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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馬 會 復康 中 心 

學 習  、  實 踐  、  分 享  、  互 勵 ，  

令 生 命 的 花 朵 在 每 個 人 的 心 中 綻 放 。  

 

 

(續上期：生命因您動聽(II )) 回顧往事除

了透過談話外，還可透過相片，重遊故地

等形式。看過電影「時光倒流七十年」嗎？

假若看過，相信會感受到當中的浪漫與詩

意。人生回顧實在也充滿著這種投入昔日

時光的情懷。然而，你或會問，到底要回

顧些什麼？不就是我們都有的友誼、 愛

情、親情、事業等，只是不知何故，有時

竟會忘記院友的生命都會發生這些事！ 

 

不 堪 回 首 ， 不 應 回 首 ？ 

遇到人生充滿苦澀，還應回顧嗎？ 

 

『我自幼家貧，父親早死，以為嫁了丈夫

會改善生活，丈夫的確對我很好，怎知竟

然病死，幸好育有一名兒子，但兒子客死

異鄉，…我的命真苦啊！』 年過百歲的

院友鳳雲婆婆，述說人生的苦澀和不幸，

也給予自己一個「苦命人」的身份。 

 

回顧人生時遇到『不堪回首的往事』其實

很常見。當然，首要是院友願意說，然後

就是我們準備好去聽。要處理這種情況，

首先是看看自己和院友對人生的態度如

何，最理想的就如攀山越嶺後，為自己能

跨過的每個難關而興奮和喝彩。不過，假

若好像鳳雲婆婆的情況，又該如何呢？ 

 

「敘事治療」的一個做法，就是幫助院友

從負面的回憶中找出例外，也就是說無論 

人生如何不濟，總會有正面的事，只是

被忽略了，或是習慣把注意力放在負面

的部份，最後也為自己定了一個負面的

我。就鳳雲婆婆的例子，便是協助她回

想自己如何把姪孫養大，『是的，我把

他養得肥肥白白。真不容易啊！』此

外，可嘗試提示她從另一個角度作出評

價，例如家人一一死去，她可有留意自

己能夠跨過困境，要有多大的勇氣！ 

 

嚐 昨 天 滋 味 ， 享 今 天 溫 情 

人生回顧還有兩個好處，第一，協助院

友從回顧中醒覺自己在面對生活時有

的能力和勇氣，從而應用於今天。第

二，透過回顧的互動相處，開創美妙的

今時今刻。最近出版「和你在一起」義  (下頁續 ) 

● 盧耀文 (頤樂護理安老院主任)  



 

 

 

 

 

 

 

 

 

 

 

 

 

 

 

 

 

 

 

 

 

 

 

 

 

 

 

 

 

 

 

 

 

 

 

 

 

 

 

 

 

 

 

工文集，看到的就是一頁頁義工與院友相處的美麗時刻。 

我們今天的關心、尊重和欣賞，會有機會影響院友 

改變對自己的看法，透過人與人的互動，往往能改 

變對事物的評價，這是人際之間微妙之處。   

 

讓 時 光 流 動 ， 穿 梭 昨 天 、 今 天 與 明 天 

 

為院友們服務的這一段日子中，從他們的自述，又或從一些工作的觀察，發覺他們

當中，不少人已把昨天忘記得一乾二淨，(或是因為從來沒有人會理會。)對於今天

的生活卻又覺暮氣沉沉，生命就像被凝結了、停頓了一樣。縱然如此，我們是可以

和院友一起開創出一個不同的局面，從回顧中重溫昨日、從進行回顧的相處中享受

今天、今天的相聚時光也可成為明日的美麗回憶。就是這樣，時光便能從昨天、今

天到明天，再次在人情洋溢當中流動起來。 

 

這一年，我們將會開展一個「人生回顧」的計劃，招募及培訓有志參與此項服務的

義工朋友，一起令生命動聽。在此衷心感謝「香港仁愛香港公益行動」對計劃的肯

定和支持。 

 

 

 

臨終階段的照顧是“在院舍安然

離世”服務中的重要一環，但亦

是不少照顧者感到憂慮之處，原

因在於對臨終過程的陌生、對死

亡的不安、或不知如何面對家人

的傷心和徬徨。 

台灣的安寧療護先鋒趙可式教授曾經對其

學 生 說 ：「 紓 緩 照 顧 是 一 種 “ 理 念 ”

philosophy，而非一個“地方” sett ing，

但 若 要落實 這 個觀念卻必須要具體的條

件；其一是硬體：溫馨，舒適，home l ike，

其二是軟體：知識，技術，合作，關愛，

意義。而兩者能配合，就達成一個至美效

果。」若把以上條件套入臨終照顧的安排

來看，要達成院友留院舍離世之心願，亦

需有以上兩者的配合，才可讓他 /她安然棲

身其中，在溫暖而有尊嚴的環境下走完人

生的路。 

 

