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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確實充滿許多風浪，上帝雖有止住風浪的大能，但祂更願意帶領

我們跨越風浪前行，經歷祂的同在。

人生抉擇

我們夫婦二人自十年前因工作關係已沒有長居香港。我倆的工作是透

過香港一間機構安排聯繫，再由我們所屬的機構派遣到海外工作。由於我

們的狀況相對複雜，要永久離港遷居外地可算是天方夜譚。2020年更因疫

症蔓延全球，所有出行計劃都得擱置。直至在遠方的工作中心重開，允許外

國人歸去，我們才再度起行。

我們曾將移居他邦的想法告知所屬機構，當時大家都只着眼於行政層

面上的實際安排，及預視可能出現的問題，至於更深層次的，都盡在不言

中。另一方面，在我們心裏亦不乏對在港機構和團隊、留港家人等，充斥着

愧疚，更不敢期待他們完全支持我們的決定。然而，沒有人向我們表達不

是，始終尊重我們的決定；這種無言，是對我們最大的接納，是從上而來的

胸襟。相信這也是不少離鄉港人的心路歷程。

風浪裏漂流

2022年，我們需從工作中心回港打點、收拾，卻因接種疫苗證明的認

小量、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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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問題，遲遲不能入境香港。我

們經歷重重困難，輾轉在準備

移居的國家再度接種，最後終

取得入境香港的防疫資格。

在 處 理 疫 苗 證 明 的 同

時，我倆也在等候移居地批出居留

簽證，才可回港。那段日子約有三個多月，我們分別在四處不同

的地方居住。居所是留下來最大的問題，且沒有不花錢的便利方法；不是租

住，就是購置。我們也想不了太多，只有趁初夏將至，珍惜天朗氣清的日子

外出走走，認識這片陌生的地土。一次閒逛中認識了一對剛從香港來的夫

婦，豈料他們的出現，也寫在我們的移居誌上。

居留簽證批出後，我們便安排回港的航班及隔離酒店，當中幾經波

折，卻見上帝恩待，例如住所租期與啟程日期能無縫銜接。回港匆匆四個

月，雖說已有近十年沒在港長居，斷捨離式的執拾也不只一次，這次卻是徹

底清空！我倆已年紀漸長，每人只能拿一個行李箱，所以最後伴隨我們再

次踏上旅途的，就只兩個行李箱所能承載的東西了。過去辛勞所得盡都撇

下，走到異地，一切重新開始。我們再次感悟將來回歸天家的路上，甚麼都

不須攜帶。

同在同行的主

感謝主，在漂蕩的歷程中，上帝依然讓我們繼續參與工作中心的服侍，

這是何等的恩典。此外，在新環境找居住的地方談何容易，但我們卻可在

移居後的首13個月，租住那對香港夫婦家中閣樓的房間，直到遷至自購的

居所。只是，覓得合適居所並等候八個月後，卻換來律師建議撤銷買賣。結

果固然叫人氣餒，感恩他是一位盡責的基督徒律師，沒有為了促成買賣而

忽視我們的權益。失望之餘，惟有重新努力尋找合適居處。最終，我們搬到

現時的居所又是13個月了，也往返了工作的國家一趟。

儘管我倆早已習慣在外地生活和工作，要從頭在陌生地方定居下來，

卻是另一回事。沒有熟識的語言文化、欠缺親密的社交圈子；看來很簡單的

作者看見彩虹便想起上帝的應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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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也需要由零開始摸索，花上許多心力才能完成。當中感到最不自在的是

變得又聾又啞；加上年紀漸長，要適應異地氣候環境，身體感到有點吃力。

某天早上，丸子右眼突然變得模糊，四處走訪尋求幫助，感恩最終順利進入

專科醫療系統。我們開始接納自己的限制，放慢自己的腳步；或許我們要活

像小孩子般，每樣事情都要虛心學習。在這段日子裏，上帝的話語成為我們

腳前的燈、路上的光，讓我們在黑暗的環境中，仍能辨別光明的方向。

回望上帝與我們同行的腳蹤，全是恩典。面對種種突如其來的困境，人

只能按着一己的識見來籌算。惟我們深知上帝是背後的指引者，祂的手親

自幫助我們跨越每一個障礙。緊記祂深恩的同時，也讓我們忘記背後，努力

面前，向着標竿直跑（參腓立比書三13-14）。我們在這裏建立的家，是一個

有祂同在的家；願讀者認識並信靠這位真實的上帝，得着無論身處何方都

可經歷祂同行的恩惠。█

攝影及經文：劉業德

每早晨，這都是新的；祢的信實極其廣大！

（耶利米哀歌三23）

聆聽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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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淑貞
走過遷徙失落的動盪旅程─

