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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員，一種市民既熟悉又陌生的職業。許多人對

消防員的印象，無非來自新聞直播災禍現場時的幾幀畫

面，或是新聞報道員的寥寥數語；對於消防員實際上的

工作情況，往往無從得知。近些年來不少電影或電視劇

以消防員為題材，箇中情節固然驚險刺激，但終究純屬

虛構。現實中的災禍現場，驚險程度只有過之，而無

不及。

擔任消防員絕非易事，從穿上消防制服的那一刻

起，便需肩負起保障市民生命及財產的重責。從 1980

年到 2015 年，我已肩負這份重責走過了三十五個年

頭。儘管路途歷盡艱辛，多次踏步生死邊緣，但此刻回

望，仍是無怨無悔。這些血汗交織的消防回憶和各種刻

骨銘心的救援行動，我在此書中以文字一一記下，並非

為了炫耀張狂，而是希望讓更多人明白生命的可貴，以

及身為消防員的辛酸苦楚。

至於那些將來打算投身消防的年輕人，希望你們能

夠擁有充足的體能，以及一顆貢獻社會的心，肩負起消

防員的責任，成為一名與火神搏鬥的勇士。但願我的故

事、我的信念、我的堅定，能夠為你們帶來一點啟示。

陳國強

前言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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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歲踏入社會

由汽車維修學徒到酒樓點心師傅

從沒想過成為消防員的我

因朋友之間的一個玩笑

而當上消防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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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六十年代的香港，九龍城區的上空不時能見到一團在六十年代的香港，九龍城區的上空不時能見到一團

莫大的黑影，伴隨着震耳欲聾的引擎聲，在房頂上呼莫大的黑影，伴隨着震耳欲聾的引擎聲，在房頂上呼

嘯而過，飛往遠方的高空。那是屬於舊時代的回憶，嘯而過，飛往遠方的高空。那是屬於舊時代的回憶，

在那個年代，乘搭飛機對於大多數的升斗市民而言，在那個年代，乘搭飛機對於大多數的升斗市民而言，

均是一件遙不可及的事。均是一件遙不可及的事。

那時的學校也不像現在那般強調學生的「生涯規

劃」，對於未來的人生路向，童年的我一直沒太大想

法。談到最大夢想，應該是坐上一次飛機，又或者環遊

世界。按照這個夢想，未來的我理應成為一個手提公事

包、身穿制服，在萬里高空上飛行的機師。然而，最後

我成為了手執消防喉、身穿防火服，在熊熊烈火中救人

一命的消防員。如此截然不同的結果，其實源於年輕時

與朋友之間的一個玩笑。

正如先前所說，我在童年時並沒有多大的理想，對

於學校那些死記硬背的知識亦不感興趣。於是在 13 歲

那年，我便踏入社會，開始四處尋訪工作。記得當年第

一份工作便是汽車維修學徒，每日的工作就是不停地檢

查、維修汽車零件，下班後總是弄得污手垢面。後來經

朋友介紹，轉行到了酒樓的點心部擔任學徒，日子便過

誤 打 誤 撞 入 消 防 得輕鬆多了。在當年，點心師傅是份頗為吃香的工作，

人工不錯之餘，上班時間亦短，一般到下午一至兩點便

能下班，而且每次做完點心後，都能率先品嚐。如此一

來，我便全心投入到這個事業之中，19 歲時更已是某酒

樓的點心部主管。甚至後來在 1984 年，中英雙方對於香港

主權問題進行談判，不少港人萌生移民念頭，我的點心師

傅有意到美國華盛頓開設酒樓，就曾打算帶我一同到當

地發展；我當時已入職消防，只能婉拒。現在想來，假

如當初沒有遇到那一輛消防局的流動招聘車，我的人生

軌跡應該截然不同。

 因玩笑而做的體能測驗 

1980 年夏日的某個下午，我與另外兩名點心部同

事，下班後如常相約至佐敦道的碼頭釣魚，一直釣到黃

昏時分。正當準備離開時，不遠處傳來一句說話：「後

生仔，入嚟試下啦，高薪糧準，假期多。」轉眼望去，

有位身穿制服的壯漢在一輛大貨車前對我們喊話。仔細

一看車上標語，才知道是消防局的流動指揮車。一直以

來，提到消防員這個職業，總離不開壯健、勇敢這些特

質，能否當上消防員亦成了決定體能好壞的指標。同行

的一位同事說：「一齊試下，睇下邊個得！」對於這個

打賭，我當下並不感興趣，更反問：「有咩好玩啊？」

然而，另一位同事對此也是蠢蠢欲動，似乎想藉此證明

自己。在他們再三慫恿之下，當時我也是抱着玩鬧的心

態，上前測試體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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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當時的體能測試評分中，同行的兩位同事均有

