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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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 月 15 日，在美麗人生‧智障人士及精神

病康復者的生死教育需要座談會舉辦後，

負責籌備的工作人員一起分享感受。有一

位 帶 著 不 捨 地 說 ：「 座 談 會 就 這 樣 結 束

了！」一位卻說：「不，這並不是結束，其

實是開始才對。」另一位卻說：「我倒回味

當中的過程，想起最初著手計劃時…」這

類的說話你也許聽過，甚至說過。它除了

是對參與這項活動的感受外，其實多少也

反映出對生活的態度。有趣的是，生死教

育就是包含了這些元素，例如引導大家去

看生命的始與終，感受當中的悲與喜、樂

與怒，既看生命的發展歷程，也學習面迎

無常的結束，從而更珍惜和熱愛生命。  

 

本次座談會雖然是談論智障人士及精神病

康復者的生死教育需要，但想深一層，其

實已包括了你和我這些服務提供者，誰人

可說自己一定會比較別人更懂得面對人生

中的經歷，更明白生死的意義，在這個題

目上，我們與學員、舍友都只是同行者而

矣。這次座談會的內容很豐富，我們嘗試

列舉當中一些啟發，與大家分享和學習。  

 

有什麼原因要探討智障人士及精神

病康復者的生死教育需要？  

 

每個人都需要生死教育，它對每個生

命都有價值。若這是每個人的需要，

那為什麼這兩群服務使用者不需要

呢？而要作出探討，正是因為他們在

這方面一直都被忽略了。  

 

有人用「講大吉利是嘢」來形容生

死教育，覺得如何呢？  

 

這只是對生死教育的目的及內容的

誤解和片面，焦點只單一地放在死亡

這大家不願多談的話題上。另一方

面，也反映出對死亡的忌諱和抗拒，

關於面對死亡，相信大家內心都有著

不同程度的掙扎，這也正是大家都需

要去學習面對的原因。    (下頁續 ) 

 

「美麗人 生」生 死 教育需要 座談會 結束後  

●  盧耀文   頤樂護理安老院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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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生死教育要有何裝備？  

 

首要是我們的態度。「三人行，必有我

師焉。」對於生與死，其實每個人各有

不同體驗，生命是一個持續經歷、體會

和領略的過程。有一次，在與智障人士

開小組時，談論對於被搶救的看法，一

位組員述說她的經歷，令我想到他們曾

面對的經歷，或是一些逆境，甚至比我

們豐富，而且更要留意的是他們都一一

跨過了。我認為只有這樣，我們才懂得

去聆聽、去明白和與學員們分享，要知

道有時他們是學生，有時我們才是。  

 

 

 

 

 

 

 

 

 

 

生死教育有特定的內容和形式嗎？  

 

生死教育的範圍很廣闊，在設計時，可

先考慮參加對象的需要，及我們想要達

致的目的。在推行「美麗人生」的計劃

中，我們嘗試列出八個主題項目，大家

可參考如下：  

 

 生命季節：認識生命的歷程   

 有情歲月：在我生命中重要的人和事  

 金色年華：我對年老的期望  

 活在當下：假如生命還有一天  

 有始有終：我對死亡的看法  

 未雨綢繆：預設臨終指示  

 人生結業：做自己葬禮的設計師  

 生命主人：我的美麗人生路  

  

    形式方面亦很彈性，可透過活動、小組

等，只要讓參加者容易掌握便可，在一

些課題上，更可透過現實的生活場合，

例如追思會，在參與中學習和體驗。  

Q.  

Q.  