移民家庭與青少年的適應

短短數年，這城彷彿經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去與留的討論與掙扎

之間，移民潮似乎仍未有停止跡象。不少是父母帶着年幼子女舉家移民，連

根拔起，一同移植到陌生的土壤，不難想像那份內外交戰的動盪與不安。

移民除了要面對地理上的改變、語言障礙、文化衝擊、生活變化等困

難，更要面對各種不同層次的「失落」（loss）—人際關係上，與親朋好友

異地分隔，脫離熟悉的支援網絡；物質上，沒有了穩定的居所和收入；抽象

形式上，自我角色和身分、社會地位、歸屬感、安全感，甚至未來計劃與夢

想，也可能隨之消失……人在面對失落時，或會出現痛苦的哀傷（grief）反

應，如傷心、難過、憤怒、罪惡感、內疚或絕望感等複雜的情緒感受。

這種「遷徙的失落」或「移民的哀傷」（migratory grief），某程度上可

視為一種「創傷」，可以影響身心靈健康，引發不同的情緒或精神問題。面

對種種有形或無形的失落，都需要經過哀悼和療癒過程，才能安然踏進新

的生活，重尋新的意義。

然而，移民適應的過程因人而異，父母或子女各有不同的困難，加上家

庭發展階段的變化，及成員間互動模式的張力，移民家庭面對的挑戰殊不

簡單。家人之間如何能互相支持，成功穿越波濤起伏的動盪旅程？本文將

從移民青少年的適應及情緒狀況作探討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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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地的內外衝擊

適齡學童在移居後的短時間內，會被安排進入陌生的學校，適應全新

的教育制度。遇有適應困難，情緒問題便會陸續浮現。以筆者及輔導同工

所接觸的家庭求助個案為例，有些青少年拒絕上學、失眠、抑鬱，較嚴重的

更出現強迫症、自殺傾向、自殘行為，如𠝹手、用頭撞牆等，當中較多為初中

學生，移居英國由數月到兩三年不等。

正值青春期的青少年，不單要應付身心發展上的極速變化，還要面對

外在環境的變遷，在移民適應上的挑戰較為複雜。根據艾瑞克森（Erikson, 

1968）的心理社會發展論，青少年期的其中一個「人格發展任務」是「自我

身分認同」（self-identity），即自我辨別、自我認識和建立自我身分。他們

透過朋輩羣體的互動，留意別人對自己的評價而自我區分，包括性別、性

格、角色、價值觀及人生路向等，以獲得自我認識和認同。若未能完成這個

階段的任務，或會形成「身分混淆」（Erikson & Erikson, 1997/2012）。

移民青少年在陌生的學習環境中，由於語言或文化差別，短時間內難

以融入朋友圈子，既缺乏朋輩間的認同與支援，亦失去羣體的歸屬感；加

上學習適應和表現上的落差，頓時失去自信，感到迷失、孤單和焦慮。另

外，因地域及交通上的限制，有時需要依賴父母駕車接送，相對昔日在港的

便利，外出或自由探索的機會大大減少，難免感到受困。當情緒負荷過重，

又未能好好調節疏導，便可能出現身心不適的狀況及行為問題。

家庭系統的張力

從家庭治療角度來看，青少年的問題行為與家庭系統動力有密切關

係。薩提爾（Satir, 1988/2006）將「家庭視為一個系統」這方式去理解家

庭成員的問題。當「問題成員」出現，家人之間的互動溝通、角色功能、夫

婦關係，以至教養方式等，都是重要的介入項目。

移民家庭的每個成員都費盡心力適應新生活。就父母來說，需要面對

個人身分角色的轉變及現實上的難題，他們未必能夠重操故業或從事自己

專長的工作；同時，他們在家庭中的崗位和責任亦難免有變，或要承擔更多

家務或子女照顧的責任，甚至主內或主外的角色亦會隨時來個大逆轉，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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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向的慣性相處模式受到衝擊。若夫妻關係問題一直未處理，沉重的適應