90 幾分，而我卻只有 70 分。原本以為事情就此完結，

誰料負責評分的考官卻在測試完成後，竟走到我跟前，

開口便說了一大輪之後面試、驗身的事宜，當下我仍來

不及反應，嘴上唯唯連聲，便轉頭離去。同行的同事對

此亦感到莫名其妙，事後我們經過一番討論，一致認為

我能通過測試，是因為我的身高和體重達至入職的要

求。至於當時仍一頭霧水的我，並沒有太在意他們的討

論，腦中卻不斷浮現一堆問題：「到時會問啲咩？驗身

會點驗？去唔去面試好？消防員做啲咩㗎？」

回程路上，我嘗試在記憶之中，找尋自己對於消防

員的印象，思來想去，終於記起曾經與消防員三次近距

離接觸。

由點心師傅變成消防員，只源於年輕時由點心師傅變成消防員，只源於年輕時
與朋友之間的一個玩笑。與朋友之間的一個玩笑。

 與消防員的三次接觸 

記得在我年少時，香港發生火災的次數要比現在頻

繁得多，皆因當年的防火設備簡陋，消防條例亦不似現

今般嚴謹，再加上市民普遍的防火意識不高，發生火災

的機會便大大提高。尤其山林、木屋區、後巷及工廠等

地方，幾乎三兩天便傳來失火的消息，而消防車的鳴笛

聲亦不時在街道上響起。對於消防員拿水喉，在火場周

圍四處奔波的場面，少年的我對此情景亦不陌生。

事情要由我小學三年級時說起，當時我居於平房

區，即香港舊時一種簡陋的臨時公共房屋。房屋的建築

用料已然不佳，而防火設施更是欠奉，因此區內亦偶有

火災發生。某日，鄰家一位婆婆所居住的房屋意外失

火，熊熊烈火在一霎間便席捲整座房屋，火光將周遭映

得赤紅，陣陣熱浪撲面而來，滾滾黑煙直衝半空。轉眼

之間，該屋已被燒得焦黑，一股煙燻味撲鼻而來。當時

的火災亦引來不少人圍觀，眾人眼見房屋逐漸崩塌，都

議論紛紛，喧嘩不斷，卻未見有人敢上前滅火。正當所

有人都一籌莫展之際，消防員終於趕來。然而平房區建

於山腰之上，當時亦未開闢道路供車輛駛進，故消防車

只能停於山腳，消防員需由山腳跑來。儘管如此，他們

仍是飛快地趕到現場。記得當時他們頭戴黑帽，身穿深

藍色制服，肩上托着消防喉，手持一堆設備。在到達現

場後，先行勘查現場環境，再將一個紅色類似圓柱的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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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後來才知該設備名為「浮水泵」），放於菜園附近