 

為什麼為智障人士提供生死教育

要讓他們理解死亡及葬禮儀式？  

   

 這只是生死教育中的課題，提供

這項是按他們的需要，例如有親

友 離 世 ， 他 們 的 感 受 往 往 被 忽

略。面對死亡的發生，我們會傷

心難過，為何他們不會呢？當他

們用自己的方式去表達哀傷情緒

時，卻往往被視為「攪破壞」，由

此而令哀傷的權利也被剝奪。  

 

為智障人士及精神病康復者提供

生死教育要留意什麼？  

 

要是留意我們對這兩群朋友的一

些既有看法，是否會在不知不覺

間 影 響 了 我 們 推 行 的 方 法 和 內

容。舉個例說，對於智障人士，

我們會否忽視了他們對自己走過

的生命歷程的感知，這也許只是

限制於他們未能透過我們一般常

用的溝通方式而矣。又例如對於

精神病康復者，都有「避免刺激

他們」的想法，但這「好意」並

不是接納共融，而只是隔離。  

 

一位智障學員說：「我唔想去天

堂！」有些人或許會發笑，但想

深一層，這話已帶著對人生的態

度。在這方面，的確還有很多可

討論和分享的事情，也有很多要

努力的地方。就讓我們也把這次

座談會的結束視為一個開始吧！  

 

Q.   

Q. 

 

A. 

A. 

A.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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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我剛於 8 月 1 日加入擁抱夕

陽服務計劃工作隊，希望日後可以

有更多分享和交流。上任前獲悉美

麗 人 生 座 談 會 的 舉 行 ， 覺 得 很 吸

引，因為智障人士與精神病康復者

的生死教育，確實是一個社會上較

少談及的題目，當我見到有關的宣

傳單張時，也不期然地想到智障人

士對生死的概念，會明白多少呢？

精神病康復者的精神狀況會因此而

出現惡化嗎？推行這工作，工作員

到底要面對什麼挑戰呢？但當參加

過座談會之後，我有了一番新的體

會。  

 

在座談會中，聽到弱能人士道出其內心對死亡的感受。例如，一位智障人士表示得

知人死後會被火化，這令他對死亡感到害怕，因為他怕被火燒、怕痛的感覺。這可

能令人覺得可笑的話，郤讓我回想起小時候母親和我談論死亡時，我也曾經有這樣

的想法，而我認識的一些長者也有類似的憂慮！其實這正顯示人在面對死亡的擔憂

與恐懼！每個人也會有此經歷。  

 

另外，一位智障人士的母親分享兒子參加兩次喪禮的經驗。在首次的喪禮，兒子在

靈堂大吵大鬧，讓親人備受其他親友的冷言冷語，令她內心承受很大的壓力，聞者

也感到心酸……不過母親並沒有灰心，反而積極尋求協助，她主動參加生死教育的

課程，更把所學教導兒子。不久之後，遇到婆婆離世，但這次兒子的表現已不再一

樣。  喪禮中充滿繁複的儀式，如上香、“擔幡買水”等，對一般人來說，也不容

易做到，但兒子在整個過程中，不但沒有大吵大鬧，並能依照儀式的要求，完成有

關事工。他，做到了！在場人士都被感動！大家都佩服母子倆所付出的努力！  

 

面對生死是一個學習的過程，來到這個大家庭，同樣揭開了這學習的新一頁，我希

望與大家並肩同行，一起面對死亡的挑戰，學懂珍惜現在，珍惜生命。我深信抱著

開放的心，堅持信念、世上沒有一樣事情是不可能的！  

 

●  關啟欣   擁抱夕陽服務計劃社工    

 

 

 

在本年初，我們推行《美麗人生智障人士及  

精神病康復者的生死教育計劃》。我們除了推行  

生死教育小組、舉辦座談會外，更編製小冊子、  

教材冊及攝製教育短片。歡迎有興趣的機構及個人索取。  

有意索取者，請致電 28709150 與我們聯絡。  

 

《生‧本有限，活‧可精彩》，請與智障人士及精神病康復者一起品嚐  

人生的滋味，讓大家一起享受美麗的人生。在此感謝華人永遠墳場管理委員

會的贊助，亦多謝各有關服務單位的支持及各界人士的關注和熱烈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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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職至今，短短四年，經歷了兩位由我專

