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督印：香港文匯報有限公司地址：香港仔田灣海旁道7號興偉中心2-4樓電話：28738288 傳真：28730657 採訪部：28738260 傳真：28731451 發行中心：28739889 廣告部：28739888 傳真：28730009 承印：三友印務有限公司地址：香港仔田灣海旁道7號興偉中心2-3樓

文 匯 要 聞 ●責任編輯：陳中新 ●版面設計：周伯通A1

嶺大生初創創業率冠八大 廣東今年GDP增長目標5%美容師被捕涉呃港女赴緬
A2 A9A4

春節熱鬧氛圍籠罩着的深圳街頭春節熱鬧氛圍籠罩着的深圳街頭，，一名蓬頭垢臉一名蓬頭垢臉、、身穿紅衣短裙的女子身穿紅衣短裙的女子，，拖着行李箱拖着行李箱

漫無目的流浪漫無目的流浪，，尋覓那片能瑟縮一隅的小天地尋覓那片能瑟縮一隅的小天地，，尋覓迷失的自己尋覓迷失的自己。。無人知道她什麼時候無人知道她什麼時候

到來到來，，什麼時候離開什麼時候離開，，只知她就是近期引起港深兩地網民熱議的奇女子只知她就是近期引起港深兩地網民熱議的奇女子——在深圳露宿的在深圳露宿的

港人阿桃港人阿桃。。香港文匯報記者連日追蹤香港文匯報記者連日追蹤，，終於找到她落寞的身影終於找到她落寞的身影，，透過她的隻言片語拼湊透過她的隻言片語拼湊

出命運多舛的上半生出命運多舛的上半生：：她早年隨家人移居香港她早年隨家人移居香港，，曾就讀屯門區內名校中曾就讀屯門區內名校中

學學；；中六因中六因「「心病心病」」輟學輟學，，後又不堪感情打擊後又不堪感情打擊，，與家人生嫌隙後與家人生嫌隙後，，到出生到出生

地深圳地深圳、、一個無人知道她過去的城市露宿最少一年一個無人知道她過去的城市露宿最少一年。。其間其間，，深圳志願人士深圳志願人士

鍥而不捨地為她點亮回家的路鍥而不捨地為她點亮回家的路。。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廣濟廣濟

每名露宿者背後總有一段不堪回首的
往事，有人選擇性失憶，有人裝作

糊塗，甚至自我麻醉。39歲的阿桃就選擇
買醉，終日戴着耳機沉醉於自己世界裏。
香港文匯報記者幾經嘗試、失敗、再嘗
試，日前終於在深圳志願組織「星星之
火」負責人阿偉的陪伴下，一行三人在深
圳找到這位自稱阿桃的香港女子。

酒不離手 智逐義工
深圳車水馬龍的街頭張燈結綵，洋溢着
春節喜慶的氣氛，跟手持罐裝雞尾酒不斷
飲悶酒的阿桃形成強烈的對比。與阿桃有
兩面之緣的阿偉小心翼翼上前，用普通話
向她打招呼：「你認得我嗎？我是上次請
你吃飯的阿偉。」
阿桃別過面繼續暢飲，然後突然拔腿離
開，起初步速不快，帶着記者「遊花
園」；後來她的步伐加快，拖着行李箱向
前飛奔，累了就停下腳步，暢飲幾口酒。
追逐半個多小時後，她終於在巴士站前
停下來。為免刺激她情緒，記者在不遠處
觀察，未幾見她情緒稍為穩定，才上前釋
出善意，用廣東話說：「我們沒有惡意，
只想幫你。你是否需要吃飯、需要去哪
裏？（我們）可以提供協助。」
阿桃表現得不耐煩，用純正廣東話回懟
說：「唔好阻住我，我要搭車去第二