的水池之中取水，不消片刻便已將火救熄，並將屋內的

婆婆救出。雖然當時我還年幼，卻也在懵懂之間，了解

到消防員的職責所在，心中暗自佩服。

 專業亦危險的消防工作 

17 歲時，因為大磡村木屋區的一場大火，消防員

的身影又再一次進入我的記憶之中。當時我途經火災現

場，離遠望見村內煙火連天，肇事的木屋之外除了消防

員，亦有一眾市民圍觀。當時一名消防員正站於鋼梯之

上，由高處向下灑水滅火。忽然之間，現場傳來巨響，

想來應是火場中的石油氣爆炸。隨後木屋中爆出一大團

火球，就在消防員猝不及防之際，飛速竄升至其身下。

現場的尖叫聲如浪，幸而最後該火球與該消防員擦身而

過，才未造成更多傷亡，其後火災亦成功撲滅。儘管如

此，憶起當初的情境，仍心有餘悸；試想當時若火球直

接襲中該名消防員，後果簡直不堪設想。自此以後，消

防員在我心目中除了「專業」以外，更多了「危險」這

一印象。

誰能料到數個月後，我竟又再一次見到消防員，而

這一次的見面，更是在我所工作的茶樓之中。當時我在

一間黃大仙的茶樓工作，某日如常地在廚房製作點心

時，忽然聽聞茶樓外部發生搶劫事件。據聞當時的劫匪

帶有易燃液體，前台負責收銀的侍應不幸首當其衝，全

身被淋上易燃液體。賊人取走錢財後，更隨手將已點燃

的火機拋至該侍應身上。一瞬之間，該侍應已燃成火

人，哀嚎之聲響徹茶樓。即使當時我位於後方的廚房之

中，也能隱約聞到一股燒焦的氣味，以及那 人的慘叫

聲。待賊人逃去，我與其他同事方敢從廚房走出。來到

大廳後，只見該侍應躺在地上一動不動，其身軀已被燒

至碳黑色，就此與世長辭。事發不久後，消防員趕至現

場，抽取易燃液體的樣本進行調查，並一一向酒樓的員

工詢問事發的經過及詳情，那就是我平生第一次消防員

進行交談。他們的到來亦令驚魂未定的我，感到些許心

安。憶起以往兩次目睹火災的片段，再看到他們在工作

時如雨般滴下的汗珠，料想他們平日工作之時，定必時

常看見這些血腥、可怕的場面，其所承受的心理壓力可

想而知。想到此處，我又不禁由衷地敬佩消防員。

 成為消防員的機會 

一年以後，因為與同事之間的一個玩笑，我再次與

消防員接觸，這次更是有機會成為消防員。

通過消防招聘測試的數日後，我便如期前往北角消

防局進行面試。當時的我只是抱着一試無妨的心態，因

此面試前我亦未作準備。面試當日，當其他人西裝革

履、頭髮蠟得油亮時，而我卻是七十年代潮流的標準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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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長髮、恤衫、喇叭褲。結果在面試過程中，面試

