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捕蛇工具一覽

較粗的勾主要是用
來捉蟒蛇等大型蛇類，
也能夠用來挖開石堆，
方便尋找蛇的蹤影。

蛇勾（粗）

蛇勾（細）

這是蛇王捉蛇時的
第三隻手，用來勾住及
控制住蛇的身體，方便
捕捉之用。

通常用來夾住
蛇的身體，方便捕
捉。這款是特意挑
選的夾，夾頭由防
滑軟膠組成，既可
夾得住蛇身，又不
怕傷害到蛇。

蛇 架

捉蛇手套有別一般
的勞工手套，是由非常
厚的特殊纖維編製而
成，毒蛇的牙不能貫
穿。在控制住蛇後，蛇
王會用手套將蛇放入袋
子。

捉蛇手套

蛇袋是專門裝
蛇用的袋子，質感
像麻包袋，但非常
結實。蛇王捉到蛇
後 ， 會 先 放 進 蛇
袋，再放進箱子，
送到相關機構。

蛇 袋

「其實牠們也是生物，與我們一
樣，活在這個世界上，牠們也應該被
了解和愛護。」 Ivan從小就特別喜歡
怪獸的造型，由於被蛇的神秘習性及
炫酷外形深深吸引，小學開始養蛇，
至今已二十多年。Ivan說，每種動物
生存都有牠的意義，蛇在生態角色上
很重要，牠可以幫助控制其他生物例
如老鼠的數量，只是很多人不理解。
他又認為，人們對蛇有誤解，其實牠
們很膽小，如果不是自身受到威脅，
人類並非牠們襲擊的對象。

讓小朋友明白蛇不可怕
養蛇養到出了名，便成了街坊之

間的民間蛇王，不少人遇到蛇都會找
Ivan求助。直到2023年，Ivan到嘉道
理農場考取了證書，正式成為警方認
證的捕蛇專家，開始了捉蛇工作。在
他看來，說是捕蛇，更像是救蛇。每
次捉蛇都是全副武裝出場，捉蛇要用
蛇勾，如果是毒蛇，就要帶上特製的
手套。每次他都小心翼翼，為了不要
傷害到被發現的蛇。捉到蛇，裝進蛇
袋送到山上放生，工作才算完成。如
果蛇受傷了，就會送到嘉道理農場治
療，然後放生。

傳統上的蛇王，本業是賣蛇羹，
副業才是幫警方捕捉爬到社區的蛇。
但Ivan不一樣，他既不賣蛇羹，也不
吃蛇；相反，蛇是他的助手，也是牠
的夥伴，一人一蛇，經常到各中小學

做講座，希望讓更多的小朋友明白蛇
並不可怕，牠們是大自然生態平衡中
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說到蛇王經歷中印象最深刻的一
次，他思考良久。記者本以為會是一
條蛇吃了一頭牛或與某一條毒蛇鬥智
鬥勇的驚險事跡。結果Ivan分享了一
個他花了近八小時從汽車引擎救出一
條在內取暖的蛇的故事。

他說，或許因為汽車引擎比較溫
暖，所以那條蛇就躲在裏面取暖，但
引擎一旦發動，蛇可能就會因此喪
命。由於引擎內部複雜，要救出一條
擅長穿縫過隙的蛇並不容易，結果
Ivan花了大半天才將其救出， 「那天
真是腰都疼了，放生了蛇後，腰都挺
不直。」 雖然這次救援行動費時耗
力，但Ivan分享他滿滿的成就感，可
見他對蛇的喜愛一點不假。

