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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意侵奪監護權
加拿大溫哥華向
來是香港人的熱門

移民目的地，近日發生一宗震驚彼
邦華裔社群的慘案，一名年約14
歲的華裔女童吸毒過量死亡。有理
由懷疑死者曾被輔導員誘導，原
本同意到戒毒中心暫住，最終忽然
拒絕。加拿大現行英式普通法有
「未成年人」（Minor）的概念，
法律上認為他們的心智不足以承擔
許多刑責、或為自己的行為負全
責。加拿大各省對「Minor」的年
歲定義不一，但全都超過 14 周
歲。14歲的女童，即使在神志絕對
清醒的情況下，同意與一個成年男
子發生性行為，許多國家和地區的
法律都不承認女童的決定有效，男
方這就要吃官司。立法理據是女童
年紀太小，沒有能力做這決定；立
法原意則是保障女童免受成年人棍
騙剝削。
香港法律同屬普通法系，女童滿
16周歲才有「能力」決定是否發生
婚前性行為。飲酒、抽煙還得要再
等些日子。不過回到現實人生，中
學生未婚先孕、飲酒、抽煙甚至吸
毒等等不良行為每天都在發生。
那加國華裔女孩，先受同學影響
抽了大麻，然後服「冰毒」，最後
是「芬太尼」。法律上，父母是

「Minor」的監護人（Guardian），
但是加拿大溫哥華現行法律和一些
行政指令，竟然不容許監護人強行
要女兒進戒毒中心。「輔導員」甚
至剝奪了父母的知情權。每一次
「輔導」女童，都不容許父母在
場，事後亦無任何報告。據死者父
母憶述，本來已經說服寶貝女兒進
戒毒所。「臨門一腳」前輔導員橫
加干預，再次趕走父母來個一對一
的閉門諮詢。該輔導員如常拒絕說
明跟女童說了些什麼話，女童對父
母說不願意在外面留宿、不願意在
外面洗澡云云。於是女童回到那毒
品氾濫失控的學校，從同學處得到
更多毒品，服用得來更勁、更爽。
然後有一天，校方致電家長，說女
童已送到醫院，不久就失救了。死
因是服用毒品過量。
這事件的本質，是有一個龐大的
利益集團，出力淡化吸毒的禍害，
以尊重兒童的權利為名，使用多元
化的惡劣手段，粗暴到剝奪了家長
對子女的「監護權」（Child Custo-
dy）。這類集團人多勢眾，有政
客、律師、醫生、心理學家、社會
工作者等等，「族繁不及備載」。
事後未聞溫市官方對毒窟清洗掃
蕩，當中恐有「貓膩」在。

校園掃毒新思維（上）

父嬰室啟示錄
繼去年上海的「男親
子衞生間」火了之後，

不少地方也紛紛推出了「奶爸專區」，
最新的新聞說深圳不少商場都設置了
「父嬰室」，顯得「爸」氣十足。社交
媒體上，好多人留言：「感動得眼淚要
掉下來」。
一直以來，絕大多數公眾場所的傳
統育嬰區都會被冠名為「母嬰室」。
那個粉紅色的標誌就像一道結界，不
僅擋住了推着嬰兒車的男性家長，也
擋住了社會普遍對育兒責任認知的進
步——被粉紅結界圈住的公共空間，
隨時隨地向外界傳遞着一種暗示：育
兒是女性的專屬。
在社會學上，公共空間的性別化設計
是權力關係的具象化表達。母嬰室的命
名本身就像個溫柔陷阱，用生理功能的
特殊性，將育兒責任悄悄綁定在女性身
上。當奶爸們蜷縮在消防通道裏給孩子
換尿布時，比他們更狼狽和局促的，是
我們這個社會對父親角色的認知偏差。
順便提一句，小狸在寫這篇文章輸入
「父嬰室」時，「Fuying」拼音的默認
聯想首詞是「婦嬰」。看看，連輸入法
都覺得和「嬰兒」綁在一起是「婦女」
的天職。
在這種背景下，「父嬰室」的出現
無疑是一種社會進步，不僅為奶爸們
提供了現實的便利，更肯定了男性的
育兒責任，對性別平權起到了積極的
推動作用。
與此同時，公共空間裏的「父嬰室」

