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3 要聞文
匯

■責任編輯：甄智曄 ■版面設計：張景光

20202020年年55月月1313日日（（星期三星期三））

2020年5月13日（星期三）

2020年5月13日（星期三）

願
父
慘
案
不
再
有

前

後

後

■傷頭無法長髮

■傷指無法屈伸

■■楊先生遇襲照片獲獎楊先生遇襲照片獲獎，，傷者卻無人問津傷者卻無人問津。。

喪親之痛猶未止 冀法辦黑手止暴

羅伯長居內地的長子小羅，以書信方式接受香港文匯報
獨家專訪時表示，父親的死來得非常突然，當初得悉

父親的死訊時，真的是晴天霹靂，事至今日一家人對這件
事仍然覺得難以接受，「但我們相信父親在天之靈，也不
希望我們一直痛苦生活，我們會積極面對未來。」

父盡公民義務 豈料黑魔殺人
對父親無辜遭黑衣魔掟磚殺害，小羅表示，所認識的父

親一直與世無爭，雖然案發時他不在現場，但事後看過案
發相關片段，「相信父親當時只是出於對香港的愛、期望
可盡公民義務（用手機拍攝罪證）」，但沒想到會被黑衣
魔掟磚擊斃父親。
小羅坦言，父親去世對家人造成巨大心理影響，霎時間

全家人也無法接受事實，「猶幸在這事件發生以來，我們
一直得到不少愛心人士的協助，包括工聯會，他們在事件
發生之初，既幫處理父親後事，尊嚴且得體；也持續協助
我們跟進父親合理和應有的勞工權益。我們感謝香港朋友
的幫助。」
他直言，「我們雖然不是在香港生活，但從新聞看到暴
徒打砸搶燒，還『私了』與自己意見不同的人，真的很震
驚，也很難過，非常痛恨幕後策劃的黑暴勢力。」對涉案
疑兇相繼落網，其中兩人早前更被控謀殺上庭受審，他相
信可以告慰父親亡靈。
香港疫情近日緩和，黑衣魔隨即再蠢蠢欲動出來聚集破

壞，小羅期望香港政府及警方能夠嚴正執法，盡早將暴徒
繩之以法，讓他們受到法律制裁，「不要再讓類似我父親
的慘案再次發生。」

感謝各界關心 冀港恢復安寧
下月便是父親節，他雖然已經無法再與父親慶祝節日，

父親的遺體亦已順利送回鄉及安葬，「但父親是永遠活在
我們的心中。」他希望藉着今次專訪，「感謝各界一直以
來對我們的關心，希望大家平平安安、身體健康，也衷心
希望香港可以早日恢復安寧。」
事發在去年11月13日中午，暴徒在上水龍運路堵路，

熱心居民趁黑衣魔散去之際，自發清除路障，希望盡快讓
公路開通。任職食環署外判清潔工的羅伯在午膳後返回崗
位，遇見市民清理路障，故參與其中。其間，一群暴徒突
然折返，更向居民行使私刑，包括以棍、竹枝等襲擊正在
清障的居民，其中羅伯被一枚從暴徒處擲出的磚頭擊中左
額，當場暈倒，被送往北區醫院，其後轉送威爾斯醫
院，最終證實腦幹死亡。
經警方鍥而不捨追查後，終拘捕6名青年疑犯，但
相信仍有人未落網。經過5個月蒐證，警方早前落
案起訴其中兩名16歲及17歲少年謀殺、蓄意傷人
及暴動3項罪名，兩名被告分別為劉子龍（17
歲，無業）及16歲陳姓職訓局學生，早前被押上
屯門裁判法院提堂，兩人須還柙候審。

2019年11月13日，上水

70歲清潔工羅長青，

被暴徒用磚砸中致死。

他沒有政治思想，

沒有破壞一磚一瓦，

沒有阻礙行人，

沒有喊過一句口號，

只因要清潔道路，

卻奉上了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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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照」膺獎 黑魔逍遙
遇襲者：這公平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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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響應悼念
分流防違限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暴徒無情，人間有愛。今日
是羅伯逝世半周年，有市民擬在上水北區大會堂發起流水式
悼念活動。建制派網紅「KOL100」李梓敬在社交平台呼籲市
民參與，「8．31沒有死人，嗰班人（煽暴派）都出嚟，11．13
（羅伯遇襲當日）真係有死到人，係真係明明確確羅伯被人活生
生扔死，你都唔出來嘅話，香港仲邊有得救？」
因應「限聚令」，有網民今日在上水北區大會堂側舉辦流水式

悼念活動。李梓敬指出，有市民做了一個網站作分
流，呼籲市民填交，交代出席時間，盡量不會在同
一時間聚集。由於主辦單位需要大量義工，他
呼籲住在北區、大埔區的市民，登記
成為義工，幫忙維持
秩序。