官上來便問道：「陳先生，點解你着恤衫唔扣齊啲鈕？

同埋你係咪好鍾意長頭髮？」對於面試官突如其來的問

題，我當下也是不知所措，更下意識地反問了一句：「留

長頭髮係咪唔做得㗎？」話從口出後，才發覺略有不

妥。幸而當時長官亦只是微微一笑，隨即問道：「睇你

依家份正職，人工都唔錯喎，點解會想做消防員？係咪

想趁火打劫啊？」此處得說明一下，皆因七十年代的香

港貪污問題嚴重，當時部分消防員趕到火警現場時，會

向市民索取「利是」，金額滿意後，方肯救火。當年的

電影《七十二家房客》中的經典對白：「有水放水；冇

水散水」便是諷刺當時的貪污問題。

興許因為以往的經歷，我對於消防員的英勇尤為敬

佩，此番話在我耳中聽來，不僅侮辱了一眾敬業的消防

員，更似在嘲諷我意有所圖。因此，縱然心知當時正在

面試，但身體卻已按捺不住，激動得一邊拍着枱面一邊

道：「第一，其實我之前無諗過做消防員，今日純粹嚟

試一試得唔得；第二，人哋火燭已經好慘，你仲話趁火

打劫？呢啲嘢唔應該攞嚟講笑。」面試官聽後亦沒有繼

續追問，面試亦到此為止。義憤難平的我已然記不清離

開消防局的經過，直到回程時，乘上北角航往九龍城的

渡輪，被海風吹拂一番，方始冷醒下來。縱使當時年

少，但「禍從口出」這個道理我也是明白的。眼見入職

消防的機會已然渺茫，心中已打算繼續任職點心師傅。

出乎意料的是，就在面試後不久，我竟然收到消防

局驗身的通知。當時我深信在上一次面試過後，消防局

定然會將我拒諸門外，而之所以收到驗身的通知，應該

也只是到政府的醫務衞生署的例行程序。既然已經去了

面試，不妨再去驗身，順便也可知道自己的身體狀況。

就這樣，我又如期去了驗身，在一輪身體檢查後，醫生

跟我說：「得㗎啦，返去等信啦！」聽後我頗為不解，

便繼續追問，隨後醫生便不耐煩地道：「仲使問？梗係

入班操練啦！」



第一章第一章

正式進入消防訓練學校

接受入職前的訓練

然而我卻沒有準備任何行囊

就這樣進入學堂

當
上
消
防
員



不久後，長官們便一一點名，並安排學員乘上兩輛

能容納多人的「豬籠車」，駛進位於元朗八鄉粉錦公路

的消防訓練學校，開始我的消防訓練生涯。

到達學院時，消防助理教官早已在內等候多時，就

在其他人都忙於收拾行李下車時，一身輕裝的我立即被

教官留意，他上前問道：「點解你咩都冇帶㗎？」我也

只好一臉無辜地訴說緣由。他聽後便道 :「咁你帶咗幾

多錢啊 ?」我略帶尷尬地提起五指道：「帶咗 50 蚊。」

話音剛落，隨即引來哄堂大笑，連教官也忍俊不禁：

「50？兩餐飯你都唔夠喇！」經過教官的一番調侃後，

所有人亦已經下了車，於是其他的教官便帶領一眾學員

前往宿舍，一一編配房間，並安置行李。當時學院的宿

舍十分簡陋，與其說是宿舍，倒不如說是間普通的課

室，只是裏面放了五、六張加了塊木板的鐵床架。同房

的學員中，有不少人都看似早有準備，拿了張軟墊或竹

蓆鋪在床上，免得直接睡在木板上。至於我，連替換的

衣物也沒有帶，更不要說甚麼床墊枕頭之類的用品。其

他人安放行李時，我也只是在旁走走停停，等待下一步

指示。

其後，按照入學規矩，學員們需要修理髮型，畢竟

入學後需要進行大量的體能訓練，總不能一直披頭散

髮。學院中有位「髮官」專門負責為學員理髮，他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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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
初來乍到

