決，則
可以聯絡親友協助調解，有需要時更應向社
工等專業人士求助。

■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

社工：家人異見宜互相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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