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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 小 姐 一 家 四 口 祖 籍 廣
東，父母早年來港，誕下他
們姐弟後因工作需要全家遷
居東莞，近幾年為子女教育
考慮，父母選擇回港定居，

但父親仍有大部分業務在內地，要經常往來
兩地。今年初驟然到來的疫情，打亂了他們
的生活節奏，劉小姐的父親為工作考慮留在
內地，母親則與姐弟兩人在港生活，讓這一
家人倍受考驗。

憂弟報護理 父隔mon難勸
談及半年多未見的爸爸，劉小姐感受複雜，

「佢以前都唔係每日喺屋企，一般周末同節假
日會返嚟，平日偶爾都會在家。我同弟弟都好
獨立，亦覺得習慣無佢嘅生活，但呢半年，想
見都見唔到，特別係遇到過節，好像邊度都不

對勁。」
她表示弟弟學習成績一直很好，轉學來港也

沒有掉過隊，今年考中學文憑試成績優異，弟
弟填報的護理專業讓她有些擔憂，不希望弟弟
讀完書又後悔。她為了弟弟選擇的專業與父親
微信溝通，父親亦感到不解，因弟弟從沒有表
露出對醫療的興趣，無奈一家人只能透過手機
聯絡，無法深入討論。她引述父親表示，「如
果當面勸勸佢，同佢講深入一啲，可能佢會改
變選擇，或者至少我會更明白佢點解要做護
士。」 弟弟最終堅持選護理專業，家人亦對
這一決定表示尊重。

中秋將至，劉小姐給父親寄去一盒月餅，
「半年多無見，唔知佢一個人嘅日子過成點，
真係有啲擔心」，她又說中秋當天一定要用手
機與父親「雲聚餐」，滿足團圓的願望。

■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家太太一個人喺廣
州，仔女同孫仔喺大灣區，我就喺香港，中秋節呢個人月
兩團圓嘅日子都要分隔異地，如果有健康碼我必定會即時
申請，早日團聚！」現年78歲的譚先生與家人移居廣州十
多年，他患有糖尿、高血壓等長期病患，過去每三個月要
回港覆診一兩次，但疫情爆發後不敢外出，加上隔離措施
收緊，故要使用工聯會的寄藥服務，惟6月時其本港主診
醫生因長期未能與他面診，無法了解他最新健康狀況而拒
絕再開藥，他不得不在7月初回港覆診，至今仍未能返回
內地。

若有健康碼 立即申請
譚先生表示，曾考慮在內地就醫，但本港醫院未能向他
提供過去10年的病歷記錄，內地醫院又要他重新進行檢查
以掌握其病情，但內地檢查費用不菲，他才被迫回港覆
診，但想不到至今仍要與妻子分隔兩地。他接受香港文匯
報訪問時指出，過去十多年與妻子居於廣州，子女則因工

作關係與孫兒移居大灣區，但他們平時每月至少一兩次到
廣州「探吓老人家」。
子女及孫兒會在中秋佳節到廣州與母親過節，但自己

卻因疫情關係要在香港孤獨過節，「我喺香港有細佬，
佢有叫我一齊過節，但佢哋一家連同孫兒6個人也已超
出限聚令人數，自己都搞唔掂，我仲要去打擾佢哋
咩？」他慨嘆老一輩人非常重視中秋及年卅晚一家團
聚，「月圓，要團圓嘛！過往中秋我哋會一家人出去食
飯，返嚟再慢慢傾偈、食月餅、玩燈籠，今年只能夠透
過電話視像見面。」
譚先生續說，內地疫情早已受控兼且「零感染」一段

長時間，根本不用擔心感染問題，他平時也常與妻子飲
茶、逛公園等，希望健康碼早日推行，令他可早日返回
廣州享受退休生活。
他表示，一旦本港正式推行健康碼，他會第一時間申