■ (左起)羅伯長子小羅、三弟及弟婦早
前拜祭羅伯。 資料圖片

■羅伯遭黑衣魔
擲磚擊中左額後
重傷昏迷，送院
後不治。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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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黑衣魔在全港各地
濫用私刑、掀起腥風血雨，去年11月11日地
盤工人李先生在馬鞍山被人活活燒成火人之
際，來港經商的青年楊先生，同日亦在旺
角被暴徒「無差別」圍毆，而其被鐵錘亂
砸，血流披面的一幕被路透社記者攝入鏡
頭，成為黑暴鐵證，該照片更獲今年普利
茲突發新聞攝影獎，然而楊先生接受香港
文匯報獨家訪問時慨嘆，鐵證如山下，香港
及國際上部分政棍仍是非不分「盲撐」暴徒，
兇徒亦逍遙法外，他氣憤地說：「一個無辜路
人受到黑暴襲擊，拍照的人（記者）一身榮譽，

但對我卻問都不問，這難道不可笑嗎？這對我公平
嗎？」
去年11月11日，27歲的楊先生從深圳來港出差，卻不

幸遭到暴徒「無差別」襲擊，徹底改變了他的人生軌跡。當
天，楊先生為尋找入住酒店，途徑暴徒聚集的旺角。他其間雖
無做任何挑釁動作，僅因為拿起手機覆短訊，但即引起作賊心
虛的黑衣魔起疑，加上他操普通話，暴徒大叫：「中國人！」
然後便有上百人似鯊魚瞄中獵物般，一擁而上把他圍毆。
眾人用鐵錘、雨傘等擊打楊先生的頭部和身體，將他打得不
省人事，中指橫斷骨折，部分黑衣魔更趁火打劫，他的錢包和
手機亦被洗劫一空。生死懸於一線之際，猶幸獲路人及警員
到場營救才撿回一命。
事隔至今整整半年，傷口雖然漸癒合，但傷痕永不磨
滅，更留下可怕的後遺症，「中指神經永久損傷，不能
自由屈伸和勾取重物，頭上的疤痕亦不能再長出頭
髮，還時常頭痛。」他不能再做回從前的工作，治療
亦花費不少，傷害他的兇徒卻仍然逍遙法外，他感
到憤怒又無奈。

路過打成殘疾 遭剝奪生存權
楊先生說，他原本從事手機配件貿易，
做這一行要掌握試機和維修技術，需要
從業者有一雙靈巧的手，但暴徒們卻

剝奪他的謀生技能。「我原本是一個健康的人，只是因為路過
就被襲擊成殘疾，還丟了工作，說心裡不恨是假的。」
過去數月，楊先生經常一個人躺在出租屋裡，不敢出去見

人，還一度靠借貸治病。他試過搵工，但很多公司見到他一頭
傷疤就連連搖頭，反而被質問他是不是壞分子與人打架，手指
的殘疾亦限制他做其他技術性工作。幸好最近一名朋友伸出援
手，聘請他做收發快遞等勤雜工作，才擺脫困境。
楊先生表示，自己不願意一直活在陰影中想不開，會繼續努

力生活，靠自己賺錢。
他亦沒有用自己的遇襲事件，發起募捐，僅在早前申請了香

港政府的受害人賠償款，但因為疫情，現在仍未入賬。但他表
示，絕對不會「大度」地原諒兇手，因為正義不可缺席，施暴
者應該得到懲罰。
諷刺的是，路透社曾拍攝到楊先生受襲的相片，這張相片後

來成為該機構獲得今年普利茲突發新聞攝影獎的其中一張作
品，但楊先生的遭遇並沒有獲得同樣廣泛的國際關注。在得知
與自己有關的照片得獎時，楊先生覺得十分荒謬，「一個無辜
路人受到黑暴襲擊，拍照的人一身榮譽，（政府、社會）對我
卻問都不問，這難道不可笑嗎？這對我公平嗎？」他的質問鏗
鏘有力，引人深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執業大律師、中
國政法大學憲法學博士生蕭震然因不忿正義市民遭受暴

徒私刑，去年和近100名法律界人士成立一個名叫「香港熊
貓大狀」的義工律師團，為香港警察及其家人、愛國愛港者、內

地同胞等，提供必要且適當的無償法律援助。蕭震然表示，「香港熊
貓大狀」成立至今共收到10多名「被私了」的受害者求助，惟當中只
有3宗個案拘捕到施襲者，或有望循民事途徑追討賠償，但其餘則成了
「無頭公案」：「我哋好無奈，部分個案警方至今未破案，受害人想索
償都無對象，唯有暫時作罷。」
蕭震然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向他求助的10多名受害者均非輕
傷，「個個都被人（黑暴）打到頭破血流」。然而，當中只有3宗個案拘
捕到黑暴施襲者，目前都在排期上堂。他建議受害者們等刑事定罪後再作民
事索償，這樣就可以近乎百分百索償成功：「我都有同受害者講，等埋上訴
隨時可能要等年幾，但每位受害者都覺得要追訴到底，佢哋想要嘅唔只係賠償
金，更重要係想施襲者知道自己做過嘅嘢係有後果、責任。」
蕭震然續透露，其餘個案至今都未有拘捕到黑暴施襲者，成了「無頭公案」，
令其團隊和受害者們感到十分無奈和氣憤：「有幾個個案都自行畀咗唔少醫藥
費，持續咁問我哋有無機會拎得返，但我哋都真係無辦法，所以團隊都幾氣憤。」
幸好受害者仍可向社會福利署的暴力及執法傷亡賠償計劃申請賠償資助，惟由於部分
受害者是內地旅客，現時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而未能過關去接受社署的調查，索償因
而拖慢了。

律師團接10求助
僅3宗有望索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