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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冠肺炎疫情下，社交距離措施令人漸行漸遠漸無聲，

多少兒女情長不堪回首月明中。統計處數據顯示，去年香

港男性、女性初婚年齡中位數繼續推高，分別達到32.2

歲和30.6歲；離結婚比率則高達62.05%。有在疫下

分手的情侶近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坦言，與至愛可以挽手跨過疾病、低谷，最終

卻不敵疫情消磨感情。青年團體「青研香港」發言人莊展銘與拍拖近十年的女

朋友，經歷不少風雨，已到談婚論嫁階段，惜疫情暴露彼此的矛盾，成為

分手的催化劑，他說：「曾期待可以出境旅行緩和關係，但因隔離

政策而遲遲無法成行，嫌隙、裂痕愈拉愈大。」

◆香港文匯報記者唐文

2019年是莊展銘人生轉捩點。那年他28歲，決
意終止英國留學生涯，返回香港從
政，漸漸以民建聯社區幹事的身份
而為市民熟知。同時，他還涉足土
木工程業務及經營餐廳，有一名在英
國留學時認識、並開展戀愛長跑近十年
的女朋友。他倆都認定對方是終身伴
侶，婚姻大事也提上日程之中，但那時莊
展銘不知道的是，往後3年他不論是從政
路、從商路，以及邁向婚姻殿堂的道路都滿
是曲折。

走過敗選祖母離世 與女友和平分手
2019年的修例風波令香港瀰漫在血腥、暴

力之中，莊展銘的考驗接踵而來。在黑白顛
倒的社會氛圍中，他在元朗區議會選戰中落
敗，昔日友好的中學同學，因與他政治理念
不同而對他惡言相向，甚至威脅其家人安
全。雖然那時的香港已變成莊展銘完全陌生
的世界，但女友永遠是他心靈的避風港。
一對小情人挽手走過風雨飄搖的2019，翌年
迎面而來的是一場改變許多人生命軌跡的世紀疫
情。莊展銘經營的餐廳生意不振，不久後停業重
組，但這只是疫情對他考驗的「前菜」，真正的
最痛的是當年祖母於廣東汕頭病逝。疫情對所有
人的打擊，往往不是疾病本身，而是防疫措施使
人與至親從此陰陽相隔。由於檢疫措施的限制，
他最終未能見到祖母最後一面，終身遺憾。
敗選、祖母離世，以及後來莊展銘運動時發
生意外，韌帶受傷，女友一直不離不棄相伴走
過順逆流，原以為「打風都打唔甩」。他倆原
訂2021年共結連理，但諷刺的是，外來不順意
他們都能互相扶持熬過，偏偏敵不過兩人之間
的矛盾。籌辦婚禮期間，由於社交距離措施無
法實現他們的夢想婚禮，兩人摩擦加深，莊展
銘說：「我答應她的很多事情都沒辦法做到，
爭執愈來愈多。」種種壓力之下，他與女友的
感情產生了難以彌合的裂痕，最後和平分手。
他們雖然再見亦是朋友，過去一兩年間中

仍會見面，但總覺得彼此已隔着一道深不見

底
的 鴻
溝 。 回
首 這 段 關
係 ， 莊 展 銘 表
示，與前女友在英國留
學相識時，兩人理念相近，對
方亦不是只能共富貴，不能共患難的
人，只是疫情確實在不知不覺間改變了各人
的生活方式。在社交距離措施下，人的距離
不光是物理上，也是心靈上的。疫下經濟低
迷亦令人對未來缺乏信心，多個客觀因素，
斷送了這段原本美好的關係。

少聚難識新人 成家成本高昂
恢復單身後，莊展銘並不排斥新戀情，只

是他的婚戀觀念較為傳統，希望以尋求結婚
對象為目標，不願隨意進入短期關係，「為
找女朋友而找女朋友。」他從未也不打算使
用約會軟件，雖然有朋友試過介紹女孩給他
「相睇」，但都因性格不合，見過兩三人都
無疾而終，這種情況也與疫情有關，「大家
普遍具有防疫意識，不願隨意接觸陌生人，
疫下在聚會上認識新朋友變得更難。」
莊展銘直言，在香港，「男歡女愛」往往

需要建基於物質上，成家需要很高的置業成
本，以結婚為戀愛目的的香港女性通常都會
要求男方具有一定經濟條件，這對事業剛剛
起步的莊展銘也是很大的挑戰。

婚 姻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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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冠肺炎疫
情下，家庭成員
相處時間增加，
摩擦、不和的機
會增多；跨境家

庭就因為相見機會少之又少，漸行漸
遠，令婚姻亮起「紅燈」。有家庭教育
專家勸導夫妻間發生爭吵時，要懂得迴
避及抽離情緒，不要讓情緒升溫令事情惡
化，又建議跨境家庭成員定期與伴侶及子女
視像通話，以緩和距離帶來的陌生感。
香港家庭及事業發展服務訓練總監司徒漢明向

香港文匯報記者表示，不少香港人在疫情下需要居
家辦公，在家與伴侶相處的時間增加，彼此都要適應

新的辦公環境，以及疫情帶來的工作不穩、裁員、減薪、
照顧上網課子女等來自四面八方的壓力，彼此情緒起伏大。這
情況下，摩擦、小衝突自然會增加。
跨境家庭的夫妻關係也受到長期分隔的影響。司徒漢明指出，