請，「雖然我知要呢幾日可以推行係發夢，但都希望可
以早日推出，同家人團聚係最重要嘅一件事。」

「我到北京工作十幾年了，這是唯一一次國慶假
期留在北京，不能回到香港與家人團聚的假期。因
為我生日是10月6日，國慶假期又長，特別是今年
與中秋是同一天，每年，我都一定會與家人在一
起，要麼在香港家中團聚，要麼與家人一起出去度
假，但是今年，實在是不能回去，確實很難過。」
在京港人杜蔚恒說，她現在很羨慕一些澳門朋

友，能夠不用隔離，憑核酸報告就可以出入境。
杜蔚恒說，除了中秋佳節不能與家人團聚，最讓
自己難過的是生日也無法與在香港的媽媽一起度
過。「我媽媽常在我生日這天開玩笑說，你看，30
多年前我就是這麼辛苦才生的你。我想，每個人生
日那天最想與媽媽一起度過吧。真的很可惜，今年
不能在一起了……」
在北京從事的是房地產行業物業管理的她表示，
今年春節原本正在香港休假，因工作需要，她不得
不提前結束假期返京，與同事一起投入抗疫一線。

「當時北京的同事都在工作，我當然也得趕回
來。這一回來就是好幾個月，再也沒能回到香港。
這個十一假期，我真的好想回家。」
「雖然我在管理層，但是也是打工族，就算我現
在回到香港，回去得隔離14天，返回北京又是14
天，兩邊加起來28天，哪個工作崗位會允許你這麼
長時間離開啊。所以，只能放棄回香港了。過節、
過生日？只能跟家人視頻了。」杜蔚恒無奈地說。
杜蔚恒說，自己現在最羨慕的就是澳門的朋友，

拿着合格的核酸檢測報告就可以通關出入境。「真心
希望香港也能早點跟澳門一樣，免除入境隔離。這
樣，我與我身邊很多香港朋友都能早一點毫無顧慮地
回家。不過，這些都是香港疫情防控需要，我們都可
以理解，畢竟，香港疫情還未能完全得到控制。」
提及疫情防控，杜蔚恒說，這次疫情自己更加相

信國家的防控能力，特別是健康碼的推出和應用，
值得香港學習和借鑒。

「因為疫情原因，今年很多在京港人不能返回香港過
節，我們也盡可能地為在京港青安排了豐富多彩的活動，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1周年國慶招待會、海外華僑華
人和港澳同胞聯歡晚會等一些重要活動上盡可能多地為他
們爭取到難得的寶貴機會，協會也會自己組織一些節日活
動，讓在京港人度過一個別樣的中秋與國慶佳節，緩解大
家的思鄉情緒」。香港專業人士（北京）協會會長馮國佑
說。
馮國佑表示，除了為在京港青爭取參加一些有意義的活

動，充分了解國家發展機遇，感受中央及各級部門對港人
的重視和關愛。協會還會組織在京港人歡度雙節，特別要
照顧今年第一年剛到內地讀書的港生。
「要讓這些剛到內地不久的孩子，在內地也找到『家』

的感覺，找到『根』的感覺。」

港生：雖在異鄉卻不孤獨
在京港生徐天賜今年留在北京過節，作為香港青年代表

他參加了全國青聯、文化和旅遊部主辦的海峽兩岸暨港澳
青年「雲上過中秋」活動，與內地、台灣、澳門青年代表
一起演唱了歌曲《青春紀念冊》。他表示，雖然因為疫情
原因，返港與家人團聚的計劃泡湯，但是今年在北京度過
了一個別樣的中秋節和國慶節。
「雖然在異鄉，但是並沒有孤獨的感覺，也覺得自己並

非異鄉客。因為有這麼多組織和單位照顧我們香港學生，
讓我們在北京也感受到家一樣的溫暖。」
在京港青李興龍則出席了北京市政府組織的慶祝國慶招

待會，他表示，參加國慶招待會能了解到國家發展大局，
了解國家經濟發展政策，對港澳青年的政策和優惠待遇，
對自己在內地發展幫助很大。作為一名中國香港青年，他
也為國家的發展感到驕傲，並祝福自己的祖國繁榮昌盛。
中秋節前夕在水立方舉行的2020年「文化中國．水立
方杯海外華僑華人和港澳同胞聯歡晚會」，11名在京港青
也受邀出席。參加的港青說，今年的文化中國比賽還設立
了港澳青年組，這充分體現了國家對港澳青年的重視。