學習臨終階段的照顧可分為三大範疇，包

括生死教育、照顧知識和技巧、與家人溝

通的藝術。首要是照顧者本身要好好認識

生死，明白及接受自己對死亡的看法，好

好預備自己在心理上面對死亡的發生，這

是學習臨終照顧的基礎，它是一個學習過

程，需要在生活中不斷反思和體會。  

 

 

● 黃玉珍 (紓緩護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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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照顧知識和技巧，一般來說，臨終

照顧可分為兩個階段。一是死亡前數

天，二是彌留一刻。前者是指病人死亡

前數天身體出現的變化，在生理上包括

昏睡、食量減低、口乾、大小便失禁次

數越來越多、呼吸沈重而不時發出聲

響、聽力及視力的減退、、、、手腳冰冷、皮

膚顏色漸漸變深、和發熱冒冷汗的情

況。而在心理或意識上的變化，例如睡

眠時間越來越長，並難於被喚醒，精神

意識漸趨迷糊不清、表現煩躁不安等。

但每位病人的情況都有差異，而這些變

化也未必在同一時間出現。當出現這些

身體變化時，大多表示患者的生命會於

數天至數小時內完結。 

 

 

 

 

 

 

 

 

 

 

 

 

 

臨終階段的照顧方面，院舍內的環境安

排十分重要，我們建議有一間獨立房，

讓院友和家人能有一處私人空間，亦藉

此鼓勵家人留下陪伴和照顧院友。但何

時才搬移院友到獨立房，則可按情況而

定，若院友並沒有太多不適及混亂，而

同房院友能夠接納的話，留在房間內照

顧就最好，因為可讓面對死亡的院友有

更多安全感，和讓她 /他與同房院友多

一點相處，這亦是其他院友的生命教

育。當院友的意識及反應再進一步下

降，可轉到獨立房作護理。彌留的院友

對外界意識較模糊，在柔和燈光、合適

溫度、輕柔的音樂和微香的氣味下的環  

境，可令院友和周圍的人之心情平和

一點，放一些院友心愛的擺設，例如

家人合照、祝福語等，都有助產生溫

馨、祥和的氣氛。小小的安排，對院

友和家人卻有很大的意義。 

 

照顧者及家人均沒有死亡經驗，看到

院 友 臨 終 前 的 數 天 到 彌 留 時 的 情

景，茫然不知該如何給予照顧，都是

正常的反應。這時容易有一些疑問，

例如院友會有不適嗎？會辛苦嗎？

他整天閉目沈睡，他知道我在身旁

嗎？他聽得到我說的話嗎？這些都

容易引起照顧員及家人的憂慮和不

安，我們實在需要加以協助。 

 

就身體上的改變，最讓家人困擾的多

是吞食困難，食量減少，害怕院友沒

有營養令身體衰退得更快，而站在身

旁欲照顧卻無從入手，容易產生無奈

與無助的感覺。就醫學觀點來看，食

量下降只是一種自然現象，主因是病

者的身體機能慢慢衰退，消化及吸收

能力漸差，加上活動量低。這時候，

身體已不需要太多營養，進食反會變

成負荷。照顧者要留意除非病者有想

食之念頭，否則不宜勉強他們，更不

宜餵食昏迷病者，避免哽咽的危險，

而大部份病者是不需要靜脈注射葡

萄糖水的。這方面應向家人及其他照

顧者作出解釋。而我們亦可以運用一

些用具，例如灑水器、小茶匙、或棉

花棒，慢慢地給予小量清水，甚至是

病者喜愛的飲品，例如茶，以保持其

口腔濕潤及味覺上的享受，亦不忘為

病者塗上潤唇膏，使其感到舒服一

點。我們更可鼓勵家人動手參與這樣

的照顧，使家人得著回饋病者之機

會，亦從中理解病者最後階段的過

程，學習如何支持他們在有尊嚴、有

質素下走完一生，亦使彼此在當中得

到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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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書經洪範》記載，人的五福為「一

