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又是一年一度的父親節，還記得母親節時幾乎每個人都歌頌母愛之偉

大，每個人都表達對母親的養育之恩。但比起母親節，父親節對父愛的歌

頌、對父親的祝福顯得冷清。今期《教育佳》訪問了一對分隔香港與內地的

父子，父子兩人分享長期分隔兩地的點滴，希望各位小朋友讀完之後，可以

藉着父親節，和自己的爸爸說句 「父親節快樂」 ！
教育佳記者 古嘉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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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分隔兩地 無阻父子感情
「從小到大，父親在我的眼裏一直是沉默寡言的，自

己也很少跟父親溝通，有時候打電話也是和父親說不了幾

句，不知是因為沒話說還是我們都把話放在心裏。」 田杰

是一名土生土長的香港人，惟父親長年在內地工作，從小

兩父子的相處時間有限，卻無阻田杰對父親的尊敬。

羅湖關口次次都大排長龍，需要4至5小
時去完成過關手續，方能父子團聚。

早在90年代改革開放時期，年輕的田爸爸為了自身前

途發展，毅然選擇北上工作，成為了家庭的重心經濟來源

及支柱，但此舉意味着要和住在香港的父母和妻兒分居兩

地。田杰憶起童年，指當時每個周末都需坐上前往羅湖的

火車，笑言 「羅湖關口次次都大排長龍，需要4至5小時去

完成過關手續」 ，方能 「父子團聚」 。雖然小時候曾抱怨

周末不能與朋輩玩耍，但他形容，每周兩天的相處時間是

童年時的他最期待的日子。

「我們這代人大多對父親都是敬而遠之，兒子怎麼可

以和父親摟摟抱抱，特別是對於中國人來講，在表達上會

存在着種種障礙。」 田杰和父親都是不善於表達自己感情

的人，習慣了掩飾自己的情感。記憶裏，從沒有過跟父親

撒嬌，也不會有嬉笑，甚至連牽手擁抱都不曾有過；不會

說溫情的話，更不用說愛了。但在他的眼中，田爸爸是一

位 「合格的父親」 。

記憶中和兒子最開心的瞬間是他第一次
叫爸爸。

「父親」 兩個字對田杰而言，代表了 「責任」 。從小

到大，田杰從不會因成長期間父親不能隨時陪伴在身邊而

提出抱怨，直言 「父子之間，是有一種心照不宣的情

感」 。他深信父親即使遠在內地，仍無阻兩父子的感情，

清楚明白到父親沒有陪伴他成長，全因父親背負了照顧家

庭的責任，對父親 「心懷感激」 。

田爸爸早年北上工作，錯過了不少和家人相處的時

間，心感惋惜，直言 「欠咗佢哋」 ，但對於田爸爸而言，

兒子成長的點滴都憶在心頭。 「我還記得他出生當天，因

工作關係，未能第一時間到醫院。」 當田爸爸風塵僕僕趕

到時，看到兒子的第一眼，十分感動，笑言自己當時說了

一句 「我要做老竇啦」 ，而記憶中和兒子最開心的瞬間則

是 「佢第一次叫爸爸」 。視像通話裏的田爸爸臉帶微笑，

彷彿細細回味兩人相處時光。

父母和子女之間不應該有代溝的，是可
以像朋友一樣相處。

採訪當日，田杰身穿運動服，胸前的 「五星紅旗徽

章」 引起了記者的注意。問及家國情懷是否源自父親的教

育，田杰笑言 「或多或少有影響」 。他形容父親善於身

教，以一個教練與示範者的身份，在日常的舉手投足間，

唔使等到父親節！
表達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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