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 習  、  實 踐  、  分 享  、  互 勵 ，  

令 生 命 的 花 朵 在 每 個 人 的 心 中 綻 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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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也是流金的歲月 

對於往事，每人都有不同的態度，有

人喜歡緬懷、有人認為是浪費時間。尤其

是活在今天這個講求速度與嶄新的世界，

這刻有高清電視，下一刻已有立體電視，

要應付目前還勉強可以，要花時間懷緬

「舊事」，或許已是奢侈的事。然而，人

生回顧在很多關於晚晴照顧服務的規劃

中，都受到重視和肯定，我們的院舍也早

就有為院友做人生回顧。 「值得嗎？」

活在這「有前無後」的世界中，作為照顧

者，我們自問在心底裡有否這樣的質疑。

 

人生回顧是涉及生命的分享，我們的

態度主宰著它的效果，所以先要問值得與

否的問題。而所謂效果，並非只限於能夠

為院友寫成一本生命紀錄冊，因為這樣容

易忽略在過程中的「發掘、分享、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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頤樂
賽 馬 會 復 康 中 心
這是我認為生命可以因您而動聽的元素。
每個人都有一個生命故事，若我說院

故事能夠因為我們的工作而變得動

這是否過於跨張、過於浪漫化、還是

可以做到？ 

，是流逝了的歲月 

有一次前往醫院探病，院友病情嚴

愁眉深鎖。與病榻上的她談及往事，

到婆婆當年少女時期被追求的情況，

婆婆娓娓道來，說來神采飛揚，原先

容與愁懷頓時一掃而空，臉上更重現

的笑容。 

古代一位哲人曾說：『你不能兩次踏

條河流，因為流向你的水永遠是不同

，而第二次踏進河流的你也不是過去

。』 人生的經歷就如流水般不斷沖

，但不爭的事實，就是那些歲月是真

現過，亦是獨一無二的。 
 

在過程中，我們要耐心及敏銳地協助

院友回顧那些對他/她有意義的前塵往

事，要發掘是因為有時連他們自己也忘記

了或者他們的記憶力已有限制，而且還要

有興趣去問、去聽，亦會用心去回應。一

切要出自真誠，這種源自對生命欣賞的互

動，對院友來說，是對其人生的一種肯定

與欣賞，亦因為如此，其實不用過於拘泥

故事的完整性，那怕只是一些片段，只要

院友和我們都享受其中已經足夠。(待續)
護理安老院主任 盧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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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這裡我所認識的每一位院

學員，感謝你們教我生命的意義。

在我還未入職以前，無論舊同事

外行的親友，都一度擔心我會否

這份新工作而變得鬱鬱寡歡 –  

，即係善終呀？！咁咪會成日都

囉！」 

，會有人死喎，你唔驚咩？」 

，做哩份工應該壓力好大……」 

無疑，病患、死亡給我們帶來無

、悲傷和痛苦。的而且確，眼見

受著病患的折磨和能力的喪失，

真的不好受。記得剛入職的第一

期，我便開始接觸這裡的長者和

人士。當中，有些院友失去了活

力，有些插著各式各樣的喉管，

缺乏溝通能力，有些甚至有機會

死亡……眼看著院友床前掛著一

以往身壯力健時拍下的相片、一

自信的笑容，相對著眼前一副軟

力的身軀，那種落差，怎能教人

酸？ 
不過，更叫人動容的，是生命的

。縱然身患重病、受著不同程度

苦，甚至有「不如早啲死好過」

頭，但他們卻都在努力地活著。

他們常說「老啦，無用啦」，但在

來，卻是一個個的生命鬥士 –

過人生的各種起起跌跌，體驗過

的種種，甚至身體上的病患痛

但他們仍然不向命運低頭， 那份

，可不是每個人都能成就的。 

因為他們的堅持，才能寫下一頁

頁精彩的生命故事，以生命影響

。就如南野(頤樂護理安老院院

，他十多歲就要親歷戰爭，試過徒

走長江幾百公里，還要眼巴巴看

袍死傷，歷經十年的艱苦歲月；

移民香港，睡過車站、路旁，還

信「苦，人人都要經過；環境靠

造，得一步一步來」；直至後來藉

畫得以維持家庭生計，又得到基

信仰的支持，他還是虛心的「將

歸於至高神」，又以「能幫助人的

，不能幫助人的，不做」為做人

的宗旨；縱然去到生命的盡頭，

是滿口祝福，滿心感激大家的照

關心。 

 

他的故事、他的勉勵，就時常存

的心裡，給我鼓勵、給我提醒。

南野，還有其他院友的，就是這

個又一個的人生故事，還有互相

懷和祝福，將我跟他們連結起

縱然他朝死亡要來臨，也不能將

分隔。 

因為愛，我們活在大

家的心裡面，互相滋養

著，一同迎接生命給我們

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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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lliative Care, 