壓力下，衝突將會更為明顯。

當青春期與中年期相遇

另一方面，按家庭發展階段，當「青春期」遇上「中年期」，便可能是家

庭裏發生最大衝突的時候。

正在建立身分認同的青少年，需要發揮自主性，漸漸脫離對父母的依

附；而處於中年危機的父母，若缺乏安全感，容易因失去對子女的控制權而

焦慮，或難以忍受孩子在過程中犯錯。這樣的話，青少年難以學會承擔責任

和建立獨立的身分認同。

成人的了解和陪伴對青少年的適應與成長，攸關重要。面對移民生

活，父母自己抱持甚麼態度？是否有足夠的自覺和彈性面對各種內外轉變？

如何引導子女一同理解移民的目的和意義？夫妻間的關係是否穩定？能否

建立有效的互動溝通、有商有量解決問題？再者，管教子女的方式是否一

致？能否恩威並施，提供足夠的愛護和引導，讓子女有勇氣面對風浪，探索 

人生？

失落的哀悼過程

不論對成人或孩子，移民都會產生忐忑不安及難以言喻的缺失感。

失落的各個部分都需要經歷接納、哀悼的過程，失落者才能重新感到「完

整」。參考Worden（1995）提出哀傷的四個任務，或有助移民家庭一同面

對重大的失落，找出應對的方法，適應新生活。

接受失落的事實：承認和了解所失去的人事物，與熟悉的親友和地方好好

話別與道謝；

經歷悲傷的痛苦：覺察、認知、接受和表達感受，家人互相包容和體諒，容

許情緒有自然流露的空間；

重新適應一個「失去」的新環境：放手，轉化過去的關係，回顧和重新認識

自己，在不同文化中探索自我身分；

將情緒的活力重新投注在其他關係上：發展新的方向，建構新的身分；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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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的文化，建立新的支援網絡，好好生活。

各種抉擇，都有取捨。移民，在得與失之間，可以是一個自我發現、重

整生命的機會；而一家人在波濤起伏中，共同經歷生命裏的愛與痛，重新互

相認識，學習共存，也是一趟難能可貴的人生旅程。█

（作者是私人執業輔導員。 

本文原刊於 CGST Magazine 第 30 期，本刊蒙允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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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向山舉目；我的幫助從何而來？
我的幫助從造天地的耶和華而來。

（詩篇一二一1-2）

影照
世情

攝影及經文：李鳳珍攝影及經文：李鳳珍攝影及經文：李鳳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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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自 瑞 士
的 人

移居地故土情

美國威斯康辛州有一個瑞士風格的小鎮— 新格拉魯斯（New 

Glarus），整潔的街道旁是瑞士風格的房屋。這小鎮建於1845年，當年有一

批瑞士移民來到美洲，在這個地方建立了自己的村莊。他們的建築風格，

依然有家鄉遺風，像極了在瑞士散落於阿爾卑斯山雪峰草坡之間的木屋：

粗大的木頭在房子構造上非常顯眼；他們的故鄉在阿爾卑斯山的同名山谷

中，也有這樣堅固實用又美觀的建築。 

這裏有一家瑞士風味的小餐館，做典型的瑞士山區風味，材料裏有許

多乳酪，風味粗獷，讓人想起大雪封山的時候，一家人圍坐壁爐旁，將儲藏

的乳酪拿出來，土豆和肉類在爐火上烤得焦黃，再將融化的乳酪澆上去，熱

氣、香氣和爐火，讓屋子充滿溫暖，跟外邊的雪霧茫茫、山風呼嘯，形成鮮

明的對比。

孫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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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願意相信耶穌基督嗎？

若願意，請做以下禱告：

天父上帝，我從心裏承認祢是獨一真神。祢愛人類，曾差遣祢的獨生子

耶穌基督降世為人，被釘十字架，用祂的寶血洗淨我們的罪；第三天從死裏

復活，救我們脫離死亡的權勢。我相信耶穌基督是人類唯一的救主，是道

路、真理、生命，只有藉着祂，我才可以回到祢那裏，認識真理，得着永生。

我明白以往因不認識祢，我是個罪人。求祢赦免我，接納我作祢的兒女，幫

助我更多地明白真理，堅定信心，一生跟隨耶穌，遵行天父祢的旨意。奉主

耶穌基督的名禱告，阿們！

你若做了以上禱告，
希望你填寫「讀者回應」與我們聯絡。

讀者回應

不改美善信念

餐館的牆上有一幅身穿黑色袍服的隱修士畫像，據說他來自愛爾蘭，

在西元六世紀左右將基督教傳到了那個位於阿爾卑斯山谷的小村莊格拉

魯斯（Glarus）。現在阿爾卑斯山的格拉魯斯小鎮裏，絕大部分居民都是基

督徒。威斯康辛州的這個同名小鎮的佈局，形象地反映了來自瑞士的早期

移民虔誠的信仰。小鎮雖然不大，卻有好幾座教堂，清亮的鐘聲讓人心清氣

爽，彷彿置身於阿爾卑斯山羣山溪流之間。

約兩百年前來自瑞士的新移民，在美洲建立了他們的新家，而基督信仰

是他們與故鄉連接的根。他們的新家依然圍繞着教堂，做家鄉菜的餐館，

依然有那位愛爾蘭修士的畫像，表達他們對將基督信仰帶給他們的傳教士

的感激。而在信仰中那種堅定、公義、寬容的基督精神，也在他們居住的地

方長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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