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母親節是新冠疫情恢復常

態化管控的第一個母親節。作為

香港市民較為重視的一個節日，

多名因疫情控關多年未能與母親過節的居內地港青，紛紛返回香港陪

伴媽媽過節，以補償過去三年來的「虧欠」。他們表示，過去三年能

夠面對面對媽媽表達愛與關懷的機會太少了，希望媽媽永遠身體健

康、心情愉快是做兒女最大的心願。

◆香港文匯報記者馬靜、敖敏輝 北京、廣州報道

��頌揚母愛

復常返港補孝心
「媽媽健康最大心願」

港青感激母親支持北上創業 承諾今後多回家陪伴

◆香港文匯報記者馬靜、敖敏輝 北京、廣州報道

「在我心裏最重要的節日有三個，春節、母親節
和父親節。內地創業七年，不能在香港常常

陪伴父母，疫情三年連見面機會都非常難得，更別
說陪母親過節了。所以，今年全面通關後，我就想
着一定要回港陪母親過節。」在京港青、北京真機
智能聯合創始人李興龍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
表示，今年還特別帶了岳母一起到香港，「過去三
年我們能夠面對面表達愛和感激的機會太少了。一
定要陪自己的兩位媽媽過了一個難忘的母親節。」

居京港男帶外母赴港 兩媽媽齊過節
李興龍說，自己還專門為兩位媽媽準備了貼心的

小禮物，又請她們和家人一起聚餐。「兩位媽媽都
是比較傳統的人，平時對我們也沒有提出一定要陪

伴過節的要求。但是今年陪她們一起過節，我能感
到她們還是非常開心的。」
李興龍是香港中文大學計算機科學學士、英國倫
敦帝國理工創新企業管理碩士，當年就業機會很
多，但他仍在2016年選擇北上到北京創業。幾年
來，他已經從最早到京時與人合租發展到現在成為北
上創業港青的優秀代表。他說，當初選擇到內地發
展，媽媽就非常支持，對於不能常年陪伴更是沒有任
何怨言。「吃飯的時候，媽媽還講了我小時候的一個
故事，說我在讀幼稚園參加一個表演時，就一定要朗
誦《遊子吟》。但沒想到，如今我真的就是那個在外
的遊子了，我就知道她一直牽掛着我。」
李興龍說，最開心的是，自己在灣區也開始有了

項目，加之現在全面通關，以後可以多一些時間回

家陪伴老人。「其實從深圳到我家車程也就一個多
小時。以後回家過周末也不是沒有可能。我還打算
帶媽媽到北京旅遊，爬爬長城，逛逛故宮，品嘗美
食，好好陪陪她。」當香港文匯報記者讓李興龍給
兩位媽媽送上一句節日祝福時，他說：「其實特別
簡單，就希望她能身體健康。」

居穗港青視母作榜樣 給予創業力量
在廣州創業的港青謝子超特地提前在13日帶着妻
子和一雙兒女回到香港，期待給媽媽過一個愉快、
溫馨的母親節。作為手信，謝子超為媽媽帶了很多
內地特產小吃，而身為藥劑師的妻子則帶回來很多
藥材，「媽媽身體健康，是我們最大的心願。」謝
子超說，「媽媽今年72了，只有到父母身邊，才真

切感受到，原來媽媽真的蒼老了。」
而在謝子超讀書時隨父母移居西班牙的記憶中，
媽媽是非常能幹的，「父母在那裏開中餐館，媽媽
是典型的中國家庭主婦，勤勤懇懇，任勞任怨。爸
爸不會炒菜，剛開始，所有的餐品都是媽媽一手操
辦，那個汗流浹背的背影，留給我深刻的記憶。」
這也讓謝子超從小就記得，創業和工作需要的都是
辛勞的付出。
2020年，在馬德里從事旅遊和投資移民的謝子超

