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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可以是在外打

拚的家庭靠山，也可以是妻兒

回家時溫暖的港灣。隨着時代的發

展變化，「男主外、女主內」的家庭

傳統分工亦不再是唯一解。據香港統計署

數據顯示，近年香港因「料理家務」而未從

事經濟活動男性的佔比，整體呈螺旋式上

升趨勢，今年第一季相關男性人

口超過4.1萬（見表）。

香港文匯報訪問不同的全

職爸爸和他們的家人，發現這一身

份往往是他們以家庭整體利益為出發的

主動選擇，而他們在家庭和教育陪伴子女方面的

付出，亦換來了幸福的親子關係和家庭生活。當然，目前全職爸

爸並非主流選擇，而他們皆有智慧化解傳統與非傳統的觀念衝突。所

有的考量從家出發，以尊重和珍惜為底，「男主內、

女主外」的家庭同樣幸福。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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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的家庭需要每一名成員的付出，自己多做一
點，其他人便輕鬆一點，感情便更近一點。」在家
當了全職爸爸兩年的王先生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
時說到，這兩年是自己人生中最重要的時光，
與兒子的父子情從疏離變為無話不談，「過去
自己為了工作，忽略了對家人的陪伴，幸好
這兩年做了明智的決定，令自己沒有錯過兒
子的成長，這種溫暖感無可替代。」

異國工作返港 驚覺父子疏離
3年前，飛機降落馬來西亞機場，王先生
站在接機大廳，心頭是對妻兒長途跋涉的疼
惜與期盼。然而，當兒子小小的身影出現
後，沒有預期中飛奔而來的擁抱，眼神
也無雀躍光亮，他只是靜靜走來，臉上
甚至帶着一絲不情願的黯淡。這一
刻，王先生心頭一緊，疏離感油然
而生。十年異國工作，與家人分隔
兩地，每一次短暫團聚，兒子與他
之間那道看不見的牆總顯得更為冷
硬。電話中的寥寥數語、相見時那份
難以言喻的生疏，都沉甸甸壓在王先生
心上。

不怕被質疑 兒子信任是無價
面對「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觀念，親友難免質疑。

王先生卻說道，「沒有任何價值比得上兒子眼中重新燃起
對父親的親暱與信任。」他與妻子達成共識，毅然辭去工
作，收拾行裝回到香港，決心成為全職爸爸，將自己全
然投入那個曾被距離「冰封」的家。
回港後的日子，王先生開始買餸煮飯、打理家務，在瑣碎
日常中默默修復裂痕，並更積極參與兒子的生活。他回憶
到，在一個中秋前夕，自己帶着兒子參與街坊福利會組織的
親子月餅製作活動。當麵粉沾上指尖，兒子眼睛突然亮了起
來，主動靠向他：「爸爸，你看，餡要這樣包才不會漏出
來！」兒子一邊認真示範，一邊滔滔不絕分享在學校學到
得小技巧。那一刻，久違的主動親近與毫無保留的分享，
讓王先生內心震顫——疏離的冰牆，終於開始解凍。
兩年全職爸爸的時光，是王先生用陪伴的一磚一瓦重建
了親情橋樑。「現在兒子不但在開心時會撲過來擁抱，更
開始主動邀請我參與他的活動，走進他的世界。」當兒子
站上學校游泳比賽的跳台，目光掃向看台搜尋，最終定格
在王先生身上並用力揮手時，那眼神中的信賴與驕傲，勝過
千言萬語。

伴兒成長 更勝事業成就
如今兒子升讀中一，逐漸建立了自己的社交圈，王先生也重
回職場。但這兩年的經歷讓他領悟到：親情，是穿透傳統框架

的勇氣，是在疏離的荒原
上執意種下陪伴的種
子。父親願意俯身傾聽
兒子分享的喜怒哀樂，
陪伴兒子共同成長，是
任何事業成就都無法比
擬的。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子龍

