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善心的梁善生

2005 年 3 月 19 日，香港粤南信义会腓力堂的梁善生牧师，如鸟倦思归，返

巢安睡，走完了充满善心的一生。这位生前曾任国际麻风救济会香港分会秘书长

的牧师，数十年来为教友，为麻风病患者，为社会作出了功不可没的贡献。

梁牧师是北海人，1923 年出生于合浦山梓山村（今南康老山）的一个农民家

庭。父母是基督教徒，他出生不久便洗礼入教。梁在家乡完成中小学的学业后，

于 1947 年到汉口滠口信义神学院学习，后毕业于香港道风山信义圣经学院；1953

年他晋升为牧师，第二年到德国一圣绎神学院深造，后到马来西亚吉隆坡任牧师。

在那儿与一位德籍女青年结婚，后与妻子到香港工作。

早期的香港是没有麻风（昔日写麻疯）病人的。1948 年因战乱，大批大陆的

难民到香港暂时避难，难民中有一些麻风病患者。后来一位国际麻风救济会的传

教士途经香港，在难民中发现这些麻风病患者，于是引起香港政府的高度重视，

立刻设立麻风病人收容所，后于 1951 年在喜灵洲（一个孤岛）建立麻风院，收

治数百名麻风病人。

香港自 1951 年发现麻风病人以后，真是人人闻“风”色变，在外见到麻风

病人立即争相走避，甚至出现丈夫抛弃患病的妻子；父母遗弃染病的子女等家庭

悲剧。见此情景，梁牧师毫不犹豫地投身到宣传防治麻风病的工作中去。他认为，

病人除了需要药物救治外，更需要全社会关爱这些“断六亲”（梁善生语）的可

怜人。他常到喜灵洲麻风院探望病人，了解他们的疾苦和需求，借助教会的力量，

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1971 年，在妻子返德国后，他便干脆搬到孤岛上的麻风院

