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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又掘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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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中所示，澳門下環一段路程因為整治下水道而展
開掘路工程，工程時間為今年六月三十日開始，直到十一月三
十日結束。

除了下環一段封路，司打口一帶也出現掘路工程。澳門
經常都會出現掘路工程。掘路工程主要有兩個問題，第一由於
是會使用公帑，所以不必要的掘路會浪費公帑，第二個是工程
的展開會做交通擠塞，但市民更關心的，並不是公帑是否用得
恰當，而是掘路工程所做成的塞車問題。前者做成的問題比較
遙遠，但後者卻切實地影響了他們的生活和工作時間。

政府也看到了這個問題，所以幾年前已經把工程合併
起來。合併的做法有好處也有擔憂的地方，好處是由於不用重
覆掘路和鋪路，公帑應會有所節省，掘路的次數都會減少的。
至於擔憂的地方，工程合併後所需要的時間一定會比單個工
程時間長的，即使說掘路次數少了，但封路的時間會較長。協
調會浪費時間的，在協調內容上，如果合併工程是分前後做而
不是同時進行做，節省時間不會多，但會較少機會出現混亂，
另外如果由一間工程公司處理和分配合併工程，也會減少混
亂，但會出現壟斷情況。

這樣的做法看來是合理的，但理論上是這樣說的，
但實際上就是另一回事，政府至少早在2021年年頭已經
該實行合併工程，在疫情期間街上由於少了車輛，政府也
借這個機會安排了大量掘路工程。但過了2年時間的今天，
仍可見到不少地方都有掘路工程。

在今年八月份，特首賀一誠在回答議員林倫偉有關
掘路問題的質詢時，坦然回答不斷的掘路”乞人憎”，並說
政府會加強協調，避免重複掘路，他更說要落實三年不重
複開挖。

特首關注掘路問題是值得稱讚，雖然現在仍有掘路
的問題，而政策的實行也需要時間的，特首的關注只是過
了兩個多月，時間尚短未足以論成敗。但另一方面，因掘路
產生的滋擾問題長久存在，澳門政府也會關心和定出相應
政策的，如早前推出的”合併工程”做法，但是推出後未見
顯著效果。但願賀特首的關注可以突破這個宿命，改善澳
門掘路問題。

以色列和哈馬斯的戰事已經進入第三周。很多人，相信也包括教
會內的一些人，對此有著兩極的看法。在這裡，筆者想先從我們平時少
有注意到的角度去思考這件事。

本期一位同文從聖經的角度探討了以色列的由來，筆者想再往
前捋一捋。雅各伯的父親是依撒格，我們對他和他父親亞巴郎的故事，
包括亞巴郎百歲得子、亞巴郎從命獻子等故事應該耳熟能詳。不過在
學校聖經課往往沒有提到的是，在依撒格之前，他是有一位同父異母
的哥哥，叫依市瑪耳（創十六），是亞巴郎的埃及婢女哈加爾為他生下
的。只不過，天主沒有與他立約，而是與由正妻撒辣生的依撒格立了
約。但即使天主說「只有藉依撒格你的名才能傳後」，但天主也先後表
示：「要祝福他，……我要使他成為一大民族。」「我也要使他成為一大
民族，因為他也是你的孩子。」，而依市瑪耳就是阿拉伯人的祖先。

從目前局面出發，哈馬斯確實有應受譴責的地方，當中包括擄走
以色列及其他國家的平民作人質並殺害他們，又在面對以方攻擊前的
撤離令時，要求加沙地區的居民不要離開，事實上是充當人盾。但同時
我們也不應該無視加沙地區的人道狀況，這不但是始於以色列這一次
全面封鎖加沙地區。2005年以色列才放棄了加沙的「猶太人定居點」，
並撤走軍隊，但2007年哈馬斯先後經過選舉，以及與巴勒斯坦另一政
治勢力、取態較溫和的法塔赫的武力對決，取得加沙的控制權後，以軍
一直對當地的領海、領空以及陸上邊境（另外還有埃及）實施封鎖，致
使當地包括兒童在內的未有參與戰鬥（國際人道法對此有嚴格的要
求）的民眾，多年來生活的艱難的處境之中。

即使是暫未有受這次衝突波及的約旦河西岸地區，根據1993年
美國促成的《奧斯陸協定》，仍然有六成土地仍然在以色列控制之下，
且以方並未按約定在1997年歸還，巴人至今實際只是管理著165片互
不相連的地區，而以色列卻控制著水資源，更利用法律和暴力試圖迫
走他們。即便如此，生活在當地的巴勒斯坦人（包括耶穌降生的伯利
恆），都仍然要面對分隔牆﹑進出檢查站的長龍等等「日常」。

