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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才瑛）來自福建的曦哲
（化名）談到港漂一詞時還笑言，「我都不確定自
己算不算港漂」，曦哲雖然來香港三年，但不像一
般在香港讀書就業港漂，她是跟着丈夫過來的。丈
夫在香港做學術研究，她便以受養人的簽證留在香
港，疫情發生後才把兩歲大的女兒接過來。
「一開始沒有帶女兒過來，那時候還沒有疫情，

香港回福建也很方便，我大概每隔一個月就能回去
一趟，女兒就在家由她外婆照看着。」曦哲說，
「上次回去是2020年3月，主要還是家人身體不太
好，加上疫情嚴峻，我怕太長時間見不到小孩，就
回去了幾個月。後來安定好了家人，香港這邊也有
了新的工作機會，我就又回來了。」
曦哲說去年9月還是把女兒接過來了，主要還是

看好香港的教育，希望女兒能在香港讀
書。母親節到來，自己作為母親，身邊有
女兒相伴，曦哲心裏很滿足，孩子在身邊
就有了一切。對於家人在福建的情況，她
也經常會通過視頻電話了解，保持溝通。
說到這，曦哲笑稱父母都是很善良很好騙的
人，她要時不時打電話過去問問，免得又聽
信了哪的謠言被人騙了。她很感恩家人都很
支持她的決定，沒有給她太多壓力。
但對於未來是留在香港還是回去內地，曦哲

很肯定自己的心意，「會留在香港，為了孩子
有更好的教育。但現在擔心的還是簽證，如果
能順利接駁到工作簽證，我就能留在這，接下來
的任務就是把簽證的事情解決。」

「孩子給了我留港的決心」

這是欣怡從
四川來香港的第

七個年頭，由於香港疫情遲遲
不受控，她和家人經歷了前所未有的
長時間分離。過去一年本地經濟低迷，也讓欣
怡不得不重新找了一份收入穩定的工作。

清零不抱希望 收入房租兩困
過去幾年，熱愛手工藝的她和兩個志同道合的夥伴一

道，在工廈裏經營起一間手工藝工作坊。從一開始的興
趣，到四年前辭去全職工作，全心經營工作坊，欣怡很滿
足。「我喜歡香港，覺得這裏有無限可能。」工作坊的經營
步入穩定後，欣怡和夥伴們又尋址開闢了第二處「分舵」，一處以
課程為主，一處以展示售賣、聯合辦展為主，漸漸也打出了名聲。新冠肺炎
疫情前，欣怡隔幾個月就會回一趟家，或者和父母約在廣東短聚。
兒行千里母擔憂。「修例風波的時候，媽媽非常擔心，問過我要不要回去。」

沒有想到，這只是開始。接下來的新冠疫情，對依賴客流和面對面授課的工作
坊，才是真正的考驗。「一開始我們還挺樂觀，覺得有國內的經驗，控制疫情不
是問題。」一個月又一個月過去，欣怡苦笑着說，現在聽到「限聚令」放寬之類
的新聞，也高興不起來。她坦言，對年內香港能達到連續清零不抱什麼希望。
「我們這樣的工作坊，培養客人需要比較長的時間，現在大家都盡可能避免接
觸，課程規模一縮再縮。」
更現實的是，去年下調的租金，在年初又重新回調了。
「我不是沒有家，我只是沒有房子。」欣怡不禁反問自己，在沒有屬於自己

的小窩的這個城市，家的意義，到底是什麼？

職涯瓶頸返家 感激母親勉勵
老家在湖南的阿麗莎上個月遞交了辭呈，決定下個月回內地。母親節和自

己的生日兩年來都沒能和家人一塊過，阿麗莎已經開始憧憬抱着英國短毛貓
「皮蛋」，重新和家人在一起生活的日子。
阿麗莎已經在這份工作上堅持了兩年，上司承諾給她升職說了一年多都

沒個動靜，慢慢地她就發現做行政這塊都是熬年資，「現階段處在工作的
瓶頸期。而且持續一年多的疫情還沒有得到徹底的控制，確實讓我產生了
要回去的念頭，也給了我這個契機。」
阿麗莎在決定要不要辭職的時候也糾結過，但她說媽媽給了她鼓勵，

「人不要給自己設限。」阿麗莎說媽媽前兩年吃了很多苦，但她一直在
學習生存技能，不斷積累人脈，有了一定的積蓄就跳槽了，層級越做越
高，「現在忙得微信都不能當天回我了。」
「媽媽肯定是希望我回去的，」問及家人對她未來的規劃，阿麗莎

說，「一方面有出於傳統『女孩子在外不需要太拚，回來考公務員做老
師不會太累』的思想；一方面香港從2019年的修例風波到現在疫情尚未
徹底控制，就業環境並不理想，讓她擔心；再者就是媽媽年紀也大了，
需要有人陪伴。」但最讓阿麗莎感動的是，對於未來的怎麼走，媽媽說
有她在後邊托底，讓阿麗莎大膽向前，這也是阿麗莎可以裸辭的原因。
「這是來自母親的疼愛，讓我無後顧之憂。」

「媽，我吃飯去了，掛了喔。」

關掉視頻通訊，「港漂」欣怡發了

一會兒呆。距離上一次回家，已經

過去了15個月。「我媽說看我好

好的就行，禮物不禮物的，不重

要。」坐困愁城，欣怡開始有點迷茫：香港疫情沒有盡頭，

通關遙遙無期，如果為了工作和父母長時間分離，到底值不

值得？ ●香港文匯報記者 林舒婕、李才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張帆、夏微）今年
母親節，全國青聯常委、香港青聯副主席
詹勝，終於可以在上海陪伴媽媽。「已經
準備好了鮮花，還要請媽媽吃飯。」

