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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台節目「窮富翁大作戰」參與者 陳光明    

    

  港台製作這個「窮富翁大作戰」的節目，從第一輯開始，已經在社會上引來

不少迴響。從網上看到一段很有意思的文章：「雖然各種社會問題及現實不可能

一個節目或活動就能解決，更可能根本沒有一個所謂完美解決的方法，但大家能

介紹這個節目給親朋好友，一點一滴地在社會裡泛起一個又一個的小漣漪，去思

考，去討論，只要香港每一個人去思考或去討論少少的一分鐘，把它們加起來就

有七百萬個分鐘，在這七百萬個分鐘裡，總有一些東西給思考出來或行動使我們

所住的香港更美好！」 

 

  這次我參與其中的一集是去實地體驗貧窮老人的生活。過往曾經參與及組織

過一些團體所舉辦的義工活動，前往一些老人中心探訪及進行義工服務，看到一

些長者生活孤苦，當時心裡已為此而覺黯然；但在親身體驗後，更感受到低處未

算低，原來在東方之珠的繁華背後，有著一群活在如斯惡劣境況，如同被社會遺

忘的長者，這才真正體會到痛心的感覺。我參與這個節目至今，經常地自問及反

思如何能夠讓貧窮長者改善生活．．．．．．事實上，真的談何容易呢？我没有

這麼大的智慧！ 

 

  在香港這個國際大都會中，每天都在不停地向外界標榜和展示各種繁榮指數；

但有誰會想到有一群曾經為這個顯赫都會付出過不少血汗的長者，至今仍然每天

都在為兩餐溫飽而奔波勞碌，費盡心力，這著實令人感覺有點匪夷所思。當中的

原因雖多，我認為其中與香港的經濟轉型問題及香港人家庭觀念、價值觀的改變

有著重大的關係。 

 

  在五六十年代，香港開始發展工業，不少低學歷的人士都可以在工廠裡從事

一些勞動的工作；而支撐那個時代的社會，「低工資、低福利、 低保障」乃自

然地成為當時的經濟模式，也基於當時的社會並不富裕，完全缺乏社會保障制度。

在那個時期，無論是工人、商人或政府的眼光都全放在即時的生活上，「退休」

彷彿是一件很遙遠的事，故此大部份的勞動人口並沒有足夠的積蓄供晚年之用。

後來隨著工業北移，當年在勞動市場謀生的人已經變成年長的一群，他們在現今

不斷轉型的社會中的生存空間亦越來越狹窄，在激烈的競爭市場中，可說是完全

沒有議價能力。怎樣才能給予他們機會去改變？ 我們就讓他們淘汰了事嗎？近年

來的香港經濟動盪，更令這一群退休長者因未能在自己工作之年積穀防饑而陷於

困境。有子女的或許期盼晚年的生活可由子女負擔，但現實情況是年輕的一代亦

自顧不暇，更遑論去照顧父母。任誰都希望可以「安享晚年」，但「勞碌一生，

老來無依」卻是不少長者的哀歌。 



  為求生計，不少長者唯有從事一些極度厭惡性的行業，如清潔厠所、倒垃圾、

又或只靠每天往垃圾房裡去「尋寶」、拾荒、拾紙皮為生，每天重複地幹著厭惡

性的工作對一般人的身心健康都有傷害，何況是老人家？但他們能說「不」嗎？ 

 

長者的貧窮問題，不單只是在於金錢，還涉及醫療、照顧及支援，年老是人

生必經階段，年老加上體弱、貧窮、無依才真正令人感慨。我在節目中接觸過多

位長者，他們向我表示：「政府有得幫就最好啦，幫不到也没辦法，靠自己吧！」

在無奈與嘆息聲中，支撐著傴僂的身軀，是一副副硬錚錚的傲骨。但亦有些長者

說没期望地在等待... ... 終結！ 

 

時常都聽到不斷有人在高喊說如何去「敬老」，如何去使長者「老有所依」，

我明白政府的綜援網無法救助所有人，在生果金的定位上是出於「敬老」之心。

但對於無依無靠，無力改變自己的長者，有尊嚴地渡過餘生，政府有長遠政策解

決貧窮老人問題嗎？ 

 

        我認為幫助解決貧窮長者，其實也不單是政府和企業的責任，而是全民的責

任。每一個人，都應該盡自己人性之責，最起碼的，就是正視他們的生活狀況，

給予長者們的一份尊重，尊重他們的工作，支持他們爭取應得的待遇。但在現實

環境中，又有多少人願意為有需要的人伸出援手呢？了解貧窮老人問題時要先施

予公公婆婆最低限度的尊重。我們曾幾何時不嫌棄地幫他們推車？何時尊重清潔

工？何時在温飽中，想一下自己吃的飯，是為了滿足嘴巴？還是滿足肚子呢？在

這個高度發展的社會，當人們在經濟困難時高喊「共度時艱」的同時，不論是出

於對這群貧窮長者的憐憫，又或是對他們的回饋，都希望大家能夠多關注他們多

一些，因為長者他們是依然地活著，別浪費積德的機會。 

 

勿以善小而不為，我希望大家在觀看這個節目之餘，關注他們多一些，想

一想我們能為他們做些什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