度！」記者惟有返回原地與她保持安全距
離，其間只見她疑因錯過一班巴士而大發
雷霆，一度踹向巴士站牌。
直到再有一輛巴士到站，阿桃快速地跳
上巴士，記者三人也登上車廂，沒料阿桃
機智地向巴士司機求助，終於轟走阿偉及
其朋友，記者能倖免繼續與她遊「巴士
河」。到幾個站後，記者尾隨她一起落
車，她才漸漸意識到記者的存在，然後她
不動聲色進入一個地鐵站內，淹沒在人來
人往的人海中。
從她帶記者一行三人「遊花園」的表
現，可見她並不是真糊塗，相反警覺性相
當高，但相信有情緒問題。何以一名香港
女子流落在深圳街頭？她的事跡要由一年
多前說起，從事無家者施援工作18年的阿
偉表示，一年多前首次聽說一名香港女子
在深圳布吉流浪，「當時有人影到她，身
上衣物仍很乾淨，似乎是剛流浪不久。」

10歲居港中六輟學
去年，阿偉先後兩次在街頭遇到她，同

一套衣服及同一個行李箱，但明顯已骯髒
不堪，手腳也長期沒有清洗。「她有時情
緒穩定肯交談，而且舉止儒雅，思路清
晰。」言談間，阿桃透露自己的姓名，慢
慢拼湊出其身世之謎：她出生於深圳羅
湖，曾就讀深圳筍崗小學，10歲時和家人

移居香港。一家人居於屯門時，她曾就讀
當區的名校中學，但因「心病」無法升讀
中六，唯有放棄學業。
深圳對阿桃而言，是出生地，滿載童年

美好回憶，在這裏她更經歷一段刻骨銘心
的愛情。她透露，自己十幾年前曾在香港
夜總會上班，在深圳養一名男朋友，她就
港深兩邊走。這段感情或許令她留下永不
磨滅的心靈瘡疤，談到這裏她似乎隱隱作
痛，刻意轉換話題。

尚有胞弟母住中環
阿偉說，阿桃不是無家，只是不想回

家。據悉她還有一名胞弟，母親改嫁。繼
父早年離世，母親住在中環，阿桃曾於
2023年回家，但她向阿偉說：「當時我在
房間裏，因為一些事非常生氣、抑鬱，心
臟都要爆炸，覺得家裏待不下去，於是又
來深圳了。」目前她平時在深圳停車場、
樓梯間和地下隧道過夜。
上月阿偉將偶遇阿桃的經過拍成多條短

片上傳至社交平台，呼籲網友幫助她回
家，視頻引發廣泛關注，不少香港網友留
言稱曾見過阿桃在屯門、旺角、銅鑼灣、
荃灣等地出沒，喜歡坐在麥當勞門口喝啤
酒，更有網友稱2023年底阿桃曾被深圳市
政府協助護送返港，但不久她去而復返深
圳流浪。

奇異港女拒回家
流浪深圳憶舊時

與家人不睦出走 到處露宿以年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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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廣濟）自發為深圳無家者施援的志願者
阿偉，過去18年經常向無家者派發物資及噓寒問暖。他說，自己
過去先後遇過5名流浪深圳街頭的港人，「可能由於地理位置接
近，有些香港人因種種問題漂泊至深圳，成為無家可歸的流浪
者。」他坦言香港露宿者警覺性較高，身份信息亦難以核實，加
上溝通上的隔閡，更難幫助他們回家或重投社會，故呼籲香港朋
友關注流落深圳的港人，齊心協助他們重回正軌。
阿偉說，在深圳流浪的港人通常較為年長，但不像一般無家者
在垃圾桶裏翻揀膠樽為生，他們的外表通常稍為乾淨，「但多數
存在精神或心理問題，導致他們難以融入正常生活。」面對交流
困難，阿偉盡己所能，利用多年來與無家者交流的經驗和感染力
爭取對方信任。他總結經驗說，港人多數是因為創業失敗或事業
不順等原因選擇流浪內地。