也是一種展示、引導和教育，鼓勵和培
養男性家長尤其是父親自然地融入育兒

過程中。這不僅對配偶、孩子都大有裨
益，更為身為父者自身帶來了全新的生
命體驗：終於不再只是「掙錢養家」的
工具人。
需要注意的是，「父嬰室」是一個
好的開始，但它只是實現育兒平等的
一小步。真正的育兒平等需要從家庭
到社會的全面支持。一方面，家庭內
部需要重新分配育兒責任，父母雙方
應共同分擔育兒任務；另一方面，社
會也應給予更多的政策支持，比如延
長男性陪產假、鼓勵企業為員工提供
彈性工作時間等等。
西蒙波娃說：「女人不是生而為女
人，而是成為女人的。」意思是符合社
會傳統期望的女性形象並非天生，而
是後天被社會形塑的。而這個理論，對
所有性別都一樣。於是社會的每個細節
便都很重要了，無論是陪產假還是玻璃
天花板，亦或是「父嬰室」和輸入法，
都是塑造一個人的參與者。
最後還想再說的是，「父嬰室」的
出現令人欣慰，但它仍有很大的空間可
以變得更好。比如，藍色其實是另一種
粉紅，「父嬰室」其實也是另一種「母
嬰室」，因為「女權」同樣是另一種
「男權」。而我們追求的，是以整個社
會為範疇的對下一代的共同撫養，是現
代文明中的平權。
所以，希望愈來愈多的「母嬰室」

「父嬰室」改叫「育嬰室」，愈來愈多
的粉色、藍色都變成彩虹，而愈來愈多
「女人（裙子）帶小孩」「男人（領
結）帶小孩」的公共空間Logo可以換
做簡簡單單的「人帶小孩」。

以中國神話故事為背
景的動畫《哪吒之魔童

鬧海》（《哪吒2》）在全球上映，讓
外國人認識到中國人的傳統觀念，尤其
着墨甚多的親情，父母的愛和手足之
情；同時，也讓現今父母反思對子女愛
的方式，是很好的親情教育。
有一幕哪吒遠行娘親想抱一下遭他拒
絕了，覺得有點尷尬。中國人就是這
樣，縱使出自娘胎，由母親哺育長大，
但孩子長大後，無論是父母或子女，不
少人會減少或抗拒身體接觸，少會擁抱
或親親。這和西方傳統大不相同，西方
會較接受以身體接觸去表達愛意。
擁抱不多的中國人不代表親情薄弱，
正如哪吒滿身刺時，他娘仍強忍痛楚緊
抱着他，正好反映中國母親的
內心，常為孩子無限付出。
至於父親的情，電影講得更
多。中國父親傳統上對子女的
感情都較含蓄，習慣收藏起
來。哪吒之父李靖在第一集中
就暗地以符咒把自己的壽命換
上兒子的短壽。
龍王敖光對兒子敖丙的一番

話更觸動人心：「以前父王讓
你肩負太多的期望，卻不曾傾
聽你的想法……父王只是想用
自己的經驗為你謀個幸福，但

現在看來父輩的經驗畢竟是過往未必全
對，你的路還需你去闖。今後，忠於自
己的內心選擇吧！」這段說話不僅表達
了古今大多數中國父親的思維，也是給
現代父親反思，別以自己的期望強加於
下一代。的確，我們年輕時的世界運作
模式和職業選擇，與我們下一代所面對
的大大不同，世界走得太快，現今社會
所需的生存條件，不少是我們無法想
像、毫不認識的，我們只能尊重子女的
選擇，以愛去支持他們闖自己的路。
反面的例子是電影中申正道對申公豹
的父愛，他視兒子為實現個人目的的工
具，他的控制慾讓兒子痛苦不堪，最後
父親明白到真正的愛是給予兒子自由和
支持。

動畫哪吒的中國親情

驚悉疼愛我們的孫
觀琳老師，於今年 2

月11日因病辭世；她仙逝噩耗，令本
人悲慟心痛，借一方心窗向她致以不
捨並深深哀悼。
孫觀琳老師，是位資深教育家、青

少年文學作家，對於本港詩歌朗誦活
動及推廣兒童文學貢獻至大。在香港兒
童文藝協會（簡稱兒協）的發展歷史
裏，有3位特別令人印象深刻的會長：
一、潘明珠（2000—2003，第十、
十一屆）於千禧接棒為協會籌款，辦
文化交流，以及於「沙士」疫情下策
動舉行首次滬港學生故事創作交流
賽，受中小學校表彰貢獻。
二、孫觀琳（2004—2009，第十二、