新冠肺炎疫情已經有兩年多，分隔兩地的跨境家庭由於各種原因
未能團聚，見面的次數減少，長此下去關係會變得疏離，無論對
親子、夫妻間情感都是一種衝擊。夫妻兩人的情感建基於互相扶
持、互相鼓勵，若伴侶常年不在身邊，沒有人傾訴和安慰，就非
常容易婚變。「如果是小朋友長期沒有接觸到父母，會有種陌生
感，即使日後回復正常通關，小朋友都需要好長時間重新建立親
子關係，及親密感。」
夫妻間有衝突時，司徒漢明指出，若任由矛盾升級將後果嚴

重，故彼此要懂得迴避，「找一個獨立空間冷靜吓，或者落街吹
風短暫抽離情緒，給大家有情緒紓緩的空間。」同時，雙方一定
要及時加強溝通，不要將鬱結和不滿藏於心。「如果情緒沒即時
疏導，忍吓忍吓，爆發時會好犀利及震撼，容易出現失控、失
常。」若發展到無法解決的地步，就需要向專業人士尋求協助，
化解矛盾、心結。

籲跨境家庭一年至少團聚兩次
對跨境家庭而言，司徒漢明表示，明白疫情下過關的經濟及時

間成本不菲，但就算要花再多的錢和時間，也需要與家人親聚。
為此，他建議不要吝嗇，一年起碼兩次往返兩地陪伴伴侶及子女，平時亦應
與伴侶及子女視像聊天，了解他們的近況。
若婚姻真的陷入無法挽回、要離婚的地步，司徒漢明直言，最大的受害人

是子女，這個時候要將傷害減到最低，讓子女知道日後的生活不會缺乏爸爸
或媽媽這個角色。也不能逼迫子女「站隊」，「不要說『有爸爸不能要媽
媽』這類有你冇我的說話，要確保子女有接觸父母的權利。」
他建議夫妻應冷靜、認真探討子女的撫養費等各種費用，以及探視安排

等，亦不要將孩子帶離熟悉環境，「愈多的變動對他們的傷害愈大，繼續停
留在熟悉的社區及學校生活，有玩得好的朋友、同學等等，會較快平復情
緒。」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弦

不僅多年愛侶無法經受疫情考驗，有育有
多名子女的夫妻，也因為長期分隔兩地而感
情生變，陷入離婚財產爭奪戰。香港法學交
流基金會主席馬恩國日前向香港文匯報表
示，雖然他主要專注於商業訴訟領域，但疫
下一些離婚個案因為涉及到大額財產分配，
也找上他作為代理，個別案件還在審理中，
不便透露細節，但可從粗略描述中略知一
二。
馬恩國透露，近期有一宗離婚個案，涉及

一對年過四十的夫妻。丈夫在內地自僱經
商，資產豐厚，妻子在香港做家庭主婦，日
常照顧4個未成年子女。疫情爆發前，夫妻會
定期見面，有時暑假子女也會在內地度過，
但疫情爆發後，兩人礙於隔離政策竟接近三
年未見。丈夫在內地寂寞難耐，開展了新戀
情更提出離婚。兩人就離婚財產分配無法達

成一致，最終要走上法庭。馬恩國慨嘆，若
非疫情造成的阻隔，這個經營十多年的家庭
未必會走到這步。

盼疫情放緩復常通關
疫下還衍生了跨境婚姻子女探視權無法執

行的問題。馬恩國表示，夫妻離婚後，通常
孩子與父或母一方生活，另一方可定期探視
小孩，現在卻只能透過網絡視像通話進行，
「例如爸爸住在深圳，原本可以每周帶小朋
友出去玩一天，現在視像通話肯定沒辦法持
續一天，而且通話時媽媽一般也會在旁邊提
供支援，幫忙操作軟件等，有時爸爸想和小
孩說兩句私房話都不行。」
他希望隨着疫情放緩，香港與內地恢復正

常通關，可以解決大部分跨境家庭面對的問
題。

年份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註：離婚率為當年離婚數字與已婚婦女人口之比
註：離結比為當年離婚數字與結婚數字之比

*跨境婚姻的其中一方為來港居住不足一年的內地居民

結婚
數字

50,008

51,817

49,331

44,247

27,863

26,899

離婚
數字

17,196

19,394

20,321

21,157

16,020

16,692

離婚率

1.72%

1.95%

2.04%

2.14%

1.63%

1.71%

離結比

34.39%

37.43%

41.19%

47.82%

57.50%

62.05%

男性初婚
年齡中位

數

31.4

31.4

31.5

31.6

31.9

32.2

女性初婚
年齡中位

數

29.4

29.6

29.7

29.9

30.4

30.6

女性首次
生育年齡
中位數

31.4

31.6

31.8

31.9

32.3

32.6

在港登記
的跨境婚
姻數字*

17,367

16,535

15,959

14,518

1,459

1,801

港疫情前後

十載情牽 惜敗疫魔
婚禮出遊難成行「社交距離」釀「心靈鴻溝」

遇
爭
吵
懂
迴
避

居
兩
地
多
視
像

長期聚少離多 婚變爭產案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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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展銘 香港文匯報記者唐文攝

◆◆數據顯示數據顯示，，香港去年離婚率為歷來新高香港去年離婚率為歷來新高，，達達6262..0505%%。。圖為市民疫下出行圖為市民疫下出行。。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情侶面對人生崎嶇 ◆ 2019年莊展銘和當時女朋友在油麻地一間茶餐廳相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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