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修好德、

五曰考終命」。所謂「考終命」，即「善

終」，亦是俗語所指的「好死」。雖然每

個人對「好死」的定義和期望可能有所

差異，但終究大家都希望自己可以安然

地走過人生的終點線。隨著晚晴照顧服

務的發展，本復康中心近年開展「在院

舍安然離世」之服務安排，讓院友可以

選擇留在自己最熟悉的院舍安然離世。 

 

頤安護理安老院院友楊月梅婆婆，就是

按自己的意願、在醫院、院舍及家人一

起協助下留在院舍安然離世的好例子。  

 

月梅的晚晴照顧 

月梅患有末期癌症，去年十一月，身體

狀況急轉直下，經轉介下參加擁抱夕陽

服務計劃。透過服務，月梅有機會跟家

人及院舍同事，在葛量洪醫院 (以下簡

稱葛院 )李祖穎醫生和家訪護士陳萍姑

娘的協助下，商討預前照顧計劃及離世

的相關安排。由於月梅己經入住頤安多 

 

年，早已視院舍為家，家人對院舍亦

十分信任。因此，月梅及家人在一次

會議中表示希望留在院舍離世，並由

醫生作出書面紀錄。 

 

留在院舍安然離世 

十二月初，月梅病情惡化，進入瀕死

階段…… 

 

「當晚八時多，我還看著奶奶呼呼沉

睡、一臉平和；直至護士到來提醒，

我才知道原來奶奶已經出現瀕死的

徵兆，我立即通知各家人儘快到來作

最後的陪伴。」月梅的媳婦林太憶述

當晚的情況。期間，家人及職員一一

向月梅道別。院舍職員亦為她清潔抹

身，並換上新衣，讓她感到舒服。頤

安照顧員雁玲說：「在整潔期間，我

都有跟她聊天，並叫她放心、不用記

掛兒孫。其時，她眼晴還會開合，更

會以眨眼及簡單的發音回應我。」 

過了一個多小時後，如林太形容，月

梅「自自然然、安安樂樂」地離世。 

 

 

從實務經驗中分享 

在院舍安然離世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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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親的陪伴 

林太說：「奶奶的女兒長年居於外地，

很少機會可以親自侍候母親；幸好，這

次能夠趕得及來到陪伴在側，親自陪著

媽媽走到人生的終點。如果當時奶奶早

被送院，我們或許就只能每天侍候一段

短時間，甚至來不及送她最後一程。」

因為院舍的彈性較大，加上家人對院舍

環境及職員熟悉，所以特別感到自在。

林太續說：「當晚，我有機會看著我的

大女兒親口跟嫲嫲說多謝，我覺得最是

感動，因為這體現了生命的傳承。」 

 

以病者為本的醫舍合作 

在照顧過程中，院舍和醫院的緊密合作

相當重要。葛院的李祖穎醫生及陳萍姑

娘按照月梅的需要，為她作定期的醫學

評估及跟進，並與家人、院舍及醫院病

房保持溝通，讓各方面都能夠掌握月梅

的情況，並作出相應的安排。李醫生

說：「所謂的圓滿，非純粹指病人能夠

如願地留在院舍離世；其實還包括在緊

密的溝通下，各參與人士都能清楚情

況、互相了解和支持，加強了對病者的

關心與照顧。」他續說：「重要的是家

人在過程中，能夠與病者有更多的相

聚，更多心底說話的交流，在此前提

下，身故時的安排便不是最重要的了。」 

 

服務的意義 

葛院顧問醫生及紓緩醫學部主管沈茂

光醫生說：「要到醫院去，不少人都會

感到不安，又要接連地被不同的陌生人

問問題、檢查，又要接受不同的醫護程

序，自自然然就會感到混亂及憂慮。」

沈醫生笑言：「我們平時用說話給別人

指示方向，例如說『向前行到尾，然後

轉左』；不過，入到急症室，你卻只會

聽到護士叫你『跟著藍色線行』、『跟著

橙色線走』等，好像當你小朋友似的﹗  

 

其實這樣做，就是因為知道人來到醫

院會慌、會亂，所以才用最簡單直接

的方法告訴你下一步該怎樣做。把這

種情況放到留院舍離世的安排來看， 

就是希望讓病人和家人能夠在熟悉

的地方作人生最後的道別，加強他們

的安全感和控制感，盡量減低不安和

混亂的感覺。」 

 

一個好的開始 

雖然月梅的離開讓大家都感到不捨， 

但她能夠安然離世，家人與照顧者都

感到安慰。這次經驗，讓本院及葛院

更進一步掌握箇中的流程，更增添在

推展上的信心和默契。陳萍姑娘說：

「要為病人作出這項安排，各有關方

面其實都要作出更多的付出，很欣賞

見到大家都沒有計較，並且樂意為達

成病人的心願而努力。」 

 