無家者通常精神狀態不穩
儘管流浪的港人願意接受基本的幫助，但能真正幫他們回歸正
常生活卻困難重重。阿偉說：「最大的挑戰在於香港身份證不像
內地身份證寫明地址，即使他們願意給我看身份證，我也無法通
過這些信息找到其家屬或朋友。」同時，這些無家者通常精神狀
態不穩定，難以提供準確的信息，甚至對過去的記憶模糊，增加
尋找家人的難度。
自己做生意的阿偉，過去18年利用工餘時間幫助深圳的無家
者，至今已幫助300多人，其中約100人成功與家人團聚。他表
示，幫助無家者不僅是在幫助個人，更是在挽救一個家庭，拯救
生命。
他強調，這些流浪者長期在外漂泊，生命隨時可能受到威脅，
幫助他們找到家人、治療疾病、鼓勵工作，才能讓他們真正回歸
正常生活。「每一個流浪者的背後都有一段故事，而我們的任
務，就是幫助他們找到回家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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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桃有時會在樓梯間阿桃有時會在樓梯間
宿一宵宿一宵。。星星之火供圖星星之火供圖

迷茫中銳利 糊塗時清醒
當香港文匯報記者第一次在社交平台的視頻

中看見阿桃時，冷鋒正吹襲廣東一帶。在攝氏

十餘度的低溫下，身穿單薄短裙的阿桃，拖着

纖弱的身軀在寒風中，漫無目的在深圳街頭徘

徊。她的樣子與其他無家者有些不同—儘管衣

衫不整，卻顯得舉止得體，甚至透出一絲難以

言喻的自尊。她的眼神一半是迷茫、一半是銳

利，也正如之後記者近距離與她接觸，總覺得

她一時是糊塗、一時是清醒，深藏着難以啟齒

的前塵往事，想忘，已忘，未忘，傷疤每當被

撩動時，她的自我防衛系統自動響號。

情緒有時穩定有時暴躁
追蹤阿桃的故事，對於記者而言好比一次捉

迷藏。上月得悉她的情況後，記者多次到深圳

走訪她曾出沒的街頭巷尾，從布吉到華強北，

再到羅湖口岸，直到深夜也未能找到她的身

影。

志願者阿偉鼓勵道：「流浪者的行蹤往往飄

忽不定，找到他們更多的是靠緣分。」直至有

天阿偉致電通知有街友發現其蹤跡，記者馬上

從香港飛奔深圳。

當日，阿桃的語氣平靜，但始終對外人保持

着一種若即若離的距離感，只有當她安頓下來

時情緒才稍微穩定；若走起路來，她的脾氣就

不其然發作。當記者跟隨她走了一段路後，她

的情緒突然變得激動，甚至在巴士站怒吼，驅

趕記者。

那一刻，記者不禁反思：「我們的靠近，究

竟是幫助她，還是無形中打擾了她的生活？香

港的街頭也有不少無家者，大家似乎不會過多

介入他們的生活，或許流落街頭是個人的選

擇，我們是否需要尊重這種選擇？還是應當協

助他們回歸眾人眼中正常的生活呢？」

從香港到深圳，記者接觸過不同的無家者，

漸漸地也明白，他們中的許多並非外界刻板印

象中的懶惰者。流浪背後，有着複雜的故事與

難以言說的痛苦。阿桃的背影，讓記者感到心

酸，也讓記者反思：「我們作為旁觀者，能為

他們做些什麼？」

不過，阿偉卻為記者提供一個答案，他說：

「幫助一位流浪者，不僅是幫助個人，而是挽

救一個家庭。」哪怕我們無法改變一個人的命

運，也應該努力去點亮一盞燈，或許這微弱的

光芒，最終會照亮他們回家的路。

●香港文匯報記者廣濟

記者手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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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以色列多家媒體和埃及開羅新聞電
視台15日報道，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伊斯蘭抵抗運動
（哈馬斯）已就加沙地帶停火及被扣押人員問題達成
協議。

以色列外交部長薩爾15日在一份聲明中說，以色列
政府將於16日就加沙地帶停火協議進行表決。聲明
說，以色列安全內閣計劃於16日召開會議，就與巴勒
斯坦伊斯蘭抵抗運動（哈馬斯）達成的停火和釋放被

扣押人員協議進行表決。
以外長辦公室 15 日表示，薩爾已縮短在歐洲的
訪問行程，因為「釋放被扣押人員談判取得進
展」。

以色列與哈馬斯就加沙停火達成協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