「蛇王」 是香港及廣州
絕大部分售賣蛇羹的店舖的
名稱，一般是以東主的名

字，再配上 「蛇王」 二字成為店舖名，
例如蛇王良、蛇王強等。 「蛇王」 的本
業除了是蛇店東主外，尚有一副業，就

是每當民居發現蛇蹤，警方會致
電 「蛇王」 協助處理。

此外，在粵語中， 「蛇
王」 也被用作稱呼職場中躲懶
的人或躲懶的行為，而躲懶的

地方更被稱為 「蛇竇」 。不
過，現時香港年輕一輩已甚少用 「蛇
王」 作為躲懶的代名詞，而改用 「吞
pop」 一詞形容，意思與內地網絡用語
「摸魚」 一樣。

青年蛇王
花八句鐘救一條蛇

▲李逸朗表示，其實蛇很膽小，如不是自身受到威脅，人類並非
牠們主動襲擊的對象。 大公報記者林良堅攝

「我對蛇的感覺？應
該是又愛又恨吧。」 周嘉

玲是老牌蛇店 「蛇王協」 的負責人，也是鼎
鼎大名的女蛇王，十多歲便女承父業，至今
已有近50年。說愛，蛇給了她穩定的生活及
如今的一切；說恨，是毒蛇口中那滿是毒液
的大口，讓人不寒而慄。

小時候周嘉玲不愛讀書，尤其看到英語
就頭痛，成績不好，讓她每次上學都感覺像
是受難，於是她便向母親提出輟學，適逢開
蛇店的父親經常回家後抱怨人手不足，又請
不到人。於是她一下子就想到了目標， 「讓
我去捉蛇！我來幫父親的忙！」 起初父親一
口拒絕，認為女孩子不應拋頭露面，建議她
去從事車衣工作，但見她一直堅持，最終只
好妥協。

剛開始接觸蛇，父親先是給一些剪掉頭
的死蛇讓她摸着玩，後來再給她無毒的水
蛇。第一次接觸毒蛇是在店舖的後巷，父親

親自訓練她捕
蛇的技巧。周
嘉玲坦言，起
初對蛇非常害
怕，曾經試過
抓蛇的時候，
不 慎 讓 蛇 逃
脫，結果她被
一條蛇在店內
追得到處跑。

從父親手
上學到一手御
蛇 的 好 本 領

後，周嘉玲開始了蛇王的工作，會在收到警
察致電後幫忙捉蛇。然而，十多歲的小女
孩，每次出動，擠在人群中無論如何大喊
「我是蛇王啊！」 也沒有人理會她，等警察
確認後才讓她進入捉蛇現場，說起過往經
歷，讓她哭笑不得。

樂見年輕人加入捕蛇行業
常在河邊走哪有不濕鞋？說被蛇咬，雖

是家常便飯，但被毒蛇咬到可就不是鬧着玩
了。周嘉玲最深刻和嚴重的一次受傷，是被
令人聞風喪膽的毒蛇──五步蛇所咬。事緣
供應商送錯貨，在一籠子蛇中混了一條五步
蛇，蛇舖只好將其分隔，放進袋子準備後續
處理。有一天，周嘉玲拿水餵蛇時，一打開
袋子，五步蛇就像蓄勢已久一般，彈射上來
給了她的手背一口。

被毒蛇咬到後，身體立刻有反應，不單
是傷口腫脹，整條胳膊都像火燒一般，淋巴
立刻腫脹起來，眼裏看東西一片綠一片黃
的，甚至連吹來的風都讓人感到疼痛。 「當
時立刻就被送進去醫院，流血不止。但最終
我還是選擇到深圳醫治，當地有專門的中醫
院專科治理蛇咬。」 周嘉玲告訴記者，內地
有針對治療蛇毒的研究，所以被蛇咬到，她
一般都會選擇中醫治療。

如今，周嘉玲依然協助警方捉蛇，但
主要的工作已經逐漸由她的弟弟接替。她
很高興近年有年輕人加入到捕蛇行業中，
但她還是希望跟年輕人說一句， 「千萬要
小心啊，被毒蛇咬到的話，可不是鬧着玩
的。」

▲玲姐捕蛇經驗豐富，但她表示曾有一次被五步蛇咬傷，差點要了
她性命。 大公報記者何嘉駿攝

▲捉蛇手套是由非常厚的特殊纖維
編製而成，毒蛇的牙不能貫穿，能
保護蛇王。 大公報記者林良堅攝

▲玲姐由十多歲開始便女
承父業，一直至今已有近
50年。

話你知

辦公室多蛇王?

