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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騷亂的示威者很喜歡在傳媒鏡
頭前「炫耀」傷勢，公開警方清場時
所謂「濫用武力」的「真相」，但誰
又看得見警員背後的犧牲？「好幾次
見佢瘀晒又流血，但佢冇出過聲，只

係一個人夜晚靜靜搽藥油。」阿寶的丈夫當差逾十
年，是一對中學子女的父親，但在家中就極少談起公
事。
去年11月理工大學及中文大學接連爆發攻防戰，
阿寶說丈夫每日工作12小時是常態，有時更數日不
得回家，「嗰陣成日唔見影，見到嘅話多數已經瞓着
咗。」
「你問佢點解受傷佢唔講㗎，問辛唔辛苦一定答唔
辛苦。」阿寶知道丈夫不想家人擔心，故已不再過問
丈夫的工作，而是熬製一碗碗暖心熱湯。有時夫妻四
目交投，雖無言以對，但熱湯一飲而盡，唇舌不燙，
心裏已溢出無盡的關懷和默契。

仇警「燒到埋身」校方落井下石
過去一年，針對警員及其家屬的行為日益猖獗，阿
寶直言「打定輸數」，因她往日未察覺社會自違法
「佔中」後已蘊藏一股仇警勢力，所以多年來從不諱
言丈夫的職業，「出入見到示威者燒垃圾房，嗰刻驚
㗎，就發生喺身邊。」
正因從不諱言，令阿寶不時面對親友挖苦，「有時
收到親友短訊，問我老公掟咁多催淚彈會唔會愧疚，
你教我可以點回應呢？」
「抗爭」活動蔓延校園，阿寶亦慨嘆子女的學校失
守。她透露，學校的教師會派暗示「違法達義」的教
材，班上學生亦會唱《願榮光歸香港》、喊口號及組
人鏈，但慶幸子女想法堅定清晰、不會參與。她曾嘗
試向校方反映意見，豈料連校長都譴責「警暴」。
阿寶說，子女相熟的同學都知道丈夫是警察，但幸
好感情深厚，無出現校園欺凌。不過，阿寶仍會擔心
子女在校園受威嚇，「有次啲學生落晒操場罷課，但
有幾個學生繼續留喺課室，咁罷課啲學生會點諗
呢？」

子女怕父受傷 仍以警為榜樣
或許無法逃避仇警的壓力，全家人在過去一年更珍

惜相聚時間，並且彼此諒解，「記得有日仔女返到屋
企係咁喊，我以為佢哋俾人蝦，點知原來係聽到身邊
仇警嘅聲音愈嚟愈大，好驚爸爸被人打傷。」
這令阿寶感觸良多。她說各行各業都有壞分子，不
明白為何社會硬要一竹篙打一船人。她寄語年輕人生
性醒悟，政府同時做好教育工作，因為香港的未來是
屬於年輕人，社會一直陷入矛盾的漩渦無助改善生
活，希望香港多點理性、早日重回正軌。
正因如此，子女萌生想投身警隊的念頭，阿寶表示

全力支持，儘管執法可能面對危險，相信他們亦會以
父親為榜樣，努力裝備自己和加強心理質素，肩負維
護社會安全的責任。

能聚埋食飯 日日是父親節
父親節將近，阿寶並無特別計劃如何慶祝，「其實
聚埋一齊食吓飯、捉吓棋，日日都係父親節。」

■香港文匯報記者 雨航

警員在前線執勤，少不免
被示威者惡意謾罵，但更令
人沮喪的，是身邊人的冷嘲
熱諷。「我點解要介意人點
諗呢？我冇做錯，唔應該為
佢哋唔開心。」Judy與加入

警隊逾廿載的丈夫都認為，做人毋須太介懷
別人看法，擺脫輿論束縛、活出自我，就是
在種種打壓中，對自己、對下一代最好的打
氣方法。
Judy的丈夫任職警察公共關係科，上班時

經常見到示威者惡意指摘警方，豈料下班後
還要面對親友的嘲諷：「疫情令好多人冇工
開呀，你鐵飯碗咪冇事囉！不過做埋咁多陰
鷙嘢，過得唔開心都係抵你哋死！」說到親
友的奚落，Judy格外激動，畢竟十多年的情
誼，竟被一場暴亂輕易輾碎。

不怕黃黑詆毀 友情無分政治
暴動究竟令人得到什麼？Judy笑說自己變

得更堅強豁達，「詆毀警察嘅人最鍾意睇到
警員同佢哋屋企人唔開心，證明佢哋做得陰
鷙嘢多，所以我哋更要活得開心，唔好衰畀
人睇！」
患難見真情，Judy慶幸自己身邊還有幾位願

意支持她的朋友，即使大家政見不一，他們仍
願意傾聽自己苦況，一句問候只有寥寥數字，
背後卻無比暖心。
她坦言，現時社會存在不少矛盾，但人與
人之間的羈絆不應被政治影響，「要識企喺

