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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6A	張俊傑

    我們中國人，我們有「家」的觀念。

    「家」是每一個人的根。當你兒時還在牙牙學語，它已經給你數之不盡的養份，

令你快高長大。

    「家」是每一個人的蔭，當你面對社會的風吹雨打，只要回家，它就會無條件為

你遮風擋雨。

    「家」亦是每一個人的葉，當你身心疲憊，心力交瘁，它可以替你吸收陽光，為

你重新充電。

    「家」給你力量    我贊同，縱然我已經沒有家。

    平日家人各有各忙，到農曆新年，一家人都總會聚在一起。平日少見，難得團

圓，自然倍感溫暖。今年的農曆新年市道好轉，又適逢西方情人節，大街小巷都

擠滿了人，大家扶老攜幼，拜年慶祝，一片喜氣洋洋的氣氛。但在繁華景象的背

後，有很多人卻觸景傷情，因節日而份外感慨和無奈。其實社會上仍然有很多人無

「家」可歸。

    曾幾何時，我也有一個家，一個一家四口的安樂窩。雙親忙於工作，姐姐上了中

學，小學時的我已學懂自己起床，梳洗，別的同學還不懂開煤氣爐的時候，我已經燒

菜做飯。我不怕火，不怕熱，最怕的是換石油氣，過往住在山區，用的是罐裝石油

氣，煮食燒水都要靠它，用完一罐，就得馬上更換。爸媽不在家，我是男丁，這個責

任推不了。每次換氣，瓷磚上都會留下兩道由廚房至後園的鐵鏽括痕，氣瓶二三十磅

重，力氣不夠搬不動，惟有拖行。

    雖然環境不算好，間中有爭拗，但一家人總算齊齊整整。

    好景不常，由於爸爸性格剛猛，酒後瘋人瘋語，偶對媽媽拳打腳踢，最終我成為

單親兒童。爸爸是資歷甚深的公務員，是家中的經濟支柱，隨著爸爸的離開，家中的

收入自然減少，過往的華衣麗服、潮流玩物都消失。媽媽收入不高，要肩責姐姐和我

的學費、生活費、屋租、水電雜費等等，可謂百上加斤。八千元的薪水，七除八扣後

所剩無幾。媽媽是傳統女性，分了居，不願離婚，不論我跟姐對她如何規勸，她都不

為所動。理論上，我的家庭總收入遠高出申請綜援津貼的好幾倍，但實際收入卻幾乎

無以維生。我十五歲初嘗了貧窮線下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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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成集

    中五時我當上第一份的兼職，漢堡包快餐店，時薪十七元，一個星期五天，一放

學就趕上班。會考時，我還在公司廚房內偷看筆記，日子雖苦，不過我認為有意義，

也值得。三年以來，我轉過無數工作，逃學去上班，上班卻為了掙錢上學，真諷刺。

    常言道否極泰來，三年半之後，我跟久違的爸爸接觸，把這幾年的經歷告訴他。

自此我戶口每月都會收到一筆生活費。

    對上的三個農曆新年，由年廿五到大年三十晚，我都會跑到年宵市場做工。工作

辛苦，勞碌奔波，不論是搬搬抬抬，定價叫買，全都包辦，每年最後都喊壞了嗓子。

年初一早上，媽媽會打一通電話給我，我連跟她說拜年的一句「身體健康」都發音不

準，眼淚就呱啦呱地跑出來，但想到辛苦背後，可以減輕母親的重擔，一切都是為了

一個家。就算再辛苦，我都覺得值得。

    今個農曆新年，我手上拿著錢回頭一看，發現原來我的家早已變得有形無實。各

人在這幾年間都建立了一套自己的生活方式，新年時她們早已準備好自己的節目，只

是我過往都忙著工作，毫不察覺家庭的變化，假期沒有人理會我。結果年三十晚只有

我一個人在家，當人人在家準備團年飯，我卻無可奈何，和麥當勞叔叔團年。當晚我

差點兒就包場，一般團年飯有雞有魚，於是我特別點了魚柳飽和雞腿包；團年有湯

水，我有汽水；團年有髮菜，我有生菜，自得其樂，渴望找到苦中的一點甜。就在那

晚，我親切體會到什麼叫「金錢買不到快樂」。過年後，友人說：「又是鮑魚，團年

又吃，開年又吃，快生厭！」無心的一句話，有心人聽進心裏，百般滋味在心頭。

    人必須要學懂感恩和知足。人生的路本來就是荊棘滿途，崎嶇不平，你可知你眼

前所得來的那份安穩和歡樂其實來之不易。在你背後，家人無時無刻替你抒憂解困，

為你披荊斬棘，引導你如何走未來的路。「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新一年，對

爸媽好一點，日常多一句的問候，多一句的答謝，珍惜眼前人。雖然這一刻我沒有

家，但我對家仍然抱有希望，我昐望未來能成家立室，如今做不到兒子的身份，就期

昐未來用爸爸的身份去重新種植這一棵能夠給你力量，不怕風吹雨打的大樹。

教師回饋： 平淡中見辛酸，描寫細緻感人，內容首尾呼應，善用對比手法，活現在困境
中不甘低頭的鬥志；「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
同學肩負的「大任」不知已否降臨？（曾達輝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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