▲玲姐在深水埗的蛇舖，一到冬天就有大量食客上門品嘗
美味蛇羹。 大公報記者何嘉駿攝

蛇年將至，提到蛇，大家
首個聯想應是冬天一碗熱辣辣的

蛇羹吧！由於蛇總給人兇猛、邪惡的印象，不少人避之則吉。然
而，有一群人與蛇為伴、以蛇維生，他們就是捕蛇專家─蛇
王，他們與蛇有不同的故事，不同的愛與恨……

34歲的李逸朗（Ivan）自小養蛇愛蛇，近年更考取證書後成
為新晉蛇王，除了日常協助警方捕捉在民居出現的蛇，他亦開
辦了自然工作室，經常帶着蛇到處開教育講座，傳播保育訊

息。 「紅褲子」 出身的女蛇王周嘉玲女承父業，經營
傳統蛇店，對蛇又愛又恨。愛蛇，因蛇為自己提供

了更好的生活；恨蛇，因其毒牙險令她置於
死地。

人物故事

大公報記者 伍軒沛

大公報記者整理

捉蛇手套

蛇勾（粗）

蛇勾（細）

蛇 架

老店女蛇王
被咬傷看深圳中醫保命

◀玲姐一
門捉蛇手
藝，都源
自父親的
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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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炳強：困緬獲釋港人 非全有交贖金
【大公報訊】記者古倬勳報道：港人被電

騙恐怖分子禁錮在東南亞國家被迫從事工作的
案件死灰復燃，至今仍有11名港人被困。保安
局局長鄧炳強昨日（18日）接受電視台訪問時
表示，並非所有獲救的港人都是透過繳交贖金才
獲釋，部分涉及警方或軍方行動不便透露；大部
分受害人是被網上廣告誘騙，重申會繼續與泰國
當局交換情報，盡一切努力營救其他被禁錮的
港人。

逾六成受害人因網上廣告受騙
鄧炳強透露，被禁錮的受害人中，三分之

二是因為網上或社交媒體廣告受騙，其餘受害
人則是涉及在娛樂場所認識到中間人，中間人透
過誘騙對方幫忙，例如運錢、鑽石或其他物

品，並聲稱給予報酬，部分個案起初不是告訴
受害人去東南亞國家，而是去日本及其他歐美國
家，其後突聲稱臨時有個更好的工作，令對方墮
入騙局。執法部門會加強在機場及娛樂場所進行
防騙宣傳。

警方早前拘捕一名涉嫌誘騙兩名女子到緬
甸從事詐騙工作的32歲女子，鄧炳強表示，現正
調查中間人與背後詐騙集團之間的關聯，料中間
人屬於個別情況，暫時未發現本港有集團式或有
組織的人口販運團體，但當局亦會徹查。對於有
法律界人士促政府立法打擊人口販運，他提到本
港有超過50條法例處理，最高可判處終身監禁，
只不過需視乎罪犯行為達到什麼階段，以最適當
的法例去處理，如販運人口、禁錮及虐待等行為
在海外發生，香港則無司法管轄權，須交由當地

處理；目前會集中營救被禁錮的港人，在總結經
驗後會檢討法例。鄧炳強強調，會繼續與泰國當
局交換情報，以及與被禁錮港人的家屬保持聯
絡，透過任何蛛絲馬跡，將他們救回平安返港。

《大公報》揭電騙園黑幕
《大公報》調查組日前深入泰緬邊境採訪，

直擊全球最大的電騙園區緬甸妙瓦底亞太城。
一名25歲本地男子去年10月應聘一份由泰

國帶鑽石到台灣的工作時，在曼谷落機後被人
用車拐運至泰緬邊境，再偷運至緬甸的電騙園
禁錮，其間飽受虐待和毒打。事主講述這條由
曼谷到湄索，再被拐到妙瓦底電騙園的 「豬仔
地獄之路」 ，印證了《大公報》日前的調查報
道內容。

▲大公報記者日前在泰緬邊境拍攝到妙瓦底亞太城電騙園區的情
況。 大公報調查組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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