另一方聽吓唔同意見，好似啲『顏色經濟
圈』咁，我從來都唔分，只要店舖有質素，
我就會幫襯。」

暴力威脅上門 無悔支持丈夫
但即使心境堅強，現實還是要面對暴力威

脅。Judy憶述，與5歲兒子晚上歸家時，剛好
遇上示威者圍堵紀律部隊宿舍，他們喊口號期
間更試圖投擲汽油彈，故她只能繞路找較隱蔽
的入口，「你見到佢哋明顯針對住宿舍嘅人，
嗰刻真係好驚，覺得生命受到威脅。」
Judy說，即使再慌張都要保持積極，「小
朋友成長靠我哋，我哋唔可以帶負面情緒畀
佢，仲要灌輸正確嘅思想。」去年8月適逢所
謂「三罷」活動，Judy仍會送兒子坐校巴上
學，問到會否擔心兒子安危，「我相信校巴
司機唔會害小朋友，而且唔通佢哋靠嚇我就
要罷課罷工？返學係正常嘅事，我哋會繼
續。」
談到兒子升學，Judy直言暫無計劃送他到

海外讀書，並反問道：「唔通送佢去外國留
學就解決咗件事？」她相信即使社會紛亂，
只要兒子學懂明辨是非就不會受影響。
警方過去一年更注重與民溝通，宣揚守法

觀念，Judy丈夫亦需加班，人手不足時亦要
到衝突現場幫忙。Judy很理解丈夫的辛勞和
面對的壓力：「我哋永遠支持你，因為你守
護香港係冇錯，你嘅付出係值得嘅，唔使擔
心我同阿仔，我哋會堅強、照顧好自己，永
遠企喺你身邊！」 ■香港文匯報記者雨航

J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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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燒一年的黑色暴力衝擊，有人

由最初的震驚，漸漸害怕得不敢發

聲；有人無懼威嚇，依然勇敢譴責

暴力；有人泥足深陷，繼續濫暴危害社會。身處漩渦急湧的警

隊，由始至終都站在維護社會穩定的第一道和最後一道防線。他

們能支撐至今，實在有賴家人堅定的支持。縱然仇警歪理持續滋

長，但警員家屬從未輕言退縮。香港文匯報記者近日走訪了警員

家屬，數名「警嫂」不約而同地說，會好好照顧自己和子女，讓

丈夫放心在一線執勤；他們會在後方給予丈夫最大的支持，並相

信只要心存希望，總會迎來太陽。 ■香港文匯報記者 雨航

不求夫君是英雄
只盼他平安歸家

世人景仰英雄，因為他
們為守護所愛甘願犧牲，
但被珍重的人其實更想一
同承擔傷痛。在直播中看
到如雨點般飛砸在防暴盾
牌上的磚頭和鐵支，鄭太

一度哽咽：「呢段時間對我嚟講，孰是孰非
已經唔再重要，我唔係想佢做啲咩英雄，我
淨係想佢可以平安回家！」

執勤難聯絡 直播愈睇愈驚
過去一年社會紛亂處處，不少警員疲於奔
命，屢有警員受傷甚至懷疑因過勞猝死。鄭

太坦言，丈夫鄭Sir投身警隊逾廿年，她未曾
如此擔憂。每次出現暴動，鄭太無時無刻都
想着他。不眨眼地盯着直播熒幕，已成為鄭
太的生活習慣，「佢執勤嗰陣基本上聯絡唔
到，我唯一做到嘅就係睇直播，係愈睇愈驚
㗎，我唔夠膽諗下一刻受傷嗰個會唔會係
佢。」
身處紛亂時代，做警員難、做警眷更難。

鄭太說，不能時刻陪在鄭Sir身邊，只能默默
祈求他平安回家，及照顧好自己和一對子
女。不過，隨着暴徒魔爪蔓延網絡世界，鄭
太很擔心被起底，不單刪去社交賬號的個人
資訊，出入也要提高警覺，這種生活已漸漸

構成一種無形壓力，「仔女返學會唔會突然
被人綁走呢？返屋企會唔會撞到有人扔汽油
彈呢？」
鄭太憶述，去年底常有示威者圍堵紀律部

隊宿舍，即使在家也會聽到投擲雜物的巨
響，但她深明心裏慌張也不能崩潰，因為她
有更重要的任務，就是安撫子女，一同笑着
等鄭Sir回家。
鄭Sir工作忙碌危險，鄭太生活亦要面對無

形壓力，但她從無怨言，「佢每日都好努
力，唔容易㗎，所以我哋要畀多啲正能量
佢，我唔會美化警察做英雄，亦唔想佢獨自
承受，再困難嘅事我哋都會一齊面對，即使

陰霾密布，有希望就總會出太陽。」
她說，鄭Sir過去一年經常加班，每日最少

工作12小時，扣減車程後休息時間僅數小
時，有時丈夫輪班回家後渾身疲憊，她會暫
時帶子女離家，避免打擾丈夫休息。

告訴子女：維持秩序，爸爸沒錯
不過，踏出家門就要面對社區中種種詆毀

警隊的流言蜚語，即使很多時候只能默默承
受，鄭太仍希望社會可以體諒警察，因為職
業無分貴賤，警員只是執行職務，盡維護社
會秩序的責任，「有時喺茶餐廳聽到人哋踩
到警察一文不值，講到警察以為自己好叻，

其實我哋從來無諗過將警察『英雄化』，只
係希望大家可以畀返警察基本嘅尊重，我亦
會同對仔女講，爸爸冇錯，佢只係維持秩
序。」
她坦言，經歷過去一年，全家人更珍惜共

聚時光，即使是行山等簡單活動，也是家人
不可或缺的寶貴回憶。去年父親節，不少警
察爸爸都要開工，而本月適逢黑暴一年，他
們能否樂聚天倫仍是未知之數，但她今年只
有一個簡單的願望，就是祝願鄭Sir「平安回
家」，因為簡單的陪伴，已是家人最好的禮
物。

■香港文匯報記者 雨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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