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她的温柔
爱穿旗袍的小女人
事必躬亲的母亲

在政治人物的背面，林郑月娥和很
多女人一样，扮演着家庭中的角色——
妻子、两个儿子的母亲，以及爱穿旗袍的
小女人。

林郑月娥就任政务司司长时曾说，她
也有软弱的时候，那时就会要求丈夫多从
英国回香港，让她有个肩膀可以依靠。上
世纪80年代，林郑月娥在剑桥大学深造
时，认识了林兆波，两人于1984年12月19
日结婚，那年她27岁。婚后两个儿子陆
续出生。“童年时，她担忧我们的成长，照
顾我们都亲力亲为，从没聘请用人。她为
了争取多陪伴我们，那段时间甚至没和父
亲去看过一场电影。”长子林节思说。

林节思回忆，中学时期，母亲曾在政
府出任高职，算是半个公众人物，偶尔会
见报，他会因此受到同学的嘲笑和攻击，
进而无心学习。因为担心儿子的情绪，
2004年前后，林郑月娥作出重大决定，携
全家到伦敦生活。当时，林郑月娥已经
升任房屋及规划地政局常任秘书长，位
处D8首长级。她主动申请降级调任香港
驻伦敦经济贸易办事处处长，职位降到
D6级。据媒体报道，这是香港回归以来
首位自愿减薪且不升级的官员。

2006年，在丈夫支持下，她又只身返
港，加入曾荫权的政府班子。2012年，原
本她打算卸任发展局局长后，举家在英国
小镇过上隐居生活。但她最终被丈夫说
服，回港出任政务司司长。“我每一次的决
定都会问他，其实我也只是个小女人。”

这两年，林郑月娥迷上了旗袍。媒
体统计，在2015年特区政府授勋仪式上，
她分别换了两套旗袍，早上一袭白色旗
袍配黑色高跟鞋，下午换上橙色旗袍，脚
踏香槟色高跟鞋，在典礼中非常突出。
2016年6月访美，她也是几乎每出席一个
活动，就换一次装扮。去年初更是换掉
了以前的椭圆形金丝框眼镜，戴上了更
潮的红框眼镜。香港媒体报道称，林郑
月娥曾说，她觉得旗袍最能表现出东方
女性的美。她曾是中环一间旗袍店的熟
客，每年平均要做七八套旗袍。后来旗
袍师傅退休，但仍会在家中接她的订单。

林郑月娥家的三个男人都钟情数
学。林兆波是数学博士，两个儿子先后
毕业于剑桥大学纯数系和数学系。在前
不久的竞选分享会上，林郑月娥派发的
宣传册中，收录了林节思的以“母亲的担
忧”为题的文章，文中写道：“我的弟弟已
然独立，她实在无需再为我们担忧；我知
道她除了热爱家庭，也深爱生于斯长于
斯的香港。”

3月26日下午的记者会，林节思和林
兆波身着西装站在林郑月娥两侧。林郑
月娥在发言的最后说：“展望未来五年，工
作确实不少，要克服困难也不容易。我怀
着一直以来都不变的初心，多加一份谦
卑，期盼与各位同行，以关心、聆听、行动，
建设一个更美好的香港。” （婉综）

她的风格
担任公务员已36年
有“铁娘子”美誉

林郑月娥早已是香港政坛老面
孔。现年59岁的她，已经在香港特区
政府度过了36年。

作为一名女性官员，林郑月娥的形
象透彻、清晰，用香港社会的评价来说，
只需两个粤语词汇便足以概括：“硬净”
和“好打得”。一个指的是她够坚强、有
原则，一个指的是她敢担当、能任事。
她还获赞“铁娘子”美誉。

在董建华麾下，她担任社会福利署
署长。在曾荫权任内，她由公务员转为
问责官员，担任发展局局长。2012年，
林郑月娥在时任特首梁振英的提名下，
被任命为政务司司长，成为香港的“第
二号人物”。