責跟進的學員離世。雖然深明「生老病死」

乃是自然定律，但人心肉做，對「死亡」

又怎會不感到害怕；又怎會不感到哀傷、

難過呢？三年前第一次經歷學員離世，除

了感到「突然」、「傷痛」外，一種「遺憾

感」更是壓抑著我好一段日子，為的是對

他的離去束手無策。本年 6 月 1 日學員利

玉霞離世了。接獲死訊的那刻，腦海空白

一片，雙眼變得通紅，內心有說不出的傷

痛，然而這次沒有了那份惱人的「遺憾

感」，我比預期中平靜得多，我想應該是

陪伴玉霞走過的這段日子有所不同吧！

而且更令我對「死別」有另一番領會。  

 

2008 年玉霞患上肝硬化，治療為她帶來

不少煎熬，例如她最怕的打針、抽血等；

另外，她也因病患而偶爾出現吐血，飽受

痛楚。 2009 年，轉介玉霞參加擁抱夕陽

服務計劃，她的晚晴生活亦因此而不再一

樣。在計劃團隊的支援下，我們與玉霞家

屬一起為她預早製定臨終的照顧安排，而

她的健康亦有葛量洪醫院的醫生細心跟

進。我們在另一方面則尋求為她「圓夢」，

包括：協助她製作一本「生命回顧紀念

冊」、陪伴她拜祭母親及親身到戲院欣賞

她最喜愛的粵劇表演。更難得是玉霞能在  

 

最佳的狀態下享受完滿的晚晴生活。  

 

與玉霞的相處，記憶最深的是陪伴她拜

祭母親。由於玉霞常把已故的父母掛在

口邊，反映她思親情切。為達成其心

願，陪伴她拜祭母親。玉霞因體型關係

及下肢機能較弱，加上因病患影響容易

精神疲倦，而拜祭之處卻要步上逾五十

級樓梯，對她來說，非常吃力！出發時

天朗氣清，怎知途中忽然下起雨來，對

於玉霞而言可謂百上加斤，但她並無半

句怨言，也沒有嚷著要坐下，只是默默

地踏上梯級，我就在她身邊打氣及沿途

哼出她喜歡的「帝女花」。結果，玉霞

成功走到母親墓前，深情的凝望著母親

的墳墓及將她親手製作的花束放下，她

的 堅 毅 及 重 親 情 的 態 度 實 在 令 我 動

容，能有機會陪伴她，自己也有一份自

豪和幸運的感覺。  

 

作為服務智障人士的一員，我一直希望

將「優質的生活」給予每位院友。與玉

霞相處多年，她反倒給我不少正能量：

當工作上遇到壓力及挫折時，她的招牌

笑容能讓我放鬆綳緊的面口，助我重拾

開朗心情；她那份堅毅的生命力亦感染

我更加逆境自強，最寶貴的是她讓我學

懂如何「全心、全程」關顧晚晴階段的

學員，讓他 /她們生活得更有尊嚴和意

義。玉霞離世亦讓大家上了最真實、最

具體的生死教育課堂、讓我們懂得正面

及積極去面對人生的挑戰與困境。最後

衷心希望玉霞妳：「一路好走！」  

 

●  盧惠瑜  

賽馬會展賢日間活動中心暨宿舍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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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玉珍   紓緩護士  

「張小姐嗎？你的媽媽唔得啦！快些來看看她。」

突如其來的通知，往往令家人心亂如麻，要趕

快到床邊話別？還是為他張羅用品？臨終照顧

的一個要點，就是能理解當中的感受和需要。  

 

家人看著親人處於彌留階段，總是茫然不知所  

措，也許理性上明白死亡即將發生，但感性上  

卻尋求康復的可能，心中不停浮現問題，他聽  

得到我們的話嗎？他會肚餓的，能給他什麼吃  

的嗎？醫生會多開點藥給他嗎？病者的一個表  

情，或是一個動作都令家人帶來很大的反應，  

可以理解病者的身體情況和照顧計劃，讓家人  

澄清心中的疑問，這都有助家人減低憂慮，亦  

協助他們慢慢接受病者即將離世的事實。工作  

員亦須留意給予一個讓家人與病者共處的私人  

空間，使能舒暢地表達情緒。另一方面，有些  

家人會日以繼夜地佇候在旁，忘記自己的身體需要，以至身心疲乏，工作員可以鼓

勵家人之間有策略地分工合作，互相分擔和支持。在處理無力感方面，要令家人明

白家人陪伴對於病者的重要和意義，更可透過教導一些照顧技巧，鼓勵家人參與照

顧，例如口腔清潔和濕潤、輕柔按摩等，令兩者增加身體接觸和情感交流，為雙方

增添心靈上的支持。  

 

