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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黑暴、疫症、經濟走下坡等陰霾下，不少為人父者在今日的父親節都感到

五味雜陳。香港文匯報訪問三名在過去一年經歷悲喜交集的爸爸，細說紛亂社

會氛圍下的親子關係。其中，最苦的爸爸，莫過於「鬧醒」黃絲女兒、最終要

「避走」流浪街頭的張先生。

張先生至今仍對自己女兒的「違法達義」歪理大惑不解，而最痛心是大批年輕人集體被洗腦、催眠：「點解大

聲就好似大晒？沉默大多數反而被忽略？其實多人講唔等於正確，都可能係一齊錯？」面對普天同慶的父親節，

他只盼「一家人好好食餐飯，阿女唔好被人利用做犯法事。」一個卑微的願望，成為可憐天下父母心的真實寫

照。 ■香港文匯報記者 成祖明 、文森

院舍放寬探訪
老伴隔門相望 暴疫打爛飯碗 猶幸子女孝順

一場世紀疫情，拉開了所有人的社交距離，見一面、
值千金，更顯珍惜眼前人的可貴。疫情期間，全港安老
院一度謝絕探訪，但為見住在院舍裏的90歲丈夫陳
伯，88歲陳老太疫症初期天天到院舍外碰運氣。疫情
稍為緩和後，院方有限度放寬探訪限制，陳老太與子女
能在院舍門外，與陳伯遙遙相望。雖然是遠距離「團
圓」，但陳伯表現得異常雀躍。隨着疫情進一步緩和，
今日父親節一家人同枱食飯雖難如願，但院方容許家屬
派兩名代表進入院舍。陳伯子女將製作心意卡，向陳伯
送上滿滿的祝福。
陳創基（陳伯）患上柏金遜症多年，出入均需要以輪
椅代步，於2017年入住住所附近的一間護老院。一對
子女過去每星期都會與家人到院舍探望，帶他外出飲
茶、食自助餐，令他有機會與最疼愛的曾孫相處。陳老
太更堅持每日到院舍探望丈夫，有時更一日探訪兩至三
次。

日日到門口 次次失望回
不過，香港在今年1月底、年廿八出現首宗新冠肺炎

確診個案，全港所有護老院隨即加強防疫措施，限制家
屬探訪，至2月更全面暫停對外開
放，陳家猶幸仍能在「逐客令」實
施前與陳伯食團年飯兼為陳伯慶
生。陳伯女兒表示，「爸爸是年三
十晚生日，幸好我們今年提前了吃
團年飯，趕及在不能探訪前拍了一
張全家福。」
院舍雖已暫停探訪，陳老太仍天

天到護老院的門口，希望以誠意打
動職員，破例讓她與丈夫見面，惟
最終都失望而回，只能回家致電院
舍，向職員查詢丈夫的身體狀況。
到4月中疫情開始受控後，護老院
逐步放寬規定，容許家屬預約探訪，
但家屬只能站在院舍門口，相隔最少
1.5米、遠遠與院友見面半小時，其
間不能有任何身體接觸。至5月初，

院舍才重新有限度開放，讓家屬預約入內探訪長者，但每
次探訪時間只得30分鐘，探訪人數亦限制為兩人。

四代難同堂 心意卡送暖
陳伯由去年開始用胃喉餵食，現時的表達能力較差，

只能說一些簡單的詞語，不能清楚地表達想法和需要。
陳伯的兒子直言，自己當時很擔心幾個月來沒有親人協
助照顧，爸爸的身體狀況可能變差。
幸好，陳伯兒子的憂慮最終未有發生。陳伯女兒憶

述，4月「解禁」後首次與爸爸見面時，爸爸的心情極
佳，精神狀況比疫情爆發前好，「雖然距離較遠，但跟
他說話他會點頭，給我們反應，說話也比之前大聲。」
惟陳老太補充，現時每節探訪時間只得30分鐘，陳伯
有時會在他們夠鐘離開時發晦氣。
今日是父親節，很多人都會與爸爸一同食飯慶祝。陳