十三、十四屆）連續6年擔任香港兒童
文藝協會會長，其間精心籌辦「全港兒
童詩歌創作比賽」出版文集及多次為
「兒童文學創作坊」講學以培育文學幼
苗，推動文藝發展、閱讀、創作傾盡全
力，貢獻卓越，備受敬重。
三、黃東濤（東瑞）（2010—2013，

第十五、十六屆）繼承孫會長大志，
承先啟後，擔任會長期間多次與公共
圖書館合辦創作坊、研習班以推廣兒
童文學及香港語文教育發展，貢獻備
受業界敬重。但他謙虛堅持讓位於年
輕後輩，實在是兒協之損失。
2014年潘金英副會長，在13人理事

會中獲最高票當選，兒協慣例：13人
理事會互選職銜，金英謙虛堅持推舉
最年長的宋詒瑞為會長，她順利當選
為第十七、十八屆會長。
貝多芬曾說：「我很幸運有愛我的
母親。」孫觀琳老師，像是我昔日在
香港兒童文藝協會日子裏的慈母，我
全心全意協助歷屆會長，問心無愧，
俯仰對得住天地良心，卻無端招妒了
三兩位得勢小人。自古以來文人相
輕，萬想不到自己也遭人背後惡意中
傷，暗地被扣上莫須有之罪責並登報
欲陷我於不義……邅途上幸得慈母孫
老師信任及開解，凡事向外無求，對
內無疚，唯真善仁愛把我們心連
心，初衷不改互支持。
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雲，

取次花叢懶回顧，半緣修道半緣君。今
我痛失良師，傷逝慈母，借一方心窗，
衷心向孫觀琳女士致以最深情、至誠、
崇高、敬愛之悼念，願於農曆元宵前夕
仙遊的她，到天家一路誦詩，她朗朗詩
聲相伴我們入夢，她永活世人心中。

孫觀琳誦詩傳眾心
「歡迎大家有空來找我，聊聊天說
說話，感情增加，對團隊合作、整體

工作成效都一定很有好處……」台上的老闆溫文爾
雅，這樣一番話令大家倍感溫暖。我忍不住抬頭，尋
找他目光裏的溫度，卻無論如何也無法與他四目交
匯——到底是老闆，他的眼神分明望着聽眾席，卻是
目空一切的，說不出他到底把目光投給了誰。
我不禁悄悄地拿出手機，給身邊的好友發信息，告

訴他自己這個奇怪的感受。好友看了看我，拚命地點
頭。我幾乎要笑出聲來，因為好友這樣的動作和表
情，一定會讓台上的老闆覺得，這個團隊裏的年輕人
是在對他的話極度認可，那麼真誠。世界真是奇妙的
存在，不經意間老闆和好友都成了優秀的演員，整個
房間熱烈燦爛。
老闆在台上繼續滔滔不絕，我暗暗地觀察起周圍的
同事來。做事最少、晉升最快的小李，不時地點頭讚
許；經常早退、考核卻從不受影響的老張，不時地做
恍然大悟狀；加入公司十年的中年陳，像是剛出校門
的學生，在本子上認認真真地記着什麼。老闆愈講愈
信心百倍、容光煥發。我心裏暗暗發虛，趕緊見賢思
齊、調整坐姿、雙目聚焦，有個念頭卻不合時宜地在
腦海裏亂竄，摁都摁不住：去年，我想找老闆「聊聊
天，說說話」，老闆的秘書委婉地勸我要懂事、要體
諒——「老闆多忙呀。」
終於散會，待老闆離開了，中年陳笑吟吟地將筆記
翻得嘩嘩地響，像是打了勝仗，又像是欣賞一件傑
作。我心下敬佩，這中年陳的速記工夫真是了得，說
不定書法也頗有水準。正巧，他急着去洗手間，命我
把本子幫忙帶回辦公桌，我悄悄地打開，上面用楷行
草隸寫了一整頁的歌詞，薛之謙的《演員》。