工作員亦可促進家人分享與病者過往的生活片段，例如家人成長的趣事、亦可鼓勵

作出情感的表達，如向病者說我愛你、多謝你等說話。讓病者感受親人回饋之情，

亦是對病者一生的付出和人生意義予以肯定。按經驗所得，這一部份往往是家人最

容易忽略的。當然，若家人不習慣隨心表達情懷，工作員應接納他們有自己的處理

和表達方法！  

 

我曾問自己，護士適合擔當這工作嗎？  

 

在這些日子中，我找到肯定的答案，原因  

是我們所具有的醫護專業知識，對於家屬  

及病者來說，確實可以發揮安心和安慰的  

作用，同時，更可善用我們對臨終者照顧  

需要的掌握，運用每個細節，促進一個溫  

馨，體貼的道別。我明白面對死亡、聽到  

哀哭，加上我們對離世者也有一份感情，  

自己也難免有情緒，有時也茫然不知該對  

病者及家人說些什麼。然而，這工作對病  

者與家屬帶來的意義和幫助，是一個有力  

的理由助我們去克服面對這處境的挑戰，也是給予自己生命的一個成長機會吧。  

 

與病者家人共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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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音機中播放著久違了的《愛得太遲》…  

最心痛是…愛得太遲…有些心意…不可

等某個日子…盲目地發奮…忙忙忙從來

未知…幸福會掠過…再也沒法說鍾意…  

 

我們每天都為了生活中不同的事情而忙

碌，為了學業、為了工作、為了家庭、為

了……也因為這些不同的原因而錯過了

許多東西，或許我們會因為錯過了一班公

車而焦急、因為錯過了電影的開場而感到

可惜、因為錯過了……  

 

如果只是因為生活上的錯過，已令我們懊

惱不已，那麼面對自己、面對家人、面對

朋友、面對服務對象……面對生命，這個

我們不能掌握，也不能控制的課題上，是

否更需要好好珍惜，不讓自己後悔呢？  

 

在面對服務對象的身體情況逐漸衰

弱時，我們都會很著緊、很心急、很

想為他們做一點什麼，因為我們心裡

都知道……時間不多了。但往往在這

些時候，情況越急，人越會感到無

力，因為可以做的事情已經變得越來

越有限制，而我們也很怕會趕不及。 

 

我想和他出外，回去他熟悉的地方走

一趟，可是他的身體情況已經不適合

外出了；我希望為他作人生回顧，可

是他的記性及溝通能力都差了，未能

和我們訴說過往的一些經歷了；我們

為他計劃了很多活動，可是來不及實

行，他的情況已急轉直下，離開我們

了；許多時候，我們都習慣了等待， 

等待一個適當的時機；  

等待一個特別的日子；  

等待一個說服自己的理由，才願意向

身邊人表達心意或者落實執行。  

 

這些遺憾無力的事情，正好給了我們

一個學習的機會。學習不要失去了才

懂得珍惜，不要錯過了才懂得後悔。 

我們每個人都不知道會有多少個明

天，因此何不珍惜今天，向重要的人

好好表示你的「愛」，愛和關心真的

需要適時和及時，別讓生命中所珍惜

的在等待中消失。  

 

 

 

取材自擁抱夕陽服務計劃由 2007 年推行以來的真

人真事改篇而成。我們感謝一群末期病患的長者及弱能人士，

他們在人生的最後歷程中的奮鬥，為大家帶來對生命的啟發，

我們更要感謝伙伴機構，特別是葛量洪醫院紓緩醫學部與本院

同事實踐醫社合作的理念，攜手推行晚晴照顧。  

 