天上月圓，人間團圓。今年中秋國慶喜逢同日，本該是闔家團圓普天同

慶的好日子，唯嘆疫情「封關」，阻隔了京師與維港之間親人佳節團聚的

回家之路。雲上中秋，視頻過節，是面對現實的無奈選擇。於他們而言，

這個節日最大的心願，便是兩地能早日推出互認可的健康碼，逐步恢復有

序通關，像澳門人一樣，免除出入境隔離之苦。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靜 北京報道

「從一月份回港後我已經有八個多月沒有
回到北京家中，沒能見到我太太和兩

個雙胞胎兒子。真的太想念他們了，眼看着
中秋到了，還是不能回去，難過之餘，也覺
得很抱歉。」在香港從事IT行業的邢增勇
說，他與北京家人分開已經長達兩百多天，
每天都在思念中度過。
邢增勇曾在北京工作數年，在北京認識了

妻子，並在京成家定居，後因為工作需要，
他與妻子返回香港。在香港生下雙胞胎兒
子，邢先生覺得內地生活更適合孩子成
長，兩個孩子一歲半時，他將妻子和孩子
安置在北京，自己則呆在香港處理工作上
的事情。疫情前，每個月他都要返回
北京家中，與妻子和兩個孩子廝守幾
日。

在港京人：
錯過送孖仔入學
「今年1月從北京返

港後我就訂了春節回
北京的機票，想着在

北京與家人過春節。結果新冠疫情爆發，機
票只能先暫時退了，還想着熬過一段時間，
等疫情控制後就能返京，沒想到，香港疫情
起起伏伏，回北京的安排也被迫一拖再拖。
馬上中秋了，還是不能回去。我工作的實際
情況，又無法滿足兩地長達28天的隔離期，
所以，現在每天都是煎熬。」
邢增勇表示，在香港他每天一睜開眼，最

想念的就是見到北京的家人，尤其是在一些
重要節日。「春節、六一兒童節、端午節都
錯過了，現在又是中秋節了，還是不能回
去。雖然我早早就寄了家人愛吃的香港月餅
回去，但是什麼都比不了家人團聚的幸福時
光。」
邢增勇說，每周他都要與妻子和兩個兒子

視頻好幾次，每次在視頻看到他們，高興之
餘又難過。「真的太想他們了。這是我與他
們分開最久的一次。」
最讓邢增勇感到難過的，是錯過了雙胞胎

兒子許多重要的成長節點。兩個兒子今年三
歲，九月份開始入讀幼兒園，遠在香港的他
卻無法親自送兩個孩子入學，只能看妻子發
給他孩子們穿着校服、背着書包進入幼兒園
的照片。
「對孩子而言，這是他們成長過程中

很重要的一個節點，作為父親，我不應該
缺席，但是我只能看着太太發來的照片流
眼淚。」
邢增勇的妻子在北京也要工作，照顧

兩個孩子入園、學習、生活，需要耗費很
多心血和精力。「家裏最需要我的時候，
我卻因為不能返京，一點忙都不能幫，實
在對不起太太。幸虧北京還有親戚可以幫
一些忙。」邢增勇說，他現在最大的願望

就是香港疫情得到控制，健康碼與內地互
認。
「如果兩地取消隔離期，我一定要第一時

間回到家人身邊，親自送孩子們上學，與他
們團聚，彌補這些日子的遺憾。」
雖然與家人長時間分離，邢增勇說，目前

唯一能安慰自己的就是內地防控措施給力，
最愛的家人呆在北京比在香港更安全一點。
「這次疫情，我更感受到國家與內地城市防
控措施果斷有力，這點讓我很欣慰，他們安
全就好。」
從事IT工作的邢增勇看來，香港推出健康

