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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絕不英勇」，當記者稱讚梁偉賢時，他只是謙厚地說這一句。梁偉賢具備多年在公營醫療機構
從事防疫工作的經驗，目前於明愛醫院任職，曾多次隨紅十字會到巴基斯坦、菲律賓等地參

與災後救援工作。在醫護生涯中最叫他深刻的，是2003年沙士肆虐香港期間，他目睹病者與家屬的生離
死別，使他下定決心助人，因此這次香港紅十字會在今年4月招募義工赴西非提供協助時，他很快請纓。
梁偉賢此行主要探訪利比里亞，他所到的診所，在當時並無確診伊波拉患者，因此毋須直接
照顧有關病人。然而診所內曾有醫護人員因照顧伊波拉病人而受感染死亡，令其餘醫護
十分恐慌，梁偉賢便致力向他們提供心理支援及安慰。

若可助人 願再挺身而出
梁偉賢在5月底結束工作回到香港，被問到「家人會否擔心，不想你
再冒險」時，他笑言，「我的太太也是護士，她明白的」。父親及
妹妹當然十分擔心，希望他不要再到西非，但梁偉賢坦言「有需
要我的時候，我還是會去的」。
對於習慣大城市生活的香港人而言，去
到如西非這些物資欠缺的地方，也許並不
易適應，但梁偉賢對此處之泰然，因為
他心中只想着如何救人。「我知道我是去
工作的，一切也就沒所謂了」。這次他在
利比里亞的主要食物，就是水果。

最傷感︰患者逝前不能見家人
香港早前出現一宗疑似伊波拉病
例，後來證實只是虛驚一場，但也足
以喚起港人對11年前沙士一役的集體
回憶。梁偉賢憶述對抗沙士時，他的
工作正是要照顧患者，當時「應不應
回家吃飯」也成了他的顧慮。提起病
房內的光景，最叫他感慨的，是有些
患者家屬即使在摯愛離世前，也不能見
最後一面的痛苦，叫人聞者心傷。
香港最終戰勝沙士，梁偉賢
也沒因此事而對接觸病人心
生恐懼，反而想幫更多的
人。他相信自己的防疫經
驗可幫助西非，故即使
出發前未知要負責什麼
工作，也毫不遲疑便加入
義工行列，心中更早已準
備要直接照顧伊波拉病人。
不過梁偉賢強調，「我們作為醫
護的，是希望去救人，不是被救。故在防護
工作上，會十分小心」。

撫心自問 盡力已釋然
面對大型疫情時，醫護人員可能會因無法拯救生命，而產生一種無力感。梁偉賢

堅信，醫護的責任是要盡力營救，「能救一個算一個，能幫一個幫一個」。近月看見伊波拉
疫情急劇惡化，他也曾撫心自問「我當日在西非的工作是否做得不足呢？」然而他明白，當時自己
的確已盡全力，人，也就釋然了。

走過沙士 何懼伊波拉

港護士勇赴西非
「能救一個算一個」

面對大型天災或疾
病，醫護人員的工作可
能顯得相當渺小，但梁
偉賢從不這樣覺得，認
為能救一個算一個，並
經常以《海星的故事》
和其他義工及同僚分享
互勉。
故事是這樣：小男孩
在海灘拾起擱淺的海
星，一個一個扔回海
中，老伯經過不解問起
原因，男孩說是為免海
星被曬乾。老伯於是
問：「海星這麼多，你
又救得多少？」男孩
回答：「我知自
己不能拯救所有
海星，但至少我
手上的海星，會
因此有活下去
的機會。」

梁偉賢
在利比里亞經常

接觸病人家屬，為他們
提供心理輔導，有兩宗個案
令他印象最為深刻，包括Ag-
nes的個案。Agnes的丈夫任職
醫院清潔工，因伊波拉不幸離
世，她雖然未受感染，事後卻

飽受家人和鄰居白眼，無法出門購
買日常用品，只能整日躲在屋內，
直到梁偉賢和其他義工多次探望她
後，情況才改善。

怕受傳染 超市拒收錢
Agnes喪夫已是非常不幸，但更

叫她痛苦的是親友和鄰居的歧
視。丈夫過身後，她無法到市場
買食物，店員都不願收她的錢，

怕受傳染，3名子女也無法上學。最可悲的是，當時她想投靠
娘家，卻慘被拒諸門外。
梁偉賢到利比里亞後，先後4次家訪Agnes，除了提供生活
協助外，也為她進行心理輔導，並向附近居民灌輸正確知識，
慢慢改變她所受的孤立。梁偉賢說：「當鄰居看見義工多次出
入她的家，都開始恢復和她接觸。」梁偉賢回港前最後一次見
到Agnes，她已再次融入社區，也和家人重聚。
除了歧視外，Agnes同樣面對如何處理丈夫屍體的問題。梁

偉賢表示，Agnes一直希望把葬在醫院附近的丈夫帶回家鄉安
葬，但現實並不許可。他唯有慢慢開解，令她明白這是防疫一
環，同時讓她接受短期內無法接回丈夫。梁偉賢坦言Agnes的
丈夫有機會回到家鄉下葬，「但起碼要等到化骨才可。」

治病花光積蓄 一家11口生活無援
第二宗個案則是一名懷疑染病的女村民，她最終證實沒有染

病，但由於曾到無國界醫生診所求醫，被鄰居排擠。梁偉賢接
到她的個案後上門拜訪，發現她為了治病已花光積蓄，一家11
口生活無援，義工立即安排向她提供援助，同時也向鄰居講
解，讓當事人重返社區。