演員

過年的時候買了一套阿
加莎全集，藍色封套，好

幾冊，每冊十本。當它們被寄到家裏，還
真是蔚為壯觀。於是，趁着過年，我就看
了一本《斯泰爾斯莊園奇案》，這書講述
發生在一個莊園內的謀殺案。
像阿加莎的絕大多數懸疑一樣，這部小
說也是一部空間限定之內的小說。然後，
當你打定主意要把故事固定在一個地方的
時候，你就不得不置身於複雜的各種關係
當中。這讓阿加莎的很多小說在最開始的
時候都特別難讀，因為她會先用很長的篇
幅鋪陳這些人物之間的關係，而那個被安
排要死的人卻一直不死。
等到你終於要不耐煩了，就在這時候，
疑案發生了。儘管你一直等着這一刻，可
真到了謀殺案發生的時候，你還是會嚇一
跳，因為它的發生事先一點徵兆也沒有。並
且，它還能恰逢其時地把所有先前介紹過
的人都牽扯進來。
這幾乎是必然的。在一個狹小的空間範
圍內，倘若不是只有一個人——就好像
《魯賓遜漂流記》那樣，在那裏完成一

種被迫的冒險，構建出一個適合自己生存
的世界——那麼，這個有很多人在場的故
事就必定會牽扯出錯綜複雜的關係。
韓國導演奉俊昊也喜歡在一個狹小空間
內講故事。但是，他偏愛把這種空間當成
是展示權力關係的場所。就好比《末日列
車》、或者《上流寄生族》，前一部的火
車和後一部的別墅一樣，裏面講的都是窮
人和富人鬧對立的故事。即便他那樣在意
這個故事發生的空間，甚至刻意強調和描
述了這個空間，但是，他其實並不真的在
意空間本身，而是在進行一種空間比較。
阿加莎的小說是真正意義上的同一空
間內發生的事。這首先表現在她作品當中
出場的人物都正好來到這裏。而且，隨着
案情的進展，讀者對這些人愈來愈了解，
他們在這段時間到底去了哪兒，都幹了些
什麼，誰與誰親近，誰又是誰的敵人，
一五一十全都十分明白。而這個他們行動
的空間也因為這種互動關係成為了一個接
待共同體的立體存在。
這時候，你會發現，即便這裏沒有發生
什麼案件，僅僅是講一個愛情故事，也是

可以接受的。空間不必然需要一個案件，
就像英國的很多小說家做過的那樣，它可
以承載很多內容。
只不過，阿加莎選擇了懸疑話題，令

這裏成為一個懸疑的理想場所。所謂的
理想場所，這說的是，阿加莎的小說充分
利用了地形帶來的問題設置懸疑。譬如，
她會讓一個人出現在一個不可能出現的位
置。結果，當答案揭曉的時候，你發現他
當時根本不在這兒，在這裏的人是另一個
假冒他的人。又或者，她讓一個人聽到一
聲鐘響，並誤認為現在是幾點，因為那
個鐘總是在這個點響。但其實，這是殺人
者故意釋放的假信號，以便於讓別人誤會
謀殺的時間。而這位仁兄之所以要通過鐘
聲推斷時間，而不是看錶，是因為他當時
在海裏。
類似這樣的情節還有很多，阿加莎似乎

讓這個空間成為一個道具，但不是僅僅當
它是一個工具，而是完全根據它的地形造
就一種懸念，這就讓她的空間成了最本體
意義上的空間，決定了故事的走向，使空
間本身成為不可或缺的。

空間本體論

難忘那段QQ時光
「滴滴滴滴」，那熟悉的QQ提

示音乍然響起，恍若一縷幽柔的
風，悄無聲息地挑開青春記憶的帷
幔，那些關於QQ的點滴，便翩然
而至。
那年，電視劇《第一次親密接
觸》熱播，「輕舞飛揚」和「痞子
蔡」這兩個網名深深印入我腦海。
受此劇影響，我知道了QQ，它能讓
電腦聯網後指尖敲出的字元瞬間傳
至遠方，相隔萬里之人也能暢聊，
這使我渴望融入網絡世界，體驗科
技的新奇。
為了能在QQ上自如聊天，我跟着
我家先生學打字。家中沒電腦，我
就用兒子的小霸王遊戲機練習。憑
藉濃厚的興趣，我很快掌握了五筆
打字的技巧，只盼着能早日擁有電
腦和網絡開啟我的QQ之旅。
那年，我到省城的叔叔家小住，
我讓堂妹幫我申請了個QQ號，取名
「依然如昔」。一天，獨自待在叔
叔家的我，對QQ的好奇再也按捺不
住，便登錄了QQ。首次登錄QQ，
好友列表空無一人，摸索中我進入
了「三十人生」的聊天室。公屏幾
百人的聊天內容繁雜，我只默默圍
觀着。突然，傳來的男性咳嗽聲，
嚇了我一跳，後來才知是添加好友
的請求。在網友的指導下，我學會
了製作聊天場景、查找添加好友等
操作。
那時，在網上找網友聊天是件樂
事。初次與陌生人聊天，簡單問答
也興致勃勃，互相詢問來自何處、
年齡幾何，這種簡單交流當時新奇
無比，大家不在意話題深淺，只享
受資訊在網絡穿梭的樂趣。