攜妻子回到廣州創業。如今，謝子超作為中國與西
班牙的文化交流使者，從事私人定製旅遊、遊學，
也會接中英西翻譯等工作，「和媽媽一樣，我靠自
己的一雙手創業。媽媽就是我的榜樣，給予我力
量。」謝子超說，「希望媽媽永遠健康。」

9歲女傾囊哄母
職場港媽：多辛苦都值

視覺藝術家返港侍病母
「陪伴就是最好的愛」

「世上只有媽媽好，有媽的
孩子像塊寶」。這首童謠相信
很多人都聽過，但對於大多孩
子來說，理解媽媽的好和親身

去感受當媽媽的這份「難」，是兩個截然不同的事
情。今天是我人生第一次以母親的身份過母親節，
但比起渴望聽到若干年後，自己的孩子對自己說一
聲節日快樂並送上一份禮物，今天我更想對自己的
媽媽說：「母親節快樂，您辛苦了！」

親友關注寶寶唯母關心女兒
今年4月初，我在老家汕頭順利誕下寶寶，選擇
回醫療條件沒那麼好的老家生產，而不是深圳，潛

意識裏是覺得有媽媽在，想想都覺得踏實。事實
上，產後的我選擇了月子中心，三餐有專人料理，
寶寶有專業的育嬰師陪伴。但我的媽媽還是有點擔
心，便也帶着簡單的衣物和我住到了一起。
媽媽的選擇並非多餘，至少在我生完寶寶後，當

其他親朋好友都在關注寶寶時，媽媽會在一旁不時
會摸摸我的額頭，關心我是否不舒服，是否渴了或
者餓了累了。因為，即使倍受呵護的我，第一次當
母親，依舊覺得每天都在遭遇新的挑戰和問題，光
是半夜起來餵奶這件事，就足夠讓人覺得筋疲力
盡。
凌晨十二點、凌晨三點、凌晨五點……每次當我

因寶寶哭聲艱難起身的同時，睡在一旁的媽媽會比

我更快起來，抱起寶寶送到我身邊。而每當我為母
乳產量不足，怎麼都餵不飽寶寶而懊惱不已、瘋狂
喝催奶湯水時，媽媽會和我說「要不算了吧，奶粉
也很好，你養好自己身體更重要！」
我愛我的寶寶，媽媽的一些好心的勸阻對我而言

是不能接受的，「為母則剛」這四個字以前只是看
過很多事例，如今是在切身體驗。但媽媽也同時愛
着她的寶寶。就這樣在初次當媽的一個多月時間，
我時時會因為當了媽媽而感到疲憊，同時也在時刻
陷入來自媽媽照顧的甜蜜中。我突然明白了，只是
媽媽才能理解當了媽媽的女兒有多不易。即使這種
不易相比起媽媽初當母親時已經好太多了。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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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了媽媽才懂為母難

▶母親節當天，
謝子超夫妻（左
一及右一）和媽
媽、爸爸在香港
團聚。 ◆李興龍（右一）陪兩位媽媽和家人一起在港共度母親節。

◆Shirley和9歲女兒芷茵。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望賢深圳報道）這個母親節，在
深工作的視覺藝術家、港青宋為弄過得並不輕鬆。母親病
重，早已不能進食說話，趁節日特意回港與哥哥一起陪伴母
親。對她來說，在家中共處，簡單就是最美，陪伴就是最好
的愛。
「媽媽年輕時很時尚，常到髮型屋洗頭做造型，以前明星
的蜂巢頭、omega頭……她全都梳過，還經常到影樓拍照留
倩影。」宋為弄回憶母親年輕時的身影，滿滿的懷念。
宋為弄表示，母親是華僑，在親戚介紹下認識在香港的父
親，「她去香港旅遊見他，之後書信來往，遠程談戀愛，結婚
後才搬到香港一起生活。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飛機票貴，她
算是挺前衛。她常常做義工，拿了很多義工獎」。
父親20年前離世，母親也多次患癌，原本醫生說最長只