撰文期間，另一位院友亦在此安排下

得償心願。放眼社會，按病人意願，

選擇留在院舍離世將成為趨勢，而每

次經驗都令我們更肯定這個發展方

向。令人開心的就是在這路上，醫院

和院舍能夠成為很好的同行伙伴。 

(受訪者)   

林   太      (院友楊月梅婆婆的媳婦) 

林雁玲女士  (頤安護理安老院照顧員) 

沈茂光醫生 (葛量洪醫院顧問醫生及 

紓緩醫學部主管) 

李祖穎醫生 (葛量洪醫院紓緩醫學部) 

陳   萍姑娘  (葛量洪醫院家訪護士) 

(訪問員) 馮宜樂小姐(社工-紓緩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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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由院友親手製作的心意 

一件令親朋喜悅難忘的禮物 

 

 

一張運用海綿印刷而成， 

向宿舍職員表達感謝的心意咭；  

一個要花上多個工序製作， 

送給摯愛女兒的陶藝相框；  

一張用不同圖案拼貼而成， 

為慶祝弟弟成家立室的賀咭。 

 

 

要製作以上的作品，對你和我都可能只是一件簡單的事，但對於患有末期病患或

身體情況漸漸衰退的視障長者及弱能人士來說，背後卻蘊含著很大的意義。 

 

2010 年底，復康中心內的職業治療部與擁抱夕陽服務計劃合作，推行「愛．回饋」

活動，鼓勵有上述情況的院友，透過親手製作的禮物，向心目中重要的人表達心

意。在目前的起步階段，我們已邀請了 3 位院友參加，雖然健康情況為他們帶來

很多障礙，例如手指的伸展範圍收窄，因傷口或壓瘡引致不能久坐等，然而於本

活動中，透過物理治療師的功能評估及工序分析協助 

下，除了為院友建議一些符合他們能力的製作外，更運  

用不同的輔助工具和精簡程序與方法，來克服製作過程  

所遇到的困難。此外，更鼓勵他們運用創意，表達心中 

所想，一件「愛的心意」就此完成！ 

 

過程中，我們引導院友憶述與回饋對象之間的感人片段， 

傾聽他們摯誠的感受，從而肯定他們人生的價值。完成  

製作後，看到院友滿足的表情，更感受到他們能夠親手  

為摯愛家人及好友送上祝福及表達感謝的喜悅，讓我們 

切實地體會到何謂物輕情意重。 

 

一份心意，連繫著院友與家人、朋友以及

照顧者之間的愛…… 

 

常說「施比受更為有福」，協助備受他人

照顧的院友今天能變成愛的施予者，向親

友或照顧者回饋愛意，實在是一件賞心樂

事，而這份開心的感受，對於推行這個計

劃的每位工作人員來說，也是一份珍貴的

回饋禮物。 

 

 

● 莊紹梅 (活動幹事-紓緩照顧) 

周勤隆 (職業治療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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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又係我呀﹗」這是我第八次探訪

阿喜 (化名 )。婆婆有一段不如意的往事，

情緒低落，本已鬱鬱寡言，數月前更因中

風令身體癱瘓。 

 

時間回到兩、三個月前的某個下午。 

 

「你好，喜婆婆，我係擁抱夕陽服務計劃

嘅社工馮姑娘，嚟探吓你、想同你傾吓

計。」第一次來到喜婆婆床邊，期望可以

多了解眼前這位一臉愁容的婆婆。但她望

一望我，就慢慢合上眼，沒有理睬我。 

 

「嗯……我見到你床頭有幾張相喎，記唔

記得係幾時影架？」 

「嗯……今日天氣幾好，啲陽光好靚、好

舒服……」她還是沒有回應。腦海中不其

然想像到一隻烏鴉在我們之間飛過，剩下

一大堆省略號漂浮在空氣中…… 

 

正當我急著要想出新話題時，她張開眼

睛、看看我。不過，很快便察覺到我們之

間的眼神接觸，她又急不及待閉上眼。「好

啦，我唔阻你休息啦。聽日再嚟探你吖﹗」

雖然口裡說得輕鬆，但其實心裡滿是挫敗

感、困惑和無力感…… 

 