伯的女兒雖然亦有同一願望，惟院舍現時的感染控制措
施仍十分嚴格，除了不建議家屬帶長者外出，並繼續限
制探訪人數為兩人，探訪時間則延長至一小時。陳伯今
日雖然未能四代同堂慶祝父親節，但其女兒已準備一張
心意卡，讓所有家人簽名向陳伯送上心意及關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俊威 ) 黑暴及新冠
病毒疫情雙重打擊，令旅遊業陷入停擺。任職
導遊25年的強哥，無工開已經超過一年，他重
返以往主要工作地點──尖東時心中不無感
慨，更感前路茫茫。今日父親節，他不能像以
往經濟充裕時可以舉家外出用膳慶祝，但表示
一家人在家中整整齊齊吃頓飯已感滿足，而他
的父親節願望是黑暴盡快遠離，令他毋須再為
生計擔憂，更盼望能盡快為旅客帶來歡樂。
52歲的強哥於1995年開始任導遊，初期主要

帶台灣團和東南亞團，每月平均有萬多元收
入。2003年沙士來襲，旅遊業陷入困境，他曾
半年沒有收入，但內地其後開放個人遊令本港
旅遊業復甦，內地訪客數量屢創新高，尤其元
旦、五一黃金周、中秋和十一黃金周旺季，內
地團應接不暇，導遊平均月入3萬至4萬元，他
與同樣任職導遊的妻子主要接待內地團，收入
不俗。

靠借貸糊口 脫困靠法治
不過，去年中黑暴肆虐，他一家的生活從此

不再一樣：「我清楚記得舊年6月2日，我帶一
團37人嘅海南島團，客人主要係長者。佢哋來
港時已經擔心，喺關口問我香港安唔安全，嗰
時黑暴未有咁頻密，都仲可以，點知兩日後送
佢哋去澳門後，我就再冇團帶，原來呢個係我
最後一團，之後一直零收入！」
強哥說，內地團導遊沒有底薪，收入主要靠
旅客購物佣金和小費，沒團帶即代表沒有收
入，兩夫婦同時無工開，兒子去年才畢業投入
社會工作，薪金不多，女兒仍就讀大學，外母
體弱多病，不時要求醫，租金及水電煤等開支
每月逾萬元。他們最初仍可靠積蓄度日，省吃
儉用過日子，但積蓄很快用光，需向財務公司
貸款以應付一家五口開支。
持有保安牌的強哥曾應徵保安員，「返通宵

更工作時間好長，人工少得可憐，我唔係怕辛
苦，但出街食飯同車費用咗一大截，根本冇幫
助！」

現在，他替朋友頂更當旅遊巴士司機，每月
有1,000元至2,000元收入，幫補一點家計。政
府的「防疫抗疫基金」雖有向導遊提供資助，
但至今未到手，難解燃眉之急，且資助只屬杯
水車薪，「捱唔到幾個月，不過當然有比冇
好！」
強哥雖然面對家庭經濟困難，但作為父親，

最感安慰的是子女孝順，明辨是非。他有行家
因為子女「變黃」而家庭爭拗頻生，幸好自己
的子女並沒有受黑暴影響，家庭和諧。今年父
親節，雖因沒有閒錢外出慶祝，但一家人在家
吃一頓飯已感滿足。
疫情逐漸緩和，強哥對旅遊業好轉並不樂

觀，更認為最大影響仍是黑暴，「我哋最清
楚，客人嚟香港最大考慮係安唔安全，如果生
命受威脅，仲點會嚟？有錢唔一定嚟香港，點
解唔去其他國家地區玩呢？」
他憶述，一名山東客人去年5月中在土瓜灣