那時候，QQ的聊天界面宛如獨特
的小世界。聊天時有背景音樂輕輕流
淌，「網上一個你，網上一個我，網
上你的溫柔，我就犯了錯……」那
深情纏綿的旋律縈繞耳畔。我坐
在電腦前，沉浸其中，把外界的煩
惱拋之於腦後。沒有生活中的壓
力、沒有複雜人際關係的困擾，只
享受熒幕上跳動文字的樂趣。
除了充滿趣味的聊天，QQ 空間
更是我的心靈棲息地。我若煩了，
倦了，就喜歡待在QQ空間裏。或靜
靜地聽音樂，或是傾訴心聲。生活
中的美食、美景、喜怒哀樂之事，
我都能在那裏暢所欲言，不想讓人
知道心事就設置為私密，通過好友
的留言和評論，能真切地感受到網
絡的溫暖。
最有趣的當屬初中同學群了，一
旦打開話匣子，就根本停不下來。
當有人提到「賣瓜子的阿膩古」
時，群裏瞬間就像炸開了鍋。遙想
當年，誰沒在他那兒買過瓜子、牛
筋糖和耳朵餅呢？這時有同學爆料
說，阿膩古居然在量瓜子的杯子裏
塞紙，眾人大笑，調侃道「無商不
奸」啊。
接着，那個有着「尷尬生」綽
號、英文說得極為流利的麥芽糖大
叔也被大家提及，還有善良又很搞
笑的炊事員阿順叔也成了話題人
物。大家七嘴八舌，你一言，我一
語的，很快就把話題推向了高潮。
在 QQ 這個虛擬的平台上，那些
看似瑣碎的回憶被重新拾起，同學
們之間的情誼，並未因時間和距離
而疏遠，反而在一次次的群聊中愈
發深厚。

QQ中的鬥地主遊戲也給我留下了
深刻印象。我玩鬥地主時，出牌可
謂隨心所欲，全然不顧牌理。有一
次，竟稀里糊塗地用大牌壓制了搭
檔的牌。剛開始，搭檔還以為我胸
有成竹，故意讓着我。誰料我接下
來打出一連串令人哭笑不得的爛牌
時，他瞬間炸毛，直接在對話框裏
吼道：「你是豬嗎？」還配咒罵表
情，而一旁的地主則捂着嘴笑得前
仰後合。一局終了，他倆一溜煙跑
得無影無蹤，誰也不願再跟我這菜
鳥多待一秒。
QQ農場曾風靡一時，玩家們對

「收菜」和「偷菜」的遊戲，樂此
不疲。作物快成熟時，玩家緊盯着
熒幕，手握滑鼠隨時準備出擊。大
家還以「偷」為樂，經常跑到別人
家的農場溜達，哪怕冒着被狗
「咬」的風險。有些人更為了不錯
過偷菜的絕佳時機，還專門調好鬧
鐘。鬧鐘一響，在半夜也毫不猶豫
地爬起來，只為收那幾顆「菜」，
如此狂熱。
QQ承載的不僅僅是這些有趣的回

憶，它在時代的浪潮中，對一代人
有着更為深遠的意義。
當下數字浪潮中，新社交平台不

斷更新迭代，令人目不暇接。而QQ
提示音雖不常響，卻滿含特殊意
味。它遠不止是社交工具，也是成
長的有力見證者。
從青春時暢談理想、分享心事，
到成熟後交流工作、拓展人脈，
QQ 一路相伴。它串聯起人生不同
階段，承載無數回憶與情感，在繁
雜生活裏，為我們守住純真，帶來
溫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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