一年的寥寥數面、電話那頭的寥寥數語，是王先生父子間曾經的
互動。「會有一點點陌生，」王先生的兒子子博接受香港文匯報訪
問時坦言，童年記憶裏，只有節日才可以見到父親，甚至過去根本
沒有思考過如何與父親相處。縱然想念，也只能壓縮成通話時幾句
乾澀的問候。
兩年前王先生放下事業返港後，子博的生活開始迎來微妙的變化。
與王先生一樣，令子博印象最深刻的，同樣是中秋前夕在街坊福利會
做月餅時，與父親「破冰」的經歷：「我們討論如何把月餅製作得更
好，那是我第一次與爸爸參與活動，覺得意義重大。」

「每天都見到爸爸」最幸福
如今放學回家，子博會很自然地與父親分享所見所聞、所悲所喜，曾
經的沉默早已不知不覺間變成了瑣碎的日常對話。當問及父親辭職陪他
對他的影響時，子博難掩幸福：「現在每天都能見到爸爸啊！」這句樸
素的回答，卻道盡每個孩子的心聲—真正的父愛不是遠方的匯款數字，
而是推開家門那聲「我回來了」的溫暖。從電話裏的遙遠聲音到觸手可及
的依靠，子博的世界因父親「在場」而完整。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子龍

香港「公屋神童」鄒駿宏曾代表香港於國際科學數學奧林匹克競賽披金戴
銀，尚讀中五便以GPA3.7修畢科大物理本科幾乎全部學分，又獲得全額
獎學金，赴牛津大學攻讀四年制碩士，現正在劍橋繼續攻讀博士學
位……而「神童」的背後，就是一位默默耕耘的全職爸爸。
原本在補習行業做得風生水起的鄒生，一朝被騙，一鋪清袋，唯
有從頭開始，但後來教學環境發生改變，半日制學校改為全日
制，也就意味着補習老師的工作時間縮減了一半，收入並不穩
定。為了家庭，鄒太白天照顧年幼的兒子，晚上還要通宵返
工。

補習帶上兒子 無意中打好基礎
鄒生回憶起那時的生活：兒子上小學

前，他需要在晚上8點前完成工作回到家
中，或者與太太「交接」照顧兒子，後來兒
子上小學後，他則帶兒子去上班。「對個仔
來說會覺得很辛苦，下午三四點學校放學，
吃碗麵就跟我去上補習，坐在角落裏，一坐
就是幾個小時，兒子應該要有自己的空間，可
以看電視休息、做運動，但在別人家沒可能做
到，但從另一角度看，這對他學習有幫助，原
來阿仔一直聽我教中學生，小學一二年級就懂

得解中學的題目。」
這樣奔波的日子持續了幾年，鄒駿宏小二參加中大

「資優計劃」，他讀小四時，鄒生決定不再做補習老師，轉
而全身心照顧兒子學習和生活，「我當時想了幾點：第一阿

仔太辛苦，第二擔心浪費阿仔時間，第三也是當時有個比較好的學習機
會，我需要帶兒子到銅鑼灣上課。」於是鄒生跟太太提出這個務實的想
法，鄒太了解先生想法後更是馬上表示了支持。

