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戰場上沒有快樂聖誕

回望澳門過去的五年

https://bit.ly/3C72wNF

這五年澳門的經歷都是前所未有的，不但受到颱風山竹，疫情我衝擊，
在經濟和政治也有重大的改變。

首先是澳門後在這五年多（2018年9月）的山竹，颱風對香港做成更大的
破壞，但對澳門門傷害並不大。這或是兩年前澳門經歷的颱風下，市民不敢對
颱風掉以輕心，做足防風措施，澳門政府也修整排水工程，組織民防隊實行了
幾次演習。

山竹對澳門破壞輕微，但是天災不限颱風，澳門發生有另一場更大的災
害 - 新冠疫情。根據維基資料，疫情共有1,837確診個案，6人染疫死亡，持續了
約三年時間。為了市民健康，政府也推出了一系列防疫措施，鼓勵市民接種疫
苗，為市民預留口罩，限制市民外遊，勸喻市民儘量留在家中，推出健康碼以確
保能有效追踪患病個案，在疫情最嚴重的時候，娛樂場所和餐廳都要關門或限
制經營，一些常與客人接觸的行業要天天做檢測，也進行了幾次全民檢測。如
今，疫情是緩解或馴化了，但還沒有真正結束，現在仍有行人戴口罩的。

疫情影響下，經濟大受打擊，特區政府財政收入也下降了，因此政府減
少開支，削減了部門的經費和資助，也減少一些對社團的資助。但現金分不但
未受影響，在疫情期間特區政府還對每名市民兩次派發共一萬六千元的消費
卷，讓經濟環境惡劣的情況下，商家和市民都得到喘息的機會。

賭場是澳門經濟命脈，而賭場牌照競投是澳門的大事，但或受到疫情影
響，全球經濟疲弱，加上賭場行業受到整頓，有兩間賭廳集團的經營者被拘捕，

幾間賭場關閉。結果昨年(2022
年）賭牌的競投除了原本六間賭
博企業參與外，最後只能吸引一
個新的競投者。競投結果是保持
原狀，原本六間博企能夠成功續
牌，續牌的條件是要他們多投資
在非博彩的項目上上。

自從香港發生了一場備受
爭議的政治運動後，澳門特區政
府加重了國家安全的重視，除了
開辦了國家安全的展覽；在教育
上，學校的課程加入了愛國的元
素； 在政治上，特區政府審查立
法會候選人，更因而否決了幾名
立法會候選人的參選資格，有的
候選人更是曾任立法會議員的。

最後，澳門近兩三年增加了對大灣區和一帶一路的關注和發展，成功實
行了澳車北上、。橫琴比以前是有更多大的發展，近日橫琴更完成了新街坊計
劃，讓澳門人以合理價錢在橫琴置業。但是，橫琴人流看來沒有顯著的增長。

畢生為婦幼權益奔走的善牧會狄素珊修女已離開人世三
年，可幸，她努力爭取的家暴法已經實行，且不斷優化改善中，可
是，仍予人跌跌宕宕的觀感。究其原因，是中西文化語境下對婦幼
權益及立法意願的差異。

輾轉間，澳門家暴法已實施六年，想當年，狄修女站在塔石
廣場，帶領一眾婦幼及專業人士遊行，爭取立法保障婦幼。途經水
坑尾時，有不少圍觀群眾說，修女怎麼可以站出來，不是應該躲在

教堂祈禱誦經嗎？亦有人批評家事用公權力介入只會破壞家庭，
更有嚴勵譴責鬼佬修女不懂中國文化家和萬事興的優良傳統。狄
修女都聽進耳裡，但是，為了站在弱勢婦幼這一邊，雖千萬人，仍
無悔前行。

最近，當大家經過東望洋斜巷時，會看到一大塊防治家暴的
宣傳板，有一個預防家暴超人阿和站在左邊，右邊大大隻字寫著，
守護全城「共」和「睦」，家庭暴力零容忍，及早求助改一生。言下之
意，既要保家和萬事興，亦想家暴零容忍。這樣的語境，充份顯示
中國傳統文化裡的和氣大於一切的傳統思維，但又想到當前的社
會，深受西方文化的人權與法治的影響，盡量求中庸平衡。