碼與內地互認在技術上並無困難，當前還是
需要特區政府與內地盡快溝通。
「實際上，內地的健康碼技術已經非常成

熟，也有充足的經驗，據說，研發時也設置
了可以進行香港回鄉證和香港居民內地居住
證號碼信息輸入，如果能直接用內地的健康
碼就是最簡單、最快捷不過了。」

在京港人：第一次中秋回不了家
在香港的邢增勇渴望回到北京家中團聚，

在京工作的港人也同樣期待着回到香港家裏
與家人歡度中秋。在京港人衛樹景說，在北
京工作十幾年，每年中秋都一定會回到香港
家裏。
「中秋在香港人心裏是很重要的團圓日，

我身邊在內地的香港朋友十有八九都會在中
秋返港與家人團聚。但是，受疫情影響，今
年在北京的香港人幾乎都不能回港。大家在
內地都有工作，長達20多天的隔
離時間實在是抽不出來。我
們都希望特區政府能盡
快推出健康碼，因為很
多人都是好幾個月沒能
回香港了，很牽掛在
香港的家人，家
人們也很想念我
們。」

疫情持續下，兩地的隔離措施依舊嚴格，在
港工作的武漢青年阿誠唯有在港獨自過中

秋節，看着滿街拎着月餅回家的人們，一股酸意
直湧心頭。「一個人吃月餅是世界上最孤獨的事
了，難不成對月獨酌？」

家人家鄉過節 聚會獨欠一人
已經近兩年未曾回鄉的阿誠無奈地說：「誰又
能想到，今年所有節日只能隔着屏幕與家人度
過。」看着身在千里外的家人過節，聚會上卻獨
欠他一人，心裏總有遺憾，尤其對家中長輩，每
次見面都像賺來的，無人能保證還有下次，「好
似我已故的爺爺咁，最後一次見面正是2016年的
中秋。」阿誠坦言最希望回家探望及照顧家人，
「不想等到我回去時，他們已在病床上。」

面對此時「月圓人難圓」
的困局，他更後悔今年初沒
有堅持回鄉的計劃。他去年
底，爭崩頭搶到春節回鄉的
高鐵票，但迎接他的卻是家
鄉爆發疫情的噩耗，「那時

母親和我每天都在電話中祈禱希望疫情受控，但
事與願違。」
春節前一周，在武漢重點醫院工作的母親，雖

然想念兒子，但見情況不對勁，忍痛勸止阿誠回
鄉，母親沉重說：「今年不要回來了，我們有醫
護人員已確診。」母親的隻言片語，是她思考了
幾個夜晚的艱難決定，阿誠也糾結是否聽從，
「去年中秋已經因為黑暴不敢到處走動，沒有回
家，沒想到春節又來了個疫情，唉！」
思前想後，終於他萬般不情願前往西九龍高鐵

站退票，「完成手續後，我感覺雙腳都不是自己
的，漫無目的地行，從未如此想家。」之後幾天
武漢便被「封城」，此時他想回也回不了。
他形容，整個春節自己沒有半點過節的喜悅，

只有魂牽夢縈的思念，「這輩子從未如此擔心過

父母，看到武漢封城的新聞片真的想哭，尤其擔
心在醫院工作的媽媽。」這種情緒上的低氣壓持
續兩三個月，直至看到家鄉解封，對鄉親的情況
放下心頭大石。
不料，後來卻輪到香港疫情反反覆覆，母親