与病人同住。由于梁牧师的爱心是出了名的，而且对病人又是这样的关爱，于是

他被任命为“国际麻风救济会香港分会秘书长”（以下简称秘书长）。

身为秘书长的梁牧师，他的工作受到香港一些媒体的关注并经常去采访他，

从而了解香港麻风病人的治疗和生活情况。梁牧师则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在《天



天日报》和《东方日报》等报刊大力宣传麻风病并不可怕。他说，自“二战”后

的二三十年间，医学界已发明了能治愈这种病的特效药；还说，“麻疯”这一名

词很容易使人误解，其实这种病是“麻”而不“疯”，因为病菌只侵入四肢、耳、

鼻等皮下神经，使这些部位感觉麻木，但不会侵蚀人的中枢神经。通过宣传，在

很大程度上减轻人们对麻风病的恐惧。

1975 年麻风病在香港的传播基本绝迹，设在喜灵洲孤岛的麻风院从此关闭。

40余年来，由于梁牧师为香港麻风病的防治做了大量的工作，1985 年 6月 15 日，

香港第 26 任总督爱德华·尤德爵士，以伊丽莎白女王二世的名义，给梁善生牧

师颁发“英帝国荣誉勋章”，以表彰他为香港作出的杰出贡献。

自 1983 年起，梁牧师每年都回乡探亲一至两次。说是探亲，其实是到北海

麻风村、合浦蛟龙塘麻风村和关草塘麻风村探望麻风病人，了解他们治病和生活

情况，并与北海皮肤病防治院（下简称北海皮防院）经常联系，互通信息。

1986 年 10 月 5 日，北海皮防院举行建院 100 周年庆典（下简称百年庆典），

梁牧师为此协助北海皮防院做了许多工作。他以秘书长的名义邀请英国、德国、

美国和香港地区的麻风病防治专家 20 多人，到北海参加百年庆典。这些专家得

悉北海皮防院的领导、医生和有关工作人员自 1950-1986 年间，对北海市各城区

和各渔农村进行关于麻风病拉网式的全民普查，凡查出的麻风病患者均给予及时

治疗，使北海麻风病患者由年患病率最高的 1.62‰降低到 0.08‰，基本上遏制

住麻风病在北海的流行。对这种情况，专家们感到非常惊讶，他们说这是一个很

了不起的成绩，只有在中国才能做到。北海麻风病的防治工作得到国际麻风病专

家们的一致好评，这是与梁善生牧师的帮助分不开的。

此外，梁牧师在物质上也给予北海皮防院弄口麻风病人许多帮助，如在参加

百年庆典时，他以秘书长的名义，给市皮防院赠送了一批医药、器材、义肢（给

截肢病人接驳的假肢）和面包车一辆（此车是他自己的）；数年后，又赠送一辆



12 座面包车，5 辆摩托车和轮椅 10多张。

梁牧师每年返乡到各麻风村探望病人（其中的大多数人已经治愈）时，都用

自己的钱给每位病人发 10 元左右的零用钱，光蛟龙塘村就有 300 多人，加上其

它麻风村的合计起来，要花去三四千元，这对于生活清贫的他来说，是一笔不小

的数目。2004 年 10 月中旬，梁牧师准备返北海时，他的一位教友见他已 81岁高

龄，坐汽车路途辛苦，于是给他 2000 元作为机票款。他接过教友的钱后说，路

费我有，但北海有一群人很需要这些钱。他回到合浦蛟龙塘村后，把教友送给他

作往返机票的 2000 元全部送给了蛟龙塘这一群兄弟姐妹们。

梁牧师每年回到出生地南康镇山梓山村，很关心家乡的道路和学校建设。村

东面约一公里处为扫管龙乡所在地。村子与乡之间有一条宽约 8米的大水沟，是

村民到乡的必经之“沟”。平时村民过沟总要湿脚；遇到雨天必须卷起裤脚，若

山水大发，村民便过不了沟，孩子们则不能返校上课，因为学校在扫管龙乡。梁

牧师见此情景，决定帮助村民建一座桥，于是捐赠人民币 17.5 万元，于 1995 年

在这条大水沟上建了一条长 12 米，宽 5 米的钢筋水泥桥，极大地方便村民出行

和孩子们上学。此外，还在大桥下筑坝蓄水，供乡民灌溉农田使用。村民非常感

谢梁牧师为家乡所作的善举，于是给此桥取名“善爱桥”，并在桥边立一碑石纪

念。

扫管龙小学有学生约 270 人。梁牧师很关心家乡的孩子，每次回到家乡，总

要抽点时间到学校看看。学校的一条主校道是黄泥路，每到下雨天，路面泥泞，

师生走过这段路两脚便沾满黄泥；此外学校的厕所破旧不堪，很不卫生。梁牧师

在教会中牵线，要到一笔 2.5 万元捐赠款，于 2004 年下半年，用来修建校道和

厕所，大大改善了全校师生的学习生活环境，可家乡人做梦也没有想到，这竟成

为梁牧师一生最后的善举。

2004 年 10 月下旬，笔者到香港探亲，为调查德籍容姑娘在北海传教的经历



去采访他。他老人家给我的印象是热情、健谈。他办公桌旁边的一个小书架放满

了中文和外文书籍，为了工作交往的需要，他努力学习各种外语，除懂英语、德

语外，对希伯来文和希腊文也有研究；晚年还学法文，是一位非常勤奋好学的人。

想不到笔者第一次见到的这位梁牧师，竟也是最后一次见到他。数月后梁牧师不

幸病逝，享年 82岁。

梁牧师逝世后香港信义会腓力堂和北海基督教堂先后为梁牧师开了隆重的

追思会。最后由梁牧师的长子把他的骨灰安葬在家乡的仙人墓园，让他魂归故里，

与双亲长眠在一起。

梁牧师在喜灵洲麻风院探望病人

1995 年梁善生捐资十七万多元，在家乡山梓山村修建这座钢筋水泥桥



1986 年 6 月 15 日，香港第 26 任总督尤德爵士给梁善生颁发“英帝国荣誉勋章”

（本文 3张照片由市基督教会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