從小在講究人權法治的美國社會長大，畢生為婦幼權益爭
取的狄修女，終身奉獻愛與和平。但是，愛與和平要建基在尊重人
權的普世價值上。在善牧中心苦心經營的歷練，狄修女並沒有放
棄婦女平安回家的倡議，可是，當家仍然充滿暴力時，和睦有時變
成「和希泥」，甚至把弱勢婦幼推向家暴的深淵。

在澳門，爭取家庭弱勢人權仍漫漫長路，請毋忘狄修女的職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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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父犬兒

毋忘中西文化語境差異下 
仍然鍥而不捨的狄素珊修女

往昔中國人習慣對外人謙稱自己的兒子是「犬兒」，實際上
大多數父母心底裡都是望子成龍。如果畫虎不成反類犬，失望之
餘，受到最大傷害的不是父母，可能是被寄予厚望的下一代。 

  看過電影「年少日記」的父母，應該有很大的領悟。飾演虎父
鄭律師，無疑是一位職場的成功人士，可惜他只自己為是，忽略了
家人的感受，只懂得用成就去評定每個人的價值，無視兒子的獨
特之處，更談不上如何去欣賞其中的可貴地方。一個只懂計較和
計算的家庭，一個冷漠疏離的家庭，又怎能算是一個幸福的家庭，
最後落得妻離子散的下場，難道就是虎爸追求的結果？ 

  我們既然承認每個人都不同，也常以「天生我材必有用」來
自勉，為何對於子女的教養卻如此嚴呵？雖然「玉不琢，不成器」，
但也要看看被雕琢的玉是甚麼材料，勉而為之，最終只會玉石俱
焚。 

教宗方濟各在《以父親的心》牧函中，提及到聖若瑟這位父
親的七個特質，其中「溫良慈愛的父親」、「接納的父親」及「反映天
父影像的父親」三項，

畢生為婦幼權益奔走的善牧會狄素珊修女已離開人世三
年，可幸，她努力爭取的家暴法已經實行，且不斷優化改善中，可
是，仍予人跌跌宕宕的觀感。究其原因，是中西文化語境下對婦幼
權益及立法意願的差異。

輾轉間，澳門家暴法已實施六年，想當年，狄修女站在塔石
廣場，帶領一眾婦幼及專業人士遊行，爭取立法保障婦幼。途經水
坑尾時，有不少圍觀群眾說，修女怎麼可以站出來，不是應該躲在
教堂祈禱誦經嗎？亦有人批評家事用公權力介入只會破壞家庭，
更有嚴勵譴責鬼佬修女不懂中國文化家和萬事興的優良傳統。狄
修女都聽進耳裡，但是，為了站在弱勢婦幼這一邊，雖千萬人，仍
無悔前行。

最近，當大家經過東望洋斜巷時，會看到一大塊防治家暴的
宣傳板，有一個預防家暴超人阿和站在左邊，右邊大大隻字寫著，
守護全城「共」和「睦」，家庭暴力零容忍，及早求助改一生。言下之
意，既要保家和萬事興，亦想家暴零容忍。這樣的語境，充份顯示
中國傳統文化裡的和氣大於一切的傳統思維，但又想到當前的社
會，深受西方文化的人權與法治的影響，盡量求中庸平衡。

從小在講究人權法治的美國社會長大，畢生為婦幼權益爭
取的狄修女，終身奉獻愛與和平。但是，愛與和平要建基在尊重人
權的普世價值上。在善牧中心苦心經營的歷練，狄修女並沒有放
棄婦女平安回家的倡議，可是，當家仍然充滿暴力時，和睦有時變
成「和希泥」，甚至把弱勢婦幼推向家暴的深淵。

在澳門，爭取家庭弱勢人權仍漫漫長路，請毋忘狄修女的
職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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