她敢于处理棘手和争议问题、立场
坚决果断。她在地政规划、房屋建设、
社会保障等多个岗位上，都展现出强硬
作风。

2007年7月 1日，林郑月娥被委任
为香港特区政府发展局局长。履新伊
始，就遭遇了皇后码头拆迁事件。皇后
码头拆迁是香港特区政府中区政府填
海工程的项目。项目一公布就遭到香
港年轻人的反对——为什么要把一个
有集体回忆的码头拆掉用来做基建？

香港民间团体组织策划了一系列
静坐和绝食活动，直到政府承诺保留皇
后码头。林郑月娥随即身着利落的白
色衬衫，单枪匹马到皇后码头与上百名
示威群众对话。她解释，学术意见认为
皇后码头“未达到一个大的历史价值”，
又诚恳表示，“往后我们如果要继续香
港的繁荣稳定，我们必须再前行一步，
不迁不拆，我做不到”。经沟通，皇后码
头拆迁难题得到解决。

在2011年检查市容和清理违建问
题时，她发现，时任特首曾荫权的住房
存在违建情况。为了扩大房屋的使用
面积，曾荫权的家用玻璃嵌板围封了客
厅外廊。林郑月娥询问身边的工作人
员，得知这一建筑并未申报相关手续，
她直接上楼，递给曾荫权一封劝喻信：

“您家外廊的玻璃嵌板围封没有申报相
关审批手续，属擅自搭建，限您30天之
内必须予以拆除，否则，将按照有关法
律条款，依法处罚。”

当天，曾荫权就通过微博，将自己
擅自搭建违章建筑之事，向市民表示真
挚的道歉，“对不起，我错了”，并主动拆
除了违建。

香港大学2012年 4月曾做过一项
民意调查，受访民众对林郑月娥的支持
率达73.8%。携这样的名望，林郑月娥
加入梁振英班底，出任政务司司长，统
领全港公务员。

在当年，香港特区政府推行德育和
国民教育科时备受争议，林郑月娥在接
受香港有线电视采访时，一向刚强干练
的女强人首次在荧屏上落泪。她说，她
加入梁振英政府，将自己的公信力和民
望押在政府上，个人受批评不重要，重
要的是五年后香港社会变得更好。

她的奋斗
从“唐楼”群租房
成长起来的女学霸

林郑月娥祖籍浙江宁波，1957年5
月出生在香港的一个基层家庭，有兄妹
五人，她排行老四。

林郑月娥在湾仔一栋唐楼里长
大。所谓唐楼，就是指没有电梯和冲水
厕所的楼；板间房即为人们熟悉的“群
租房”。

2013年，林郑月娥在香港电台《诉
心事家庭》节目中分享成长经历，提到
她儿时住在湾仔的唐楼板间房，只能以
床作为桌子做功课。她曾开玩笑称，现
在只要晚上回家洗澡时打开花洒能有
热水出来，就觉得好幸福。

媒体认为，因为林郑月娥的家庭背
景，让其想要努力改善的不仅是自己的
命运，还有香港730万居民的福祉。

十年苦读，林郑月娥留下一段成绩
优异的求学之路，除了一次小学的期中
考，小学到中学次次考第一。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她曾承认，受
生活环境的影响，她从小就喜欢帮助别
人。中学时，她曾满怀医者仁心，梦想
悬壶济世；后来，她又立志成为社工，服
务社会。中学时，她担任学校总领袖
生，曾问训导主任怎样管好同学，老师
跟她说，要“以身作则，感染他人”，这成
了她的座右铭。

后来，她以优异的成绩如愿考入香
港大学社工系。大二时，林郑月娥从社
工系转到社会系，1980年毕业后考录
政务官，加入政府队伍。“我最喜欢的工
作是出任社会福利署署长，可以有机会
直接接触到人群，也可运用酌情权、特
事特办，作出人性化的决定。”她在接受
媒体采访时说。

在社会福利署署长任上，她经常去
街道上和露宿的人交流，聆听底层的故
事，后来就推行了“露宿者试验服务计
划”；为了帮助智障运动员，她申请拨
款，成立了“香港展能精英运动员基
金”；2003年“非典”期间，她连同好友
成立“护幼教育基金”，3个月内筹得款
项8000万元，支持因“非典”失去父母
的儿童，直到他们大学毕业。

