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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政府公然違背承諾英國政府公然違背承諾，，一意孤行推進英國國民一意孤行推進英國國民（（海外海外））護照護照
（（BNOBNO））簽證政策簽證政策，，從從11月月3131日開始日開始，，准許合資格准許合資格BNOBNO持有者持有者
申請特別簽證在英國居留申請特別簽證在英國居留。。可是華人活在英國可是華人活在英國，，不但面對種族歧不但面對種族歧
視視，，因膚色而被辱罵因膚色而被辱罵，，更遇到碩士學歷的年輕人更遇到碩士學歷的年輕人「「畢業即失畢業即失
業業」、」、租屋時因文化語言差異難以維權租屋時因文化語言差異難以維權、、醫療服務質素遠遜預期醫療服務質素遠遜預期
等不快經歷等不快經歷。。當在英國當在英國「「美好生活美好生活」」假象被一一戳破假象被一一戳破，，才發現彼才發現彼
邦異鄉的所謂邦異鄉的所謂「「樂土樂土」，」，只存在於迷夢之中只存在於迷夢之中。。

●●香港文匯報特約記者香港文匯報特約記者 韓梅梅韓梅梅 英國卡迪夫報道英國卡迪夫報道

身為90後的陳景瑜移居英國5
年，是一位年輕的三胎媽媽，去
年12月剛誕下最小的孩子。疫情
期 間 ， 英 國 國 家 醫 療 服 務
（NHS）效率有些慢，她由於身
體原因需要催產，不料後續狀況
連連，「在我的新冠測試沒有出
結果的情況下，醫院就讓我入院
和一批同樣沒有出結果的孕產婦
住在一起，我出院第二天接到電
話，說和我同病房的產婦確診新
冠，我們不得不自我隔離。」
因為遭遇疫情，英國醫院有規
定，家屬是不允許進醫院陪伴孕
婦，只有在產房生產時例外，陳景
瑜無奈道，「剛生完孩子的我，也

是一個人24小時在醫院照顧孩子，
那一刻真的很崩潰，身體和精神都
沒有支持，我只能死撐。」
陳景瑜形容產後隔離的情況，

「年紀較長的兩個孩子也不能去
幼稚園了，全家5口人在家隔離
兩周，那兩周簡直可以用人仰馬
翻來形容。我老公一個人照顧兩
個大孩子，加上洗衣做飯打掃屋
子，還要照顧我，而我出院回家
也沒辦法休息，要照顧剛出生的
老三。因為通知隔離很突然，當
時家裏雪櫃也沒菜，也來不及買
了。」最後，她麻煩當地華人朋
友去超市幫忙買生活物資，方解
燃眉之急。

醫療甩漏孕婦受拖累：
無檢測結果照安排入院 同房中招心驚驚

過去這一年，對在英國居住5年
的創業者郭天齊來說，是「難得」
賦閒在家的一年，可是這份閒他無
法享受，因為戶口裏的錢只減不
增，他的進出口貿易生意更一蹶不
振，「我的生意基本等於廢掉了，
完全沒有辦法運行，」
郭天齊表示，「從2019年年底工

作就停了，因為當時中國剛發現疫
情，後來中國復工了，英國
疫情又起來了，我做進
出口的，兩頭都
要聯繫，就一
直對接不
上，運輸

成為大問題，短短幾月，物流價格就
翻了幾番，成本瞬間抬高了，我一直
在虧損，比停工還慘。而英國的很多
機構因為疫情都縮短了辦公時間，還
有的乾脆關門，或者在家辦公，很多
時候，我只能通過電話去查詢，本來
英國政府部門辦事效率就慢，因為疫
情等待的時間就更長了。」
疫情給他的工作和生活帶來了難

以言說的影響，同時也逼迫他去改
變和調整自己，「我已經接受

了和病毒長期共存的狀態
了，現在只能讓自己
積極地保持正常生
活，但是對於未來
的計劃，特別在
家庭財政上，開
始考慮如何更具
有抗壓性，如何
從原本單一收入
轉換，做到能有多
方面收入，是我接下
來要不斷思考的。」

政府部門辦事效率慢：
機構查詢有排等 創業者生意一蹶不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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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歲的Ada居住在英國的埃布
韋爾6年。對她來說，在英國生活

是一個需要常常鬥智鬥勇的過程。
隔壁40歲獨居的白人男性鄰居，最令

她心煩，對方常常開着動感音樂到夜
裏，Ada之前白天忙於工作，常常不在

家，她都是以「隻眼開、隻眼閉」的態
度，想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並沒計
較。但是自從Ada生了孩子，就無法再
忍受這樣的噪音騷擾。