能活多三年，但母親仍撐到現在，大家都格外珍惜在一起的
時光。「幾個親戚上個月還從不同國家飛到香港探她」。
母親年輕時愛打扮，如今因為生病手術頸上有傷口，不想
拍照，作為視覺藝術家的宋為弄，特意為母親做了一張紀念
卡片，印上母親年輕時的倩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薇深圳報道）港媽
Shirley 今年收到了一份特別的母親節禮
物——9歲女兒芷茵用自己存了一年的零用
錢，為她購置了一條價值3,000元（人民幣，
下同）的項鏈。

女兒眼中媽媽會發光
Shirley特意把女兒帶自己去購物的全過程拍

下來，並發到微信朋友圈：女兒首先跑進名錶
店，指着一隻手錶問店員哥哥價錢，哥哥說23
萬元，女兒當場就說「太貴了，我買不起」。
隨後母女到了一家名牌店，問了一圈，店裏都
沒有她買得起的包包。最後，她們來到水晶首
飾店，這次女兒學聰明了，逐件產品問價，終
於找到了一條3,000元左右的項鏈。
「她給我選擇了一條包裝上有太陽的盲盒項

鏈，一方面是希望拆盲盒有驚喜，一方面是那
個太陽寓意媽媽會發光。」Shirley稱，這3,000
元的積蓄是女兒過去一年的獎勵所得，包括做

家務、學習獎勵、壓歲錢等，平時存在
銀行裏，有需要才提取。女兒花錢一向比
較謹慎，這次願意一次過把所有存款用來給
自己買禮物，Shirley表示十分驚訝，「一開
始是她提出要給我買禮物，因為她覺得媽媽又
要上班又要給她做飯，還得指導她學習特別辛
苦，是個全能媽媽。但我沒想到她毫不猶豫就
花掉了自己所有存款。那一瞬間，我感覺孩子
一下子就成長了。這讓我覺得當媽媽的辛苦一
下子就值了！特別暖心、知足。」

根據中國國家統計
局數據顯示，2021年
中國人口出生率為
7.52‰，僅僅一年時

間 ， 至 2022 年 這 個 數 值 便 變 成 了
6.77‰，自然增長率為-0.6‰，也是中
國61年來首次出現的負增長。這意味着
越來越多的中國女性不再願意當媽媽。那
麼是否我們需要檢視一下，高速發展的經
濟社會，是否給足了適齡女性生育和生存
的空間呢？

儘管官方多次表態，隨着人口素質的提
高，中國的人口紅利正在轉變成人才紅
利。但從全國到各地方仍然積極出台刺激
政策，例如實施三孩生育政策，配套生育
支持措施。各地也根據自身情況積極推
出，輔助生殖入醫保等措施。但收效甚
微。

事實上，隨着經濟的快速發展，女性的
生存壓力可能是導致生育意願降低的主要
原因。比如，掏空6個錢包再背負大量貸
款所購的住房，是否破壞了一個家庭適齡
女性安心懷孕生產的經濟支撐？再比如，
儘管有勞動法等相關法規的保護，一些企
業是否有在招聘時對求職女性婚育有過顧
慮？如果說這些都是從家庭個人或企業經
濟效率等層面考慮，筆者的一位設計師朋
友則是遇到了第三種。

「我跟社會脫軌了，我想多接觸接觸
人，重新融入進來。」曾經意氣風發的設
計師生子後如此彷徨，令筆者很心痛，但

事實上在她求職時，很多設計公司以不能勝任高強
度工作為由拒絕，有的乾脆表示對她設計理念並不
感興趣。

社會快速發展固然重要。但我們需要認清的
是，人類文明的繁衍，必然離不開人作為傳遞媒
介，當所有的女性都迫於生活和工作的巨大壓力
而無暇或不敢生育時，那麼人類的文明就也不能
持續。如何才能為女性在家庭與事業之間切換做
足工作和保障，可能才是保持人口增長最實際的
工作。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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