對阿誠憂心忡忡，不時打電話問阿誠「口罩
夠不夠用？我寄一些給你」、「香港疫情如
何？」、「一定要注意個人防護！」以往會
覺得是囉唆的說話，如今阿誠卻暖在心
頭。

慈母夢會愛兒 子更歸心似箭
有時，母親還向阿誠碎碎念念說：

「可能是因為太想念兒子，自從你去
了香港，我便經常夢見你，今年疫情
開始更為頻繁。」慈母令阿誠歸心
似箭，但卻無奈回家路漫漫。他引
用一首歌詞：「你問我何時歸故
里？我也輕聲地問自己，不是在
此時，不知在何時，我想大約
會是在冬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廣濟）「武漢
的家人和朋友，生活已基本恢復正常，
我當然為鄉親高興和驕傲，這是他們眾
志成城努力下的成果；但看到香港的情
況，我覺得納悶，點解我哋無武漢人民
的團結精神？」阿誠的心裏，一邊是
晴，一邊是雨。
每次阿誠跟母親通電話，總會談及兩

地的疫情及防疫措施。阿誠坦言自己當
下的心情複雜，一方面知道武漢已回復

正常生活，他不期然為家鄉高興
和自豪，但一方面卻為香港防疫
政策的寬鬆，市民的不配合
而焦急，或許是愛之深責之
切，阿誠激動地說：「有
時不禁想問，為什麼
香港的防疫措施不能
再嚴格一些？市民

能不能作少少犧牲配合一下？」
阿誠也知道，畢竟香港與內地制度

不同，很難像武漢等內地城市一樣做
到全民參與普檢，大小商戶食肆也因
為要生存，不可能完全停工，或嚴格
執行防疫措施，但總應該有犧牲小
我，完成大我的精神。
他表示，控制疫情必須有破釜沉舟的

決心，「武漢之前所有極端措施都用
過，封城令、禁足令，所有人民團結一
致配合，終於迎來今天的成果，這是長
痛不如短痛的好處。但香港不夠團結，
疫情才未能徹底根治，只會一直陰乾
經濟。」
眼見港人近期出現

「抗疫疲勞」，

阿誠更焦急，「最近限聚令放寬，主題
樂園、娛樂場所重開，市民一窩蜂外出
消費娛樂，我覺得既荒唐又無
奈。」阿誠形容香港是他第
二家鄉，希望港人團結一
致，「其實我回家的願
望，也指望香港市
民了。」

嘆漢嚴格港寬鬆「點解我哋唔團結？」

京港人協會：讓港生找到家的感覺留京女高管：生日不能和媽媽過了

每逢佳節倍思親。疫情肆虐下，多少跨境家庭基於各種原因被迫與家

人分隔兩地，寓意人月兩團圓的中秋佳節，對他們而言倍感神傷。香港

文匯報追訪這些家庭，聽取他們細訴身處「月圓人難圓」窘境的辛酸滋

味。其中，來自武漢的阿誠回家遙遙無期，由年初擔憂家鄉疫情，更擔

心在醫院工作的母親，直至家鄉解封，阿誠隔着手機屏幕激動得哭出

來。到近期，卻輪到父母對香港疫情憂心忡忡。武漢香港相隔千里，但

無阻親人的相思，同一輪圓月下，他們懷着同一個心願：疫情早日受

控，推健康碼通關團聚。 ■香港文匯報記者 廣濟

與父分隔兩地 中秋「雲上聚餐」 為覆診焗回港 盼北上見妻兒
��$

■■ 邢增勇今年無法與在北京的妻邢增勇今年無法與在北京的妻
子和雙胞胎兒子過中秋節了子和雙胞胎兒子過中秋節了。。圖為圖為
邢增勇的妻子和兒子邢增勇的妻子和兒子。。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 阿誠只能透過視像電話與身在阿誠只能透過視像電話與身在
武漢的父母慶祝中秋佳節武漢的父母慶祝中秋佳節。。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武漢老家已準備月餅，阿誠隔着屏幕感
受中秋氣氛。

■■邢增勇一家合影邢增勇一家合影。。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杜蔚恒杜蔚恒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過去的一年多過去的一年多，，阿誠未能與家阿誠未能與家
人歡度每個佳節人歡度每個佳節、、生辰生辰，，只能看只能看
家庭合照解鄉愁家庭合照解鄉愁。。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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