報警聯繫鄰居屋主
Ada形容，「過去一年生活在疫情

中，大家每天呆在屋裏的時間非常
長，忙碌完一天，好不容易把BB哄
睡，安靜的夜裏，突然響起如disco一
般的動感音樂，晚上9時之後，高分貝
的音樂還伴有強烈的低音炮，讓BB也
輾轉反側。」忍無可忍下，Ada第一次
敲響鄰居家門，希望談談，但因為聲音
太吵，鄰居沒有回應。第二次，Ada寫
了張紙條，貼在鄰居家門口，卻直接被無
視。第三次，Ada決定要給鄰居一點顏色瞧

瞧，她抱着BB，戴着口罩，帶上有錄音功能的
手機，終於敲開了鄰居的門，那時正值去年7月，疫

情已席捲全英，鄰居似乎喝了點酒，穿着睡衣，留着滿
臉邋遢的鬍鬚，不修邊幅的模樣，沒好氣的出現在門口。

Ada表明來意後，鄰居斜靠着門，皺着眉頭，顯得
毫不在意，絲毫沒有愧疚，竟指着孩子對Ada
說：「You Chinese shouldn't be this country(你一個
中國人，就不應該在這個國家出現)。」Ada一聽惱
了，「這不是赤裸裸的歧視嗎？是可忍孰不可忍。」她
立即報警，並把錄音內容播放給女警聽，同時聯繫鄰居
的房東，告之此事。
經歷這事，Ada覺得「在英國生活，千萬別抱着多一事
不如少一事的心態，遇到事當不怕
事，英國人特別是年輕人往往喜歡在
家裏開派對，常常到深夜，含蓄解
決不了問題」。

90後的劉璇在英國卡迪夫
大學拿到碩士文憑，去年希望能

在英國找到工作。可是，先別說
開銷大，工作遲遲沒有着落，連面
試的機會都沒得到，首先租房就是
一個大問題。因為簽證還有不到半年
便到期，劉璇只能找提供靈活短租的
中介公司，這在英國本就不多，在老
師推薦下，聯繫到一個當地的中介公
司，還算順利的搬進了一間3人合租的
聯排房子，安心睡一覺後，第二天一
早，她就發現屋子裏有老鼠。

一窩老鼠 翻廚房垃圾桶
「我第二天吃早餐時，發現廚房櫃子
隔板下傳出吱吱吱的聲音，室友也說，
發現廚房似乎有老鼠的痕跡。」她們租
的聯排房子，是英國最大眾化最普遍的
民居，是近一百年的老房子。「第一次
跟房東反映有老鼠，房東輕鬆地表示
『你們可以去買藥，到時跟我報銷』，
但是買了老鼠藥也不見效，之後每天夜裏
總能聽到樓板裏有老鼠在咬東西的聲音，還
有翻廚房垃圾桶的聲音，我們推測，這不只是
一隻老鼠，是有一窩老鼠。」
劉璇和室友意識到老鼠難除，決定正式和房東交涉，豈

料房東的態度瞬間發生變化，變得事不關己。「他跟我們
說，老鼠是天災，他也沒辦法，可能是之前的租客衞生
亂七八糟引來了老鼠，還說只能靠我們自己保持廚房
衞生清潔。」劉璇見狀，不免對中介感到氣憤，「房子
發生鼠患，中介居然都不知道，也不在意，還租給我們，
是欺負我們嗎？」劉璇想以怕老鼠咬壞房子請求中介協助解
決，可是中介堅持說，除了放藥，沒有別的辦法，「我們跟中
介說，打算和市政反映，可是中介反問我們說，市政來了也是
放藥處理，難道還會來給你抓嗎，絲毫不收斂。」
之後的夜裏就沒有睡過好覺，有次劉璇在臥室，看到老鼠

從她面前走過，嚇得夜裏都不敢睡覺。她也求助了身邊在英
國的朋友，「發現每個人在英國住房，都曾有過不愉快的租
房經歷，遇到過一個不靠譜的中介或是房東。對於我們來說，
不是當地人，文化語言差異，想維權更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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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聯排房子通道窄英國聯排房子通道窄，，
隔音差隔音差。。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特約記者韓梅梅特約記者韓梅梅攝攝

●●AdaAda一邊工作一一邊工作一
邊照顧小孩邊照顧小孩。。
照片由受訪者提供照片由受訪者提供

●●老鼠在屋內地縫老鼠在屋內地縫
爬來爬去爬來爬去。。

照片由照片由
受訪者提供受訪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