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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節快樂

文 匯 要 聞A1 ●責任編輯：郝 原 ●版面設計：余天麟

居台港爸父愛如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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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匯報 香港仔
赴台讀書邂逅藥劑師妻

港人李卓餘早年赴台讀書，其間邂逅任職藥劑師的謝佩霖，未幾在
台北組織了小家庭。2016年10月，兩口子迎來小生命降臨，當時在產
房外焦急等候的李卓餘來不及為喜迎麟兒而歡喜若狂，護士已遞上一
大堆文件要他簽署，原來是他太太因為植入性胎盤導致失血過多，腦
部缺氧急須動手術，必須得到李卓餘同意。搶救多時，太太雖從鬼門
關逃出來，但從此成為植物人。

妻生產大出血成植物人
一度手足無措、痛哭多日的李卓餘，看着嗷嗷待哺的
兒子李安信（Anson），深明自己垮了，兒子就會失去
唯一的靠山，令他再沒有意志消沉的餘地，拭乾眼淚扛
起養妻活兒的重擔。身兼母職的重任一扛5年，兒子漸
成為他黑暗中的一點希望，照亮及支撐着他的世界。

日打兩份工撫養妻兒
父親節前夕，他接受香港文匯報電話專訪時坦言，台灣近期疫
情大爆發，照顧一家三口的壓力倍增。為負擔妻子的護理費，李
卓餘同時營辦鑽飾店及食品外貿生意，疫前每天平均工作12小時
以上，收工回家後仍會抽時間在妻子耳邊輕訴喜與憂，哪怕妻子
報以迷茫空洞的眼神，他仍堅信兩人的溝通不是「單程路」。
岌岌可危的疫情也打亂他們的生活，「我們基本都是待在家
裏，兒子的幼稚園已經停課了。」最感吃力是經濟壓力，「鑽
飾店客量大減，收入銳減，但有得有失，現在多了時間陪家
人，也是值得珍惜。」他就是這樣的父親，無論情況再惡
劣，總會正面面對，也許就是這種性格使他熬過人生低谷。
為減輕經濟壓力，原來照顧妻子起居的兩名護理員，其中
一人被解僱，李卓餘需要承擔更多的照顧責任。「照顧好植
物人其實是一項不可能的任務，比如睡覺時，需要兩小時翻
一次身，醫療機構的員工基本不可能做到這點，我照顧太太
也只能做到比較好一點點。」
生命在於豐富，而不在於長短，他認為植物人本身無法
表達是否想繼續活下去，用醫療科技維持生命是否尊重病
人？每人的答案也不同，「不時有植物人家庭問我應唔應
該拔管，讓病人安詳離開，我覺得人人也有自己的考慮
點，無一個標準答案，但無論家屬最終決定係點，旁人
都無資格指指點點。」

珍惜與妻兒共處時光
李卓餘的心思盡花在照顧妻子，以及為口奔馳上，與兒

子相處時只能重質不重量，掏心掏肺享受父子共處的時光。兒
子把握機會撒嬌，甚至視李卓餘如知己，將心事互訴：「有時候幼稚園有活
動，其他小朋友的媽媽都會參加，仔仔問我：『為什麼我媽媽不能來？』」
這一問把李卓餘的心錐痛了，他把殘酷事實美化，回答兒子說：「我們
家比較特別，媽媽病了，但是我們都好愛她。」兒子乖乖接納該解釋，這
種懂事是成長環境迫出來，作為父親，李卓餘卻不希望兒子思想早熟下
去，只願他健康平安、做一名對社會有用的人。

今天是父親節，有種父愛叫潤

物細無聲，毋須將愛掛在嘴邊，

只是默默付出，默默向子女示

範正面人生觀，這就是在台港

人李卓餘的湊仔哲學。5年前，他的獨子呱呱落地，妻子卻因

難產成植物人，自此他日打兩份工賺醫藥費，放工後還要扛

起照顧太太的重任。無止境的等待，磨滅對奇跡的奢望，他

不再幻想太太醒過來，但仍努力成為兒子的人生導師，以身

教讓兒子知道，縱然逆境不由人，但轉個心境，一切也就海

闊天空。懷抱着這種正能量，父子倆希望熬過台灣岌岌可危

的新冠肺炎疫情大爆發。 ●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疫下的台灣人心惶惶，新冠疫苗成
為「救命草」，但台灣當局繼續以政治
行先，疫苗供應匱乏。台灣「有人無針
打」，但香港卻「有針無人打」，李卓
餘看在眼內大惑不解，「如果台灣有針
我一定打，香港人好幸福，至少我知道
香港採用的復必泰是非常好的疫苗，相
信是一些港人出於政治因素，不願意接
種。但防疫無關政治，也不全是自己的
事，為了別人，也應該接種。」