伊波拉疫情自今年3月在幾內亞爆發，
周邊國家政府的抗疫意識一直不足。梁偉
賢以他探訪過的利比里亞洛法縣為例，當
地鄰近幾內亞邊境，但他5月初抵達時，
邊境關防並無健康檢查，染病者很容易帶
着病毒來回兩地。
當局在處理疑似個案時亦因缺乏經驗，
容易導致民眾誤解。曾有女村民發燒多
天，有人向政府舉報，結果當局找到女村
民後，當場抓着她在路邊眾目睽睽下抽
血，其間無向當事人及圍觀民眾解釋，令
女村民十分憤怒，其他不知來龍去脈的村
民也便容易產生歧見。

防疫義工誤解可食野味
紅十字會在西非主要工作之一是培訓當
地義工，向他們灌輸正確防疫知識。這批
義工多是從不同村鎮招募而來，再在自己

居住的社區中宣傳衛生防疫訊息。梁偉賢
提到，初時部分義工本身有着錯誤觀念，
例如以為「野味可吃，只要屠宰時小心
點」，他們要向義工講解完全不應進食野
味。
梁偉賢到當地後聯同其他義工教導邊防

人員觀察病徵，並進行探訪工作，加強公
共教育，尤其是多次與村代表或長老見
面，希望透過在傳統社會中有較大影響力
的地方領袖，向村民多做宣傳及教育。

目前全球媒體焦點都集中在
西非伊波拉疫情，但同一時
間，在非洲其他地區發生的其
他疾病得不到同等關注，梁偉
賢表示，其實多個救援組織都
有在非洲設立診所等設施，默
默耕耘，令這
些疾病不會被
忽略。
伊波拉並非

新疾病，但至
今仍未有藥物
及疫苗，令人
質疑是否因為
伊波拉過去只
出現在非洲國
家 ， 故 未 能
「吸引」藥廠

製藥。梁偉賢認為，伊波拉當
年最先在中非的森林出現，染
病人數相對少，故可能令藥廠
不太急於研發藥物。不過他指
出，實驗藥物的出現，顯示了
藥廠並非完全忽視此病。

《海星的故事》
與同事互勉

伊波拉為人類帶來的一大啟示，就是在缺乏足夠
資訊及教育下，恐慌及排擠好比另類殺手。梁偉賢
在西非時，親身體會欠缺正確知識對患者家屬的影
響，那種瀰漫恐怖情緒的氛圍，叫人窒息。
梁偉賢和其餘兩位紅十字會義務護士甫抵達利
比里亞，便立即展開工作，包括評估當地醫護處
理疫情的情況及應對能力、計劃防疫工作，並協
助訓練當地義工，確保他們對伊波拉有正確的知
識以教導民眾，以及向醫護提供心理支援等。

西非民眾對伊波拉欠缺認識，梁偉賢表示，根
據當時的調查，民眾認為疫情只是政府的宣傳伎
倆，企圖藉此換來國際關注，以得到更多援助；
又或者以為患者死亡是因入院治療後，遭醫生打
針致死。

「謠言傳播速度 遠快過正確資訊」
梁偉賢表示，當地村落分散且相隔遙遠，通訊

設備落後，沒電視和收音機等大眾傳播工具，要

傳遞關於伊波拉的正確知識，只能靠民眾見面時
相互告知，或村領袖在社區內張貼宣傳單張和海
報。他坦言這情況讓人擔憂，「謠言傳播的速
度，永遠快過正確資訊」。
傳統習俗及文化亦是疫情擴散的成因。梁偉賢

提到，當地人舉行葬禮時，住在其他地方的親友
都會出席，為表達對逝者的愛，家人會用手摸遍
遺體，其間可能會沾染到患者的體液，因而受感
染，並把病毒帶回自己所居住的村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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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援組織設診所 關注其他疾病官員捉發燒村民當街抽血

■梁偉賢在香港紅十字會總部接受
本報專訪。 本報記者余家昌 攝

■香港紅十字會義務護士梁偉
賢於今年4至5月在西非支援抗
疫工作。 本報記者余家昌 攝

■■梁偉賢梁偉賢（（左一左一））與當地一個家庭與當地一個家庭
合照合照。。 相片由香港紅十字會提供相片由香港紅十字會提供

■Agnes■Agnes（（前右二前右二））與家人合與家人合
照照。。 相片由香港紅十字會提供相片由香港紅十字會提供

■■梁偉賢梁偉賢
在利比里在利比里
亞與其他亞與其他
救援人員救援人員
合 照合 照 。。
相片由香相片由香
港紅十字港紅十字
會提供會提供

■經歷喪夫之痛的 Ag-
nes，愁緒全掛在面上。
相片由香港紅十字會提供

■多國陸續研發疫苗。圖為秘魯研
究伊波拉病毒測試。 路透社

■■利比里亞救護員將利比里亞救護員將疑似疑似
伊波拉死伊波拉死者抬走者抬走。。美聯社美聯社

伊波拉病毒，這個對港人而言曾是非常遙遠的傳染病，近月成為全城焦點，有

港人冒着染病的風險，主動請纓赴西非支援抗疫工作。本報記者專訪了今年4至

5月曾到西非參與伊波拉防控工作的香港紅十字會義務護士梁偉賢。他坦言，經

歷過2003年香港沙士(非典型肺炎)一疫後，令他立志為更多身陷絕境的人伸出援

手。面對伊波拉肆虐，他無所畏懼，「能救一個算一個，能幫一個幫一個」。

■香港文匯報記者 孫志賢、余家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