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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義工分享 – 莫浩明 

    我們從小就聽說過眼睛被譽為靈魂之窗，我認為這個比喻最貼切不過。它是

我們的靈魂，因為視覺能讓我們掌握萬物的外表、顏色和形態，為人類對外界的

認知奠下基石；它也是我們的窗，因為視覺讓我們與外界接通，帶領我們走上一

條通往知識的道路，賦予我們希望。「扶貧復明」這個活動，正正能夠扶助貧者，

使他們回復光明與希望。 

 

    五月二十一日清晨，我們一行五人出發往連山縣，參與這個充滿意義的義工

服務。我們初抵埗並安頓後，便出發往酒店附近的陽山縣人民醫院。我們到達醫

院時已是下午四時，當天的入院手續、術前檢查已辦得妥當，所以我們在資深義

工的帶領下先視察一下醫院環境。醫院的環境相對簡陋，照明系統也不充足，而

防感染設備如口罩、手套等亦非隨處可見。說實在的，當時的我確實難以想像每

天義工們如何在這個環境下應付眾多病者。 

 

    第二天，我獲安排為病人進行心電圖檢查。自問在過去四年的醫學訓練中，

心電圖的導程(Leads)位置早已讀過無數遍，然而在缺乏實踐的情況下，當天我甫

接手時少不免手忙腳亂，放置胸導程(Precordial Leads)時我也顯得戰戰兢兢，尤

其在遇上穿著較多衣物或較多皮下脂肪的病人時我更感到不知所措。加上，工作

環境略顯狹窄，而部分病人的聽力障礙構成溝通上的困難，這些情況都是我始料

未及的。幸而，有一位富經驗的義工從旁協助，使我能夠慢慢地適應工作環境，

在有限時間內與我的醫學生夥伴為每位病人完成心電圖檢查，總算完成了首個挑

戰。 

 

    其後，我被安排進入手術室作觀摩和提供協助。每一個白內障或胬肉切除手

術需時約五至十分鐘，我的工作主要是安排病人進入或離開手術室，以及進行登

記工作。在空餘時間裡，我有幸能觀察手術的過程。手術室的人員分工清晰，有

人負責消毒設備及準備一次性手術包，亦有像我這樣的義工安排病人出入。當然，

也有兩位醫生同時為兩名病人施行手術。我感激當地醫生給予我觀摩的機會，由

麻醉，到更換晶體，到最後消毒都不吝解說，讓我大開眼界。有些病人在手術完

成後，還未落床便急不及待與身邊的義工握手道謝。他們臉上流露的憧憬，或許

是給在場所有人最佳的禮物。 

 

    旅程第三天，我的工作以協助病人進行檢查為主，包括量度血壓和安排病人

進行 X 光檢查。而我在一位資深義工的帶領下，有機會觀察各類術前檢查及準備

工夫，包括抽血、裂隙燈檢查、AB 超（眼部超聲波）及沖洗淚管等。在參觀的

過程中，我確切感受到義工及醫療人員對病人的用心。誠然，這裡的設備確實不

是我們見過最好的，但每一位工作者對工作的認真彌補了「硬件」上的不足，使



2 
 

整個計劃得以流暢地完成。 

 

    來到四天旅程的最後一天，我們踏上歸途回港之前，仍要到醫院協助在前一

天接受手術的病人出院。病人拆掉紗布的一瞬間，就是他們長久以來夢寐以求的

一刻—他們重見天日了。他們向在場的義工及醫護人員連番道謝，臉上掛著親切

的笑容，甚至有人眼泛淚光。為了重拾光明，病人們忍受了不少檢查及手術為他

們帶來的不適，克服了手術前的不安，也有病人忍受了前往醫院時長途跋涉的旅

程……然而這一切，在拆掉紗布那一霎都已變得微不足道。他們臉上的笑容像是

向大家宣告「我們熬過了！」而我看見眼前的病人拍過大合照、離開醫院的那一

幕，也感到無比滿足。我很慶幸自己曾參與這場饒有意義的義工服務，為別人的

快樂獻上了一分綿力。 

  

 

    這次旅程得以順利結束，我除了要感謝主辦機構的籌劃，也不得不感激其他

義工和同學的照應。未來的日子裡，我會繼續我的習醫旅程。無論我日後在哪一

個工作崗位上，我也期望自己能夠利用自己的能力，履行自己的責任，為病人、

以至身邊的人帶來一點快樂和光明。 

義工 莫浩明 (香港大學 四年級醫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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