台一針難求 望港人珍惜
李卓餘指出，經歷疫情大反彈，台灣民眾

也普遍熱衷接種疫苗，但目前政府尚未完全
開放接種，台北暫時只涵蓋60歲以上長者，
「如果繼續開放，我一定會去接種的。」
他分析，部分港人不接種疫苗，或許也與

現階段香港疫情平穩有關，以為不打針亦不
會染疫，但他以台灣為例，早前也經歷頗長
的穩定期，但一旦病毒反撲，形勢可以十分嚴
峻，港人必須靠打針預防疫情反彈。
人命攸關，李卓餘呼籲港人放下政治成見，

用開放心態對待新冠疫苗，「其實好似歐美地
區，英國、以色列等國家和地區的接種率都很
高，內地接種率也高過香港，他們都無出現嚴重
副作用的個案。」
最近香港不少商家推出大抽獎等誘因，以提高

市民接種率，「其實有少少偏離建立社區免疫屏
障的原意，因為會中獎的人畢竟很少數，如果純
粹是為獎勵，不如每天去買六合彩。」李卓餘認
為，香港特區政府應提供更多出行便利等誘因，如
效法美國擬讓接種兩劑疫苗者在室外可豁免佩戴口
罩，或者縮短出入境檢疫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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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恆諾）為人父母從來都不
容易，要照顧身體有殘障的子女就難上加難，香港聾人福利促進會關注聽
障學生權益會主席李兆光近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憶述最初知道兒子
患有聽障時情緒一度崩潰，但冷靜過後仍決定勇敢面對，努力學習如何照
顧聽障兒子，直言沒有後悔生下兒子，已經有心理準備父親是終身職業，
永沒退休的一日。

聞兒患聽障 父幾乎崩潰
新生命的誕生原本是人生中最期待，但李兆光的兒子柏醇出生翌日就
被發現患有聽障，李兆光的興奮心情只能維持一日，他初時還心存僥
倖，希望聽力檢查有誤差，「但其實已經心知不妙，開始崩潰，會胡思
亂想，如同在天堂跌下來。」
向來樂觀的李太更沉默多時，李兆光沒有餘地自怨自艾，必須想辦法

處理太太的情緒，但當夫婦都接受現實後，又有排山倒海的難題要處
理，首要是籌劃照顧兒子的方案，「他需要的照顧與一般小朋友不同，
時間和體力上要求唔少，經常要帶他到醫院，每次覆診都會怕發現其他
問題，我不想太太一人面對，所以每次都會請假陪她一齊去，一知道兒
子有問題就把所有假期預留來照顧他，不會再想去旅行、去玩！」
望子成龍對於育有殘障子女的家長而言或許不現實，李兆光卻有一個

卑微的願望——兒子能入讀主流學校。為了達成這個目標，柏醇自8個月
大開始接受密集式言語治療，終成功入讀主流幼稚園的N班，惟升讀K1
下學期因未能融入被建議轉校。

為兒勤補習 望入主流校
校方的建議無疑對李氏夫婦造成重大打擊，但他們從未言棄，兒子升
讀非主流幼稚園後，夫婦慢慢強化兒子學習能力，加上助聽器的輔助，
如今已入讀主流小學，大致已融入校園生活，但接着又有沉重的功課壓
力，「試過送他參加補習班，但補習社不會有幫助聽障人士學習的器
材，學習效果大打折扣，只好我自己嚟，放工回家已晚上8時，食完飯仍
要跟他對功課和溫習，有時做完功課已經超過10時。」
李兆光成為了兒子的私人補習老師，對其功課滾瓜爛熟，但他坦言最
難答的一條問題是兒子突然說不想做殘障人士，「他開始知道自己與其
他人有分別，對他造成困擾，我內心很不舒服，唔知返學是否有同學取

笑他，只想佢釋懷，所以我同佢講：『你要戴助聽器，爸爸也要戴眼
鏡，人人都有能力局限。』」
柏醇今年9月即將升讀中一，李兆光的父親節願望是兒子能融入校園生

活。這段陪着兒子成長的路漫漫，李兆光已決心為兒子導航，「我雖然
有不開心和困惑的時候，但從來沒有後悔生他，他仍然是天使，只不過
他是一個受傷的天使，作為聽障人士的父親，我不覺得自己會有退休的
一日。」

呵護植物妻 傳兒正能量

●每逢節日，居台港人李卓餘（左）都會抽空與太太及兒子過節，一同感受節
慶喜悅。
受訪者供圖

▲李卓餘的太太生 產 時 出 現 血崩，從此成為植物人。 網上圖片
▲李卓餘兩父子合照。

網上圖片
●李卓餘的太

太原職藥劑師。
受訪者供圖

●李兆光指今年的父

親節願望是兒子可以

升讀適合他的中學，

並能融入校園生活。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李兆光願終身幫助兒子面對聽障挑戰，爸爸這個「職業」永遠

不會有退休的一日。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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