儿时居住的屋邨唐楼给林郑月娥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没有电梯、没有
冲厕、极度拥挤、消防隐患大，这几乎是
当时香港屋邨面临的共同问题。在她
出任政务司司长时，香港长远房屋策略
督导委员会就向政府报告，全港还有
171.3万人居住在类似的环境里，这个人
口规模占香港总人口的两成还多。

作为香港政改方案三人小组成员，
三人小组推行的政改方案未能获得立
法会通过，导致香港特首选举办法原地
踏步，加之近几年陆续爆发的“占中”事
件、香港公共屋邨饮用水含铅量超标事
件等，让林郑月娥的民望一度下降。对
于批评的声音，林郑月娥在接受媒体采
访时说，她会以许冠杰的《沉默是金》作
为勉励，要求自己以平常心对待，并相
信公道自在人心。

尽管在今年3月23日港大民意研
究进行的民调中，林郑月娥的得分并不
高，但在最终的特首选战中，她仍然获
得了超过半数以上选委的青睐——比
她前任梁振英当年多了88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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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茅盾
上周日，参加中国宝丰首届

图书博览会，偶遇河南籍军旅作
家、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周大新，
闲聊几句，浓浓的乡音扑面而
来。由此想到了茅盾。

今年 3 月 27 日是茅盾先生
逝世 36 周年。1981 年 3 月 14
日，茅盾自知病将不起，捐出稿
费 25 万元设立了茅盾文学奖，
以鼓励当代长篇小说创作。作
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座丰
碑，《子夜》《春蚕》《林家铺子》等
作品滋润了几代人。这位中国
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还说过许
多人生名言，例如“过去的，让它
过去，永远不要回顾；未来的，等
来了时再说，不要空想；我们只
抓住了现在，用我们现在的理
想，做我们应该做的”。

如今，由于李嘉诚先生的赞
助，茅盾文学奖的奖金由当初的
5万元提高至50万元，成为中国
奖金最高的文学奖。茅盾文学奖
得主此番受邀来宝丰，可见宝丰
文化现象名声在外。

3月26日，即将年满60周岁的林郑月娥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任行政长官选举中胜
出，成为香港回归后首位女性行政长官人选，将于今年7月1日正式宣誓就职。

作为一名政治人物，林郑月娥的形象透彻、清晰。用香港社会的评价来说，只需两个
粤语词汇便足以概括：“硬净”和“好打得”。一个指的是她够坚强、有原则，一个指的是她
敢担当、能任事。

在政治人物的背面，林郑月娥和很多女人一样，扮演着她在家庭中的角色——妻子、
两个儿子的母亲，以及爱穿旗袍的小女人。

□小寒

国足输了
有些人撩妹是一把好手，

国 足 撩 球 迷 也 是 炉 火 纯 青
——总能在球迷灰心丧气之
时，恰到好处地勾引人家一
下子。上周四，国足在长沙
10 击败韩国队，这是世预

赛历史上，中国队头一次击败
韩国队！

有球迷哭了，哭得稀里哗
啦。尤其是电视解说员煽情地
说“留给韩国队的时间已经不
多了”，更令人百感交集。无论
如何都得给国足球员狠狠点个
赞！

但你要因此就对国足寄予
太大希望，未免图扬图森波

（too young too simple）。昨晚，
国足在德黑兰阿扎迪体育场与
伊朗队较量，不少人期盼国足
乘胜追击，将这支西亚劲旅斩
于马下。有球迷在微博上预
告：“国足如果赢了球，我就表
白去！”对这位球迷，我相当同
情，因为昨晚的比赛结果令他
的爱情延迟。

翻看中伊两队交战记录，
此前24场交锋，国足6胜6平12
负。而且在德黑兰主场，国足
已经5战全败。昨晚国足输球，
一点也不意外，也没啥丢人的。

想想看，为了营造热烈的
主场气氛，伊朗足协特批球迷
可免门票入场。光这种气魄，
咱就学不起啊！洗洗睡吧。

香港“铁娘子”林郑月娥：

爱穿旗袍的小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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