第二天上午我又來到院舍。「早晨，阿喜﹗

又係我啊。你放心啦，唔使理我架，我就

坐係到陪吓你架咋；當然啦，如果你有咩

想同我講，你都可以隨時同我講。」我就

這樣靜靜地坐在她的右邊、握著她的手、

看著她的面容，感覺非常「充實」―  我

感覺到孤獨、無力、鬱悶和侷促，還有那

份比悲傷還要悲傷的感覺―也許，這就是

她被困於這不由自主的身軀的感受。 

 

 

直到有一天，我如常陪伴著她時，

腦海裡浮現了 一段帶點哀怨的曲

調。於是我便向她提議，並跟院舍

借來結他，向她哼出那段調子。哼

著哼著，她就慢慢望向我。這次，

她定睛看著我。這是我們第一次有

眼神交流。我忽發奇想，邊想邊唱

出一首以「阿喜」這個名稱為歌詞

的歌―「阿喜歌」―這首簡單的歌

亦成為了我們之間的主題曲，每次

見面我都會哼唱多次。 

 

此後，音樂就成為了我們心靈溝通

的橋樑。有時，當她比較疲累時，

我就彈奏搖籃曲，給她安慰；有時，

當她精神較好，就會彈奏輕快的大

調，給她振奮心情；天氣陰暗，就

彈奏悲傷一點的曲調，抒發情懷。

當問她喜不喜歡我這樣在旁邊彈奏

結他，她就會眨眨眼，然後望著我，

好像鼓勵我多彈奏。 

 

 

 

 

 

 

 

 

 

 

 

也許，我們都太習慣利用文字語言

去理解、分析和表達，以致當遇有

失去語言能力、或者情緒極為低落

的對象，我們就變得手足無措。多

得阿喜，我有機會去反思自己的工

作手法，突破語言的框框，運用語

言以外的溝通方式，如身體接觸、

眼神、音樂，甚至無言的陪伴，去

交流感覺和情緒、表達對彼此的支

持和關心。 

 

「你好！我是……」 

 

● 馮宜樂  社工(紓緩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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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 刊 內 各 篇 文 章，歡 迎 回 應 

● 鄺婉淇 (karina)  

最近一次義工聚會，派發剛出版的義工文集，看到大家的經歷和體驗，令我不禁要

說一句感恩。原來大家都是懷著愛心，來到這裡與別人分享的。記得剛來探訪時，

媽媽曾向我表示，她擔心我如果常與晚晴的院友相處，會容易變得消極或者悲觀。

但經過一次又一次的探訪、活動和義工聚會，發現原來這裡帶給我的並不是憂慮與

悲傷，反之，是更大的正能量，令我不單更有動力繼續探訪，生活也積極起來。 

 

較早前做學校的報告，探討「安樂死」這個題目。在搜集資料時，發現原來紓緩照

顧和善終服務可以協助晚晴的院友走出陰霾，抹去尋死的念頭，重新了解生命。當

時我便想起「擁抱夕陽」服務計劃，雖然紓緩照顧與安樂死無關，但從中我了解到

愛與關懷的影響力和感染力原來可以如此巨大。對於晚晴的院友來說，我們或許認

為只是給予少少的愛與關心，但所產生的效果卻不可輕看。 

 

我們今天有幸可以健康、四肢健全的去做自己喜歡的事。然而，有部份人則需要其

他人的特別照顧，明白到沒有人希望自己要依賴他人，所以我認為應該藉著我們的

幸運去多關心他們，了解他們的需要，令他們 

亦能得到同樣愛和溫暖。    

剛參加〔擁抱夕陽〕服務計劃不久，探訪經驗  

寥寥可數，但能數算的都是歡樂的時刻。 

  

一個充滿陽光的上午，我來到復康中心進行探訪。 

 

財婆婆，這只是我第二次探訪妳，跟妳打過招呼，告訴妳將與妳一起到外面走走，

妳還用力握著我的手以作表示啊！連同其他幾位義工及公公婆婆，我們一行人到達

〔天外天〕，雖然早已入冬，但天氣還很暖和，讓我們可以享受一下陽光．除了吃

一點麵包外，我還帶妳去看看花，摸摸葉，記得妳還饞嘴到想把它放進嘴裡去呢！ 

  

不知怎的，時間過得像比正常的快了很多，不一會便要與妳回院舍去。路上我細聲

哼着歌，此時竟聽到妳喉嚨裡亦發出微弱的聲音呢！財婆婆，可知道在探訪中妳給

我展示那歡愉的笑容，足足令我回味了半天呢。多謝妳！下次再來探妳，好嗎？ 

 

● 劉美儀 (Estella) 

義 工 心 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