工作紙堆積如山 父子努力的證明
鄒生認為，父母的陪伴和付出對孩子成長至為重要。他每天都會幫兒

子重新整理參考書內容，更注重以身作則，「買了一本書，孩子不一定
會重視，但如果他見到爸爸也這麼努力，和他花同樣的時間整理題目和學

習資料，他就會珍惜，會去做這些題。」他們家中幾疊工作紙最高的一疊逾
1.8米，是父子二人共同努力的證據。
一家人靠着鄒太每月一萬多元的薪水生活，經濟上雖然有些捉襟見肘，但明
確自己的目標，志在培養兒子「求大知識」，而非追求生活富足的鄒生，覺
得日子有盼頭。
把孩子扶上馬，再送一程。如今20多歲的兒子鄒駿宏正在科研道路上前
進，鄒生在兒子需要他的時候會適當介入，給予幫助，在兒子有自己人生安
排時，又適當退出，給予孩子自由發揮的空間。如今鄒生似是完成了全職爸
爸的使命，腳步逐漸慢下來，背影漸漸佝僂，曾經為兒子學習生活操勞的工
作台，如今多了很多藥物。現在他沒有回到課外講台，只是偶爾去送外賣，
貼補家用。鄒太則繼續工作，一家人依舊過着平淡的生活。
鄒生非常認同自己全職爸爸的選擇和身份，「我唔後悔，亦無遺憾。」他
唯一心疼太太辛苦了，「但她從來沒有抱怨過。」鄒太在一旁則未說什麼，
只是給了鄒生一個安慰的笑容。 ●香港文匯報記者 康敬

男主外、女主內的觀念依然影響着不少人，鄒生一家亦非生活在「真空」
的環境中，所以他們選擇巧妙化解。時常需要與外界接觸的鄒媽媽向香港文
匯報記者坦露自己的處世智慧與家庭經營之道：「我知道很多人會議論，費事
說啦，跟同事、跟顧客我都不會說的。」家庭分工是自己的事，營造健康的家
庭，是夫妻二人送給孩子最大的禮物。
多年靠太太一人工作支撐起家庭，鄒生坦言自己是個傳統的人，在選擇做全

職爸爸這件事上他曾經歷掙扎，始終希望自己能賺錢養家，照顧妻兒，但外人
的看法對他而言不重要，他比較重視自己的目標。「我其實沒什麼朋友，也喜歡
獨處，所以不會太在意別人的看法，也從來沒有主動跟外人或者其他家人提起過
我做全職爸爸。」

阿仔知阿媽辛苦 寫信慰勞
除了減少不必要的外界壓力，他們夫妻二人亦會用心經營關係，看到彼此的付出。

不過，在外打拚的鄒太有些許遺憾，「小時候沒能照顧到他，我有時會跟人說，有時
間多陪孩子，長大了（孩子）就有自己的空間了。」鄒生見狀說道：「兒子同媽媽感
情好的。」
鄒太亦隨即想起溫馨的回憶，她幾年前在家打掃時發現兒子小學時寫的第一封給媽
媽的信：「媽咪我𠵱 家都早睡了，媽咪你唔好太辛苦工作，雖然我沒幫你做家務，但
我𠵱 家都會改掉懷習慣，不會這麼馬虎。」耳濡目染下，年幼的兒子也懂得媽媽為家
庭的付出，如今鄒太一邊讀信，也還是會不禁濕了眼眶。
香港文匯報採訪這個看似「另類」的家庭，卻感受到許多傳統的家庭經營之道，互
敬互愛、互相承擔，一家人齊心，日子就愈過愈好。 ●香港文匯報記者 康敬

「公屋神童」老竇持家
志在助兒「求大知識」

自家分工互敬互愛 何須向外界交代

兩年「全職」陪伴家人
「融化」十年親子隔閡

由陌生到無話不談 「做餅」成破冰關鍵

近年15歲及以上
因「料理家務」

未從事經濟活動男性數據
（部分）

註：15歲及以上非
從事經濟活動人口
是指所有 15歲及

以上在統計
前7天內並無
職位亦無工作
的人士，在這7
天內正在休假
的人士及失
業人士除外。
不可隨時工作

或沒有找尋工作
的料理家務者／退
休人士等均包括

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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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

17,300人

2018年

20,500人

2021年

34,100人

2024年

38,900人

2025年第一季

41,200人

●

鄒
生
、
鄒
太
保
留
了
許
多
從
前
的
照

片
，
不
時
翻
看
。

香
港
文
匯
報
記
者
康
敬
攝

●

這
張
電
腦
枱
見
證
了
「
全
職
爸
爸
」

鄒
生
的
時
光
，
電
腦
裏
都
是
關
於
兒
子

從
小
到
大
的
學
習
資
料
和
成
長
瞬
間
。

香
港
文
匯
報
記
者
康
敬
攝

●一家三口10多年前的合照。
香港文匯報

記者康敬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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