以巴的關係，在這次衝突的影響下，似乎更難以復原了。事實上，
據耶路撒冷拉丁禮宗主教皮扎巴拉樞機所言，以巴雙方早已停止談
判，雙方社會也經歷了嚴重的分化。教宗聖父作出沉重的呼籲：「戰爭
不能解決任何問題，只會播下死亡和破壞，增加仇恨，使報復倍數增
長。」他更敦促我們站在「和平的一邊」。作為聖地在信仰上的持份者、
身為基督徒的我們，即使身處萬里之遙，最起碼可以以祈禱、守齋、補
贖等方式來貢獻自己的力量，並更全面認識事件的來龍去脈，以促成
兩個民族的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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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條長逾三分鐘的短片，道盡香港津貼學校玫瑰崗中學學生，特
別是該校少數族裔學生的心聲。「致特首李家超先生的信」短片中，最後

「Please help us」的叫換終於得到特首的回應，可惜仍舊是無補於事。

香港近年適齡學生人數銳減，責任不應由學生承擔，一間現時中一
仍可以設有三班的玫瑰崗中學，情況並非最惡劣。如果以前景欠佳為由「
賣盤 」給另一間私立學校經營，就算得到補貼延續修會工作又如何？鹽失
去了味，便什麼都不是。

香港的天主教教育，強調五大核心價值：真理、義德、愛德、生命、家
庭。辦學，就是要把這些核心價值傳授給青少年，為他們日後立身處世作
準備。所以，每所天主教學校都應以此作為學校的願景與使命，而不是把
辦學作為一門生意。

李家超先生在回應學生的公開信時表示，停辦學校出於辦學團體自
身意願，不是教育局的意願，校舍是辦學團體私人土地，非政府用地，故只
能指示教育局要好好處理。

「凱撒的歸凱撒，天主的歸天主。」雖然按照天主教法典，對宗座立
案的男修會成員及其會院，教區主教僅能對法律指定的事項視察。但是法
典亦指出，主教因有維護全教會統一的責任，故應推行普世教會的共同紀

律，並應督促遵守教會的一切法律。因為，凡以教育為其使命的修會，應忠
信持守其使命。法典提出，若教區內無法提供含有基督精神教育的學校，
教區主教應設法使之成立。反過來說，如有基督精神教育的學校，有可能
蛻變為沒有基督精神的學校，教區主教是不是亦應該設法使之保存？

教宗方濟各多次強調，天主教會應該站在貧窮者、受壓迫者與弱勢
社群的一邊。玫瑰崗中學學生自發製作的短片雖然已被下架，但哭泣的玫
瑰的聲音，相信已傳達到每一個有良知的人的心中，以及高天之上！

聖祖亞巴郎早於公元前2090年已經來到主預許的福地迦
南，百歲得子依撒格，依撒格和黎貝加結了婚後，生了一對雙胞胎
男孩，名叫厄撒烏和雅各伯。雅各伯第一位妻子生下猶大，很多年
以後，第二位妻子才生下雙胞胎，即哥哥厄撒烏和弟第雅各伯。有
一次，厄撒烏打獵回來，饑渴交迫，他向弟弟要一碗湯喝，竟付出
領袖之位給弟弟。

年邁的依撒格要選出繼任人，由於視力差，看不清，以為黏
上羊皮在頸項上的雅各伯是厄撒烏，就祝福了雅各伯，使他正式
成為依撒格的繼承人，做族人的領袖。等到厄撒烏回來，準備好一
桌美味的酒席，前去請求父親祝福時，依撒格才發現自己已把祝
福給了厄撒烏的弟弟雅各伯，而厄撒烏自願流放到遠方，所以，順

理成章，雅各伯就成為以色列的領袖。雅各伯生下十二個兒子，後
來成為十二支派。

以色列子民千百年來曾多次被流放，甚至被滅，終於在1948
年正式立國。由於這樣的聖經及歷史因由，以色列立國後，法律規
定，凡是擁有以色列血統的人，不管國籍如何，都是以色列的公
民，享有以色列公民的所有權利及該承擔的義務。由於以色列立
國之難，被周邊的敵對國家重重包圍，所以，練就出以色列被批評
為好戰的國家及民族。

在舊約匝加利亞書第十二章，早已預言以色列的與他國衝
突的命運說：「看，我要使耶路撒冷成為四周萬民的醉杯；在耶路
撒冷城被圍困寺時，猶大也必如此。在那一天，我必使耶路撒冷成
為一切民族的舉重石；凡欲舉起它的，必受重傷。地上的民族，都
要聚集起來攻擊它。」講到未世言論，瑪竇福音第二十四章說：「你
們要聽到戰爭和戰爭的風聲。小心，不要驚慌！因為這是必須發生
的，但還不是結局。」

千百年來，迦南福地，尤其耶路撒冷，已經在聯合國通過受
其管理，卻成為多個不同宗教必爭之地，可是，以色列一舉將其立
為首都，加諸眾多的前因後果，宗教、教派、歷史、政治等錯綜複
雜，釀成以巴之間極其殘酷的衝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