Let love flow and share.
恨交纏的胃喉 

護士(紓緩照顧) 黃玉珍 

在醫生診症時，當要討論院友是

插胃喉一事時，有部份家屬聲淚

地說：「這真辛苦，又無得吃，

到他這樣子都很心痛，可以不用

」 反之，亦有些家屬認為：「有

就當做，怎能白白看著他餓死

」，聽著家屬的心聲，我不其然

在一旁的院友問道：「對於要不

胃喉，你自己又有甚麼想法

」大家才驚覺要插胃喉的是眼前

友，為甚麼回答的是家人或是照

，我們總是忘記他的存在！ 

 

患者該不該插胃喉，是一個老掉

問題，當中亦難於有所謂絕對的

。重點是要看這程序施行的原

院友的身體正處於何種狀態？

患者身體只是暫時因某種原

失去食慾或進食能力，最常見是

症引發整體功能下降，短暫的人

飼，吸取營養是有其需要和果效

但相反，若患者的身體有多種器

竭，或是已進入所謂人生末段時
候，已有相當多的文獻記載，指出這

程序在此階段已經意義不大！與此同

時，患者卻因為插了胃喉，他們要忍

受喉管經鼻腔、食道插進胃部所帶來

的不適，而且，每隔一段時間便需要

更換喉管，同樣要忍受過程所引致的

不適，另一方面，有些患者因為自行

把喉拔掉，換來的是“適當”的肢體

約束，失去了活動的自由，連自己搔

個癢都不可以，當中的困苦可想而知。

而另外一個絕少被考慮的，就是插喉

對患者外觀的影響，在這樣的條件下

生活，連自尊都失去，到底從何去談

質素呢？ 

 

但話說回來，這程序有否意義，不

是筆者來決定的，院友自己的想法是

最重要的，在可以的環境下，讓有表

達能力的院友，在知情知理的情況，

有空間作出考慮，並決定自己到底應

該用何種方法走下去，這樣才算懂得

尊重、愛惜他們！ 

 

在現實之中，家人的參與和作出決

定仍佔著重要地位，然而，無論是院

友本身或是他的家人，要作出決定其

實都有很大的矛盾與掙扎，這方面工

作人員必須多加理解。不過，我仍鼓

勵在這事件上，應該先讓院友發言，

使他們可以自由說出真心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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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院友和我們說出自己的病情和

的難題。要安慰他說情況會有好轉，還

那種說法才是最佳的回應，說到底還是

相處中，對院友的理解，從而找到令雙

問問自己是否已有聆聽這些話題的準

照顧。每個人心靈的承載力都不一樣，

出調整。 

 

我們對院友的陪伴與探訪雖只有

是過往的足跡或是現在的生活，好與壞

享，其實我們應該感到高興與自豪。而

        

 
義工們把與院
你在一起」義

 

和你在一起，就是這麼簡單，也是這麼的美好！  
督 印 人： 袁漢林    編輯小組：盧耀文(編輯與設計)、黃玉珍、馮宜樂、莊紹梅、             

地    址： 香港仔惠福道 4 號賽馬會復康中心 D 座 1 樓 (擁抱夕陽服務計劃工作隊) 

電    郵： ylsw02@tungwahjcrc.org.hk    
季 刊 內 各
電    話： 28709150 
「醫生說我得了癌症……」義工在匯報他第

次做探訪時，聽到院友對他這樣說。義工說

措手不及的談話，令他不知如何回應。 

 

大家都來想一想，當聽到的是你，你的感

和反應會是如何的呢？在提供紓緩照顧服務

過程中，照顧者經常面對著院友身體情況的

覆、病情的惡化，甚至是面對院友的離世，

家要有這樣的預備，義工亦然。 

擔憂時，要如何回應呢？這是義工們經常面對

是讓他繼續說下去，認同他的痛和不安呢？

沒有一定的答案，這需要根據大家和院友在

方都感到舒服的溝通方法。作為義工，要先

備，因為在陪伴的同時，自己的心靈同樣需要

當了解自己的害怕和忌諱後，才能夠慢慢作

片刻，但分享的卻是院友們精彩的人生，不論

，得與失，院友們信任我們，願意和我們分

你又是否有這樣的預備，聆聽他們的心聲？
 篇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  
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你記得也好， 最好你忘掉，  
在這交會時互放的光亮！ 

     《偶然》徐志摩 

友相處的感受，都記了下來，收集在「和

工文集內，即將出版，敬請留意。 
文 章，歡 迎 回 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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