祖籍上海的詹
勝從小到大和媽
媽聚少離多，因
為小時候他自己
在香港讀書，媽
媽經常需要回上
海陪伴身體不好
的外祖父母。長
大後，工作繁忙
的他到處出差，
媽媽就算在港母
子也見不到幾

次。去年疫情以來，他就一直沒有回港，
母子靠視訊聯繫。
「從前過年過節，我也會託朋友給媽媽送

花。」加上現在網絡發達，可以通過手機視
頻見面，但總歸沒有面對面交流好。「媽媽
收到花會哭，讓我很過意不去。」在詹勝印
象中，媽媽也愛嘮叨，在身邊久了也會覺得
「煩」，但長時間見不到，會覺得「嘮叨也
是親切的」。令他印象很深的是，今年春
節，媽媽看過電影《你好，李煥英》後，突
然和他說：「我以前對你是不是太兇了？」
聽到此言，很少流淚的他莫名地哭了。
詹勝說，隨着年齡增長，母親想留滬定

居，也希望他能夠回上海工作。如今媽媽
經過了隔離後，母子二人終於能在上海團
聚，令他更加安心。

「上海團聚 嘮叨也是親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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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香港聯會副會長、「在滬港人同心盟」聯合發起人及總統籌
堵冠偉已經一年多沒有回香港。母親節來臨，他說除了會透過

視訊向媽媽問候，也已經悄悄拜託在港的家人，準備了鮮花等禮
物，待到當天給她一個驚喜。堵冠偉表示，與在滬港青們談到即將

到來的節日，基本上大家都是這樣的計劃。
前往上海已經14年的堵冠偉目前從事家族辦公室及商

業軟件諮詢服務，公餘時間還會到高校為青年
擔任創業導師。「到了內地，你面對的是
一個巨大的市場，無限的可能性，以及自
己可以做決策的主動性。因此，每一天都
是新鮮的。從這一意義上說，來內地很幸
運，一點也不覺得苦。」如今，國家「十四
五」規劃又給港人帶來更多的機遇和可能
性，他除了自己發展，也樂於幫助更多後來
者一起進步。

希望長伴膝下 更盼發展更好
堵冠偉表示，在港的父母當然希望自己能長伴

膝下，但是看到他在
內地打拚後，有了很
好的發展，也有了家
和新的朋友圈，也為

他感到高興。「沒有疫
情的時候，他們每年都會來

上海陪我小住一段時間，對這裏整
體的生活也非常滿意。」
堵冠偉說，他和在滬的朋友們倒是非常

擔心香港家人的情況，尤其近階段出現了
印度變種病例，「說不想念家人是不可能
的，有些家人已經超過了可以打疫苗的年

紀，所以更令人擔心，真的希望香港能盡快
清零。」稍顯安慰的是，「回港易」政策擴
展到了內地其他省市，他和一些朋友已經初定
6月底7月初返港探親。

逐漸融入內地 暑假預約返港
從去年8月底抵滬進入高校就讀，周詠芝就沒有再回過香港。回想起上一次

和爸媽的相處，已經是去年了：來滬報到前的那晚、香港機場的送別大廳……
不過得益於網絡與科技的發達，來到上海之後，周詠芝幾乎每天都會和爸媽視
訊話家常。「母親節肯定要視頻連線啦！」
對於周詠芝這些在滬求學的港青來說，逐漸融入內地，也逐漸收穫更多新的

「家人」。這讓他們在更加獨立的同時，也更加熱愛內地。
周詠芝至今難忘初到上海時候從陌生到熟悉的感覺。「一開始會覺得不太了解這

邊的文化，怕和同學聊不到一起去，但接觸下來發現大家都好有趣，我也能很好地
融入進去，最開心的就是和同學、朋友相處的時光了！」
之後的寒假雖然無法回到香港，但由於內地東北的疫情，有不少同學和她一起留在

學校。學校方面為了讓他們過好年煞費苦心，安排了滿滿一周的活動，她逐漸適應了
「回不了家」的生活。
最令她開心的，莫過於可以打疫苗了，目前已經完成第一針接種。在港的父告訴

她「回港易」擴大了，讓她放假之前盡快申請。
但是，現在想到回家，周詠芝卻又有點不捨，因為不願錯過任何一個「嘗鮮」的機

會：「我們這個暑假是有軍訓的，雖然港生可以申請不參加，但我還挺想體驗一下
的，所以可能會在軍訓後去預約時間回香港吧。」

不少在內地工作學習的港青已經一年多沒有回港與親人團聚，

這個母親節也只能是遠程送祝福。不過他們告訴香港文匯報記

者，內地抗疫得力，在港的媽媽很放心，而且北上獲得了更多的

空 間，家人們都十分支持 。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帆、夏微

●●本港新冠肺炎疫本港新冠肺炎疫
情反覆情反覆，，不少港漂不少港漂
糾結於留港發展抑糾結於留港發展抑
或回家團聚或回家團聚。。圖為圖為
深圳關口深圳關口。。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 堵冠偉表示，沒有母親
在身邊的內地港青更需要家
的溫暖。 受訪者供圖

●●詹勝和媽媽在上詹勝和媽媽在上
海海。。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周詠芝（右二）在上海的學習和生活非常充實，媽媽非常支持她在內
地發展。 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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