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評論：被遺忘的五月節日

(此為原文，文章部分內容在2017年5月27日發表於「香港01」，題為《爺爺不一定是爸爸的爸爸？促進兒
童福祉需更有效支援家庭》，網址: https://www.hk01.com/article/93685)

文：蔡蘇淑賢（香港保護兒童會總幹事）

不要誤會，我不是說農曆的「五月節」(端午節)，而是新曆五月的節日。新曆五月總會令人想起母親節，
不過其實五月有另一個全球性的節日—－國際家庭日。家庭是兒童成長的重要支柱，來自家庭狀況不佳的
兒童，成長路往往崎嶇難走。聯合國有見及此，將每年的5月15日定為國際家庭日。由於國際家庭日通常
與母親節十分接近，在母親節商品化的大潮下，幾乎完全將國際家庭日蓋過，備受遺忘。聯合國設立國際
家庭日的目的是「為了使人們更好地意識到家庭在為兒童和青年提供兒童早期教育和终身學習機會上發揮
作用⋯⋯突顯照顧者的重要性」，簡單地說是強調家庭(尤其是照顧者)對兒童的成長至關重要。今年國際
家庭日的主題是「家庭、教育和福祉」，對香港而言尤具意義。

外傭是家庭成員嗎？

家庭在香港是個複雜的概念，有負責研究的同事分享，他們設計問卷時其中一個令人頭痛的問題就是問及
家庭人數。就家庭人數來說，其中一個最常令回答者產生疑問的是「究竟是否包括外傭」。基於沒有血緣
及婚姻關係，嚴格來說外傭並不是家人。然而，外傭由朝至晚為為一個家庭工作，並與家人同住，外傭留
在家中的時間往往較其他家庭成員為多；對於一些孩子來說，與外傭相處的時間甚至多於父母。是否視外
傭為家庭成員之一或者因人而異，但對於育有幼兒的家庭來說，外傭對幼兒的成長有很大影響應該是共識。

日常與聘有外傭的家長交談，又或在互聯網瀏覽相關討論區留言，不難感受到家長的無奈。既要雙職工作
維持生計，又擔心外傭照顧孩子的質素。外傭與孩子同住，無論是否作為主要照顧者，都承擔著不同程度
的教養責任。筆者同意不少外傭對孩子具有愛心，但基於其本身的文化、生活習慣及價值觀與本土存有一
定差異，且未經照顧幼兒的專業訓練，照顧孩子的水平實在參差得很。因此，外傭照顧孩子往往產生諸多
不良效果(日後再另文討論)。筆者想強調的是當我們討論家庭對孩子成長的影響時，往往忽略外傭的部分。
然而，卻有近4成育有幼兒的家庭聘有外傭，其影響實在不容少覷。

2+1或者2+2已成過去？

香港家庭的另一個發展趨勢是家庭關係愈來愈複雜，未婚生子、同居、離婚、再婚較以往普遍。成人轉換
伴侶本屬兩人之間的事情，然而當育有孩子後，便涉及孩子的福祉。行文至此，令我想起一個關於複雜家
庭的真實故事。故事的主角是一位有行為問題的幼稚園學生，每天他與弟弟一起由爺爺帶上學。由於經常
有行為問題，所以老師也就深入了解其家庭狀況。原來哥哥是母親與男友所生，母親在哥哥出生不久便與
男友分手，之後結識了第二位男友，又與其生下弟弟。母親與其男友也許工作忙碌，將兩兄弟交給男友的
父親照顧。可想而知，對年紀小小的哥哥而言，家庭充滿不確定及缺乏安全感，行為問題因此而生。不過，
故事尚未完結，最後母親還是跟第二任男友分手，不過哥哥卻繼續由沒有血緣關係的「爺爺」照顧。

讀者或會說，這類故事只是鳳毛麟角。筆者提及這故事只是想突顯今天的家庭已不再是典型的父母加上一
或兩個孩子(2+1或2+2)的形態，單親家庭愈來愈多，粗離婚率由1991年的1.1上升至2013年的3.1。更甚者，
一些家庭形態已超出我們想像，而孩子卻每天活在其中，小小年紀便要承受非一般的壓力。如果說兒童的
福祉建基於家庭，則其根基已經愈來愈脆弱。

寄望香港的一線轉機

要促進兒童福祉，首要充實家庭。然而，我們沒有歐洲國家的育兒友善措施、亦沒有新加坡的鼓勵三代同
住的房屋政策，更沒有台灣對親職教育的重視（台灣有家庭教育法及家庭教育中心）。尚幸香港還有一線
轉機，候任特首林鄭月娥在其競選綱領中提及「⋯⋯政府在制定政策時須恪守以下的理念：愛護兒童、支
援家庭⋯⋯」，並承諾會成立「兒童事務委員會」，匯集政府部分及兒童權益相關團體，共同處理兒童成
長所遇到的問題。此外，立法會亦設立了「兒童權利小組委員會」跟進兒童權利有關事宜。希望在不久的
將來，在行政及立法機關的共同努力下，再加上民間團體的支持，能夠制訂更有效支援家庭的措施，讓家
庭發揮應有功能，培育兒童健康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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