就在驗完身的一個月後，我便收到由消防處寄來就在驗完身的一個月後，我便收到由消防處寄來

的信件，內容大概是告知我已經初步通過測試，並需的信件，內容大概是告知我已經初步通過測試，並需

要在九月一日早上八點前，抵達尖沙咀消防局，預備要在九月一日早上八點前，抵達尖沙咀消防局，預備

入班事宜。所謂的「入班」，即是進入消防訓練學校，入班事宜。所謂的「入班」，即是進入消防訓練學校，

接受入職前的訓練。先前對於能否入職的忐忑不安之接受入職前的訓練。先前對於能否入職的忐忑不安之

感，在看完該信後終於一消而散，取而代之的，是對感，在看完該信後終於一消而散，取而代之的，是對

於新工作的滿腔期待。於新工作的滿腔期待。

入班當天，我準時到達尖沙咀消防局，當我躊躇滿

志地跨過門口時，只見消防局內站滿了密密麻麻的人，

看起來都是同期準備入班的準消防員。然而這些都不是

重點，令我詫異的是，他們每一位的腳旁竟然都放滿了

一大堆行李，而我卻是兩手空空，毫無準備。看到這番

景象後，我心裏不禁暗罵那封入班通知信，信中只提及

攜帶少量金錢，並沒有寫明要帶甚麼物品。加上我身邊

也沒有朋友從事消防員，因此我以為日常用品都會由訓

練學院提供，事前並無準備。全身上下沒有任何行囊的

我，也隨即引來不少異樣的目光，其中大多數均帶有嘲

笑成分。當時我也只好無奈地站在一旁，默不作聲，畢

竟自己也沒可能再回家收拾行李，只好走着瞧，待進入

學院後再作打算。



會像坊間那些髮型師般，先詢問你打算理甚麼髮型。當

你坐下後，他二話不說便把碗倒轉，蓋在學員頭上，再

拿剃刀「剷青」。我那一把蓄了良久的飄逸長髮，就在

那刻離我而去，成了與所有學員一致的平頭裝，同時也

標示着我正式進入消防學堂，成為一名準消防員。

一眾學員剪完頭髮以後，天色亦已漸暗，教官安排

我們在晚上六點到飯堂進膳，隨後回房執拾細軟，明早

七點三十分便開始訓練。當晚回到房間後，所有人的首

要任務便是把教官發下的制服燙直，其次便是擦亮步操

用的皮鞋，以及整理好消防裝備，如個人救生繩及消防

斧頭。由於首日入班，大家都不清楚制服方面的規矩，

加上房中只有兩個燙斗，因此當晚人人都弄得手忙腳

亂，直到夜深方才入睡。至於我，由於事前一件日常用

品都沒有帶去，當晚也只好逐一詢問同房學員，向他們

借用備用的毛巾和牙刷，就此懷着既緊張又期待的心

情，度過入班後的第一個晚上。

1.21.2
學院內的生活模式

在消防學堂的生活十分重視規矩與紀律，何時要到在消防學堂的生活十分重視規矩與紀律，何時要到

何地，何地該做何事，每日、每時、每分的行程與活何地，何地該做何事，每日、每時、每分的行程與活

動都被安排得清楚妥當。客觀而言，這種生活十分規動都被安排得清楚妥當。客觀而言，這種生活十分規

律健康，說白了其實枯燥且乏味。律健康，說白了其實枯燥且乏味。

次日一早，同宿的學員們在七點前均已起床，梳洗

過後，一眾學員在操場有序地排成一行，等候接下來的

訓練。晨間的體能訓練是消防學堂的日常之一，體育教

官帶領我們做各種訓練，其中掌上壓和緩步跑便是最常

見的訓練內容，而這僅僅是整日訓練的開端。

我們在食堂吃過早餐後，便開始第一天最緊張的時

刻，因為消防學院的校長與一眾教官，將會向初來報到

的學員們作訓話與檢閱。時至八點三十分，我們回到宿

舍匆匆換好制服，然後又趕到操場上，將身體挺得筆

直，屏息靜氣，立正等候。時值夏季，烈日當空之下肅

正挺立，我與其他師兄弟頭上的汗珠如雨般落下，想擦

拭卻又不敢輕舉妄動，時間變得異常漫長。等了大約十

幾分鐘，終於望見校長與教官們從操場外緩步走來，看

見他們凌厲的目光，心想給他們留個好印象，肢體不由

自主地更加繃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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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走到我們面前，一來便是一頓勉勵與訓話，然

後令教官們分別檢查各人的衣着。說也好笑，由於當日

是首日訓練，同場的學員們皆不懂穿着正式制服的規

矩，每位皆是衣冠不整，錯漏百出。當有學員被教官點

名訓話時，旁邊的學員都忍俊不禁，緊咬嘴唇，生怕一

不小心笑了出聲。終於有位同學按捺不住，「噗」地一

聲笑了出來。教官聽到後，立馬厲聲喝道：「笑咩呀？

企出嚟！」並下令他原地做 20 下掌上壓。做完以後，

本已汗流浹背的他累得氣喘吁吁，而在旁的同學也被嚇

得面如土色，不敢再嬉皮笑臉。我想，這次的檢閱確實

給了不少人一個下馬威，令我們知道消防學院的訓練遠

比想像中嚴厲與苛刻。

教官點名及檢閱以後，便指示我們回到宿舍更衣，

準備下一輪的訓練。接下來的訓練便分為兩組，一組學

習消防員的基礎技巧—「開喉」與「收喉」，而另一

組則負責紀律性與整齊度的訓練—「步操」。對於當

時的我而言，步操的環節最是苦惱。在進入學院以前，

我一直以為學院的訓練內容不外乎如何救火救人，未曾

想過會有步操訓練。在烈日下一遍又一遍地操練，不但

酷熱難耐、汗如雨下，不少同學的腋下更因為不停被衣

物摩擦而損傷流血。另外，由於自己的英文水平較低，

而步操的每一個指令皆是英語，所以很多時候都會因為

聽不懂指令而大擺烏龍，笑話百出。印象最深的一幕，

莫過於當教官喊：「Turn. r igh t！」時，一眾師兄弟轉

左轉右，各不相同，最後面面相覷，呆在原地。每到此

時，助理教官便會立即號令全體一同受罰。

談起這位助理教官，便要提到消防學院內的班級制

度。其時一眾同屆的學員會被分派各班，而各班又分別

設有一名高級消防主任作班主任，助理教官則負責輔助

班主任，處理班中各成員的紀律問題。每當有學員犯

錯，這位助理教官總會搶先班主任一步責罰；因為據他

所言，倘若由班主任施予懲罰，後果則更為嚴重。至

於受罰的形式，則可用八字概括：「一人犯錯，全體受

罰」，皆因消防員執勤期間出入火場，生死攸關，隊員

之間的合作互助尤為重要。消防學院在平日訓練間，便

一直反覆強調團隊合作精神。潛移默化之下，我亦漸漸

適應了這種訓練模式。團隊合作精神一直深印於我腦海

之中，影響殊為深遠（此後之所以能在毅行者比賽屢屢

奪冠，此間的步操訓練可謂功不可沒）。

當
上
消
防
員

消
防
員

252524

與
火
神
火
神
搏
鬥
三
十
五
年
消
防
生
涯
事
件
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