購物點外吃杯麵，一名只有十七八歲的年輕人
竟將煙灰故意掉在客人食物內，更粗言穢語叫
其滾回內地，「香港教育出來嘅學生同社會下
一代，竟咁對待一個同你無親無故、無怨無仇
嘅人，我哋嘅教育係咪有問題？」
強哥說，旅遊業復甦要靠社會安定、國家支

持和政府配合，三管齊下才有作用，希望政府
增加資源及加強旅遊宣傳力度，強化社會管理
和法治，而只有黑暴遠離，香港市民生活才能
重返正軌。

張先生憶述去年父親節與家人在酒樓享
用晚餐慶祝，如今卻孤伶伶使他不勝

唏噓。
育有兩名女兒的張先生，曾北上經營小生

意，去年回流香港任職小巴司機，每天朝八
晚六、一周開足6日工，與家人相處時間極
短，加上收入今非昔比，未能圓細女的留學
夢，雙方關係早已有隔閡，但張先生不斷努
力地維繫大家的關係，「大女已投身社會工
作，同我關係尚好；但與已升讀大學的細女
關係麻麻，所以我已盡量遷就，佢喜歡看電
視劇，我則喜歡看國際時事，為咗同佢打開
話題，會同佢一齊睇電視劇。」

對年輕人「違法達義」感憂心
去年修例風波爆發初期的父親節，一家人

還能一起慶祝共敘天倫。「起初同佢哋（女

兒）仲能夠理性討論，仲可以平心靜氣討論
點解要抹黑警察、點解要叫警察做
『狗』？」他試圖透過對話了解女兒的想
法，並用潛移默化的手法引導對方。
他直言，對年輕一輩的想法感費解，「為

何會想出『違法達義』？我好質疑所謂『網
上號召』的圖謀，擔心細囡見多人參與，就
一齊去，繼而被人利用作出破壞行為，因而
影響前途。」
張先生慨嘆，煽暴派營造「誰大、誰惡、誰

正確」的社會氛圍，令年輕人誤以為多人大聲
疾呼就好似「大晒」，沉默大多數反而被忽
略，「多人說不等於正確，都可能係一齊錯，
最重要是講道理、對香港整體社會好。」

大小事都成吵架導火線
隨着黑暴愈演愈烈，張先生的細女進一步

被洗腦，思想愈見偏激，慈父的循循善誘不
受落，父女關係決裂，大至政見、小至生活
瑣碎事都成為「吵大鑊」的導火線。他憶
述，有一次與細女爭吵是因為他將衣服隨手

放在客廳，忘記放進洗衣機，被女兒責罵
「冇手尾」，他苦笑說：「小問題就無謂火
上加油。」
家無寧日下，張太勸丈夫說：「不如

（搬）出去避一避。」他知道太太夾在中間
左右為難，故決定避走，過去幾個月都在公
園、天橋底露宿，居無定所。

黑暴退潮 父女關係稍緩
黑暴今年起退潮，緊張的父女關係稍有緩

和，張先生每周可回家一天，偶爾女兒也會
關心到他的情況，「有時我連續好多日無返
屋企，細女都會傳訊息問我喺邊。」父親
節，他最希望能像去年一樣，一家人在酒樓
共進晚餐慶祝，惟他坦言不樂觀：「我諗佢
都係冇興趣。」
雖然父女關係曾一度勢成水火，有你無

我，但張先生仍希望女兒遠離暴力和不法分
子，過着幸福生活，他笑說：「等佢（女
兒）大咗，有個對佢好嘅男朋友，嫁得好，
我就心滿意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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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避衝突離家住公園 憂心阿女被利用犯法
■ 最苦的爸
爸張先生因
「鬧醒」黃絲
女兒，最終要
「避走」流浪
街頭。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陳伯一度只能隔着最少陳伯一度只能隔着最少11..55米距離在護老院門口與家人相見米距離在護老院門口與家人相見。。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強哥指控黑暴打擊一家生強哥指控黑暴打擊一家生
計計。。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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