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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公為民為公為民為公為民為公為民    查錫我（公民黨執委） 

孤島孤島孤島孤島 

 

    經過二零零三年“沙士”(SARS) 一役之後，香港再一次從谷底走

出來，經濟漸漸好轉，恆生指數衝破二萬點應是指日可待之事。 人人都為

財富增加而興奮。 雖然仍然還有很多人在貧窮線上掙扎，社會總體上的確

是比以前富裕了很多。 可是，當我們靜心的想一想，我們多了財富，卻並

不見得比以前更快樂，那我們整天營營役役，為的又是甚麼？ 

 

   現代化和都市化無疑大大改善了我們的物質生活。 但都市化卻

使到我們越來越疏離，我們的心靈空間也越來越狹窄，彼此間的鴻溝卻逐漸

擴闊。 小時候，我們生活在沒有電視、冷氣機、微波爐和電話的環境，生

活反而更加多采多姿。 下了課，友伴眾多，不是去拍“公仔紙”，便是蹲

在路邊的溝渠蓋打“彈珠”。 晚飯後，一個口哨或暗號，孩子們便自動自

覺偷偷的溜出來，呼朋引類，在街角玩“耍盲公”（捉迷藏）“捉伊人”（互

相追逐），“跳飛機”，還有很多數之不盡的自創遊戲，直到父母大聲叫喊，

才不情不願的回家。 那時候，雖然我們的物質是非常匱乏，但我們卻十分

快樂。 

 

   現在，大部份人都搬進了高樓大廈，週遭環境比以前我們住的徙

置區好上何止百倍？ 家裡除了漂亮的傢具外，現代化的家電一應俱全。 

但遺憾的是，我們並不快樂，因為我們在彼此間蓋了一堵高牆。 我們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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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應付日益高昂的生活費，拼命加班賺多點錢外，我們更把自己和別人都視

為孤島。 鄰居不但不相往來，甚至連招呼也不打一個。 在升降機裡，大

家都盡量避免眼神接觸，要嘛一雙眼全程盯著跳動的樓層顯示器，有些人更

乾脆面壁，直至升降機門打開，大家匆匆踏步而出，才鬆一口氣！ 很多時

候，我看見鄰居，都會主動跟他們打個招呼。 有一位鄰居，比較特別，每

次他都盡量避開我的眼神。 第一次，當我跟他打招呼的時候，他裝作聽不

見。 第二次，我再跟他打招呼，他面露尷尬，不知道應該回應，還是不回

應。 第三次，他終於輕輕的回應了我。 現在，我們還未算深交，但碰到

面總會聊上幾句。 

 

   在現代都市裡，每個人真的都是一座座的孤島嗎？ 我認為這種

想法絕對是錯的，它只是我們的一種錯覺。 我們看到海上的一座座孤島，

它們真的是孤島，互不相干嗎？ 請仔細想一想，我們所看到的孤島，並不

是在海上漂來漂去。 其實，它們的底部全部都是相連在一起，只是讓海水

覆蓋了它們相連在一起的海床部份而已，才讓我們產生了錯覺。 

 

   人絕對不是孤島，我們都是一脈相連，大家都是戚戚相關的。 不

單如此，更重要的是，我們需要互相依賴才能生存。 想像一下，沒有那些

我們不認識的農夫、漁夫、商人、運輸工人、甚至廚師的辛勞，我們能吃到

想吃的食物嗎？ 假如這個世界只有你，而每沒有其他人，你能活下去嗎？ 

那怕你真的能夠靠自己一雙手，滿足基本需要，包括自己種植，打魚和做飯，

卻沒有別人和你分享，這樣的生命，值得活下去嗎？ 存在的意義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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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不管你有多強，你來到這個世界，除了你父母之外，你還

是需要很多你不認識的人的幫助，你才能活下來。 當你離開這個世界的時

候，你還是需要限多陌生人的幫助，才能安然離開。 因此，當我們有能力

的時候，我們絕對應該對那些需要幫助的人給予援手，猶如當我們需要幫助

的時候，那些曾經給予我們援手的陌生人一樣，因為我們都是彼此關連的。 

請別忘記，我們都是神的兒女，我們都是兄弟姊妹。 有些人，從來不會想

到要對別人施以援手，當自己有困難的時候，又不願意找人幫忙，活得像一

座孤島。 這樣的人生，不應該是我們所追求的人生。 希望從今天開始，

大家一起來參加推牆運動，把我們心中的那堵高牆推倒，讓我們彼此關心，

互助互愛，使我們這個世界更加美好，更加溫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