我們希望透過此書，與你一同欣賞這些由愛與

恕、笑與淚交織出來的生命故事。相信大家都有

共同願望，就是要令社會上更多人都不會錯過這

最美的時光，一起擁抱夕陽。本書在突破、教協

及本復康中心等有售。歡迎致電 28709150 查詢。 

 
●  莊紹梅   活動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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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之際，梔子花開，在陽光明媚的下午，我探訪賴伯伯，並為他回顧人生。不少

老年人，對於往事仍可以歷歷在目。幾十年歲月的痕跡深深的烙印在他們的心裏，

過往的苦難與歡樂，也許就是支撐他們生活的一個很重要的精神支柱。。  

 

88 歲的賴伯伯生於香港，戰時參加過東江游擊隊打擊日寇，解放後任職機場的電

工， 70 年代曾移居加拿大。在云云的人生經歷中，游擊隊的生涯常留心間，他每

次憶述時，眼睛都放出自豪的光芒，而每當提起太太  

和孩子，他就流露出無限的滿足。雖然未能肯定自己  

能否為賴伯伯做一個理想的人生回顧，但肯定的是大  

家都享受這過程，並把它記錄下來送給他的家人。  

 

探訪賴伯伯令我有所反思，我們太多的精力和心思  

放在工作和生活的瑣碎細節上，情緒因此常常不能  

抽離而導致太大壓力。聽過賴伯伯的人生故事，自  

己的視野拓闊了，對比賴伯伯面對的社會變遷和磨  

難，我們應更珍惜今天的生活。我開始立下理想，  

要在工作、生活中，投放更多時間，回饋社會，令  

人生更有意義。  

 

每當聞到濃濃的梔子花香，我就立即聯想到「人生回顧」的經驗，心裏就覺得他們

豐盛的人生就如這白色美麗的梔子花，花香可以飄溢整個庭院。  

 

●  牛曉燕   義工    

印象，往往有主觀成份，它可以是正

面、也可以是負面，完全取決於你選

擇一個什麼角度。對於智障人士及弱

能人士，不少人選取的是他們缺失或

不足的一面，但有嘗試換個角度嗎？  

 

在「同行力量 Togetherness」的義工

協助下，我們去年舉行了「十月照相

館」，透過這次活動，為智障人士及弱

能人士拍攝個人照，或與親朋拍攝家

庭照。本年 6月，我們舉辦了「一個印

象的傳說」相片展，把這群朋友美麗、

善良；熱情、幽雅的一面展示，並鼓

勵大家繼續以愛及關懷去彼此欣賞。  

 

在相展開幕儀式上，我們邀請了「相中人」主持剪綵，他們對於自己有相片展出，

非常開心。  留意到他們在欣賞時，眼睛發亮，臉上充滿喜悅之情，而相片中的

他們確實是那麼出眾 ! 他們美麗的生命風采，給我留下了一個燦爛而深刻的印

象。謹此感謝同行力量為院友提供專業攝影。  

 

 

●  陳丹紅  活動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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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 印 人： 袁漢林    編輯小組：盧耀文(編輯與設計)、 黃玉珍、關啟欣、莊紹梅、陳丹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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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cylcah-pcteam@tungwah.org.hk    

電    話： 28709150 

 季  刊  內  各  篇  文  章 ， 歡  迎  回  應  

觀好婆婆，如果世上有一種仙丹可以將妳的病

患和痛苦治癒，我願意為妳尋找；如果痛楚可

以分擔的話，我也願意和妳分擔；如果時間可

以掠過某些時刻，我會刪除妳生病和痛苦的時

刻；如果……。每次見妳臉上流露出痛苦的樣

子，我能做到的就是在椅子旁或在床邊陪伴

妳，為你輕柔按摩。  

 

看著妳的身體漸轉衰弱，從前我倆可以用握手

來溝通，現在連這樣也不行了。記起剛過去的

新年，我一邊拿著小手工，一邊祝願妳身體健

康、龍精虎猛、家人工作順利時，一張漂亮的

臉孔在我眼前出現，這就是妳額頭上突然走出

三條「火車軌」般的皺紋、魚尾似的眼紋、哈

哈笑似的笑臉並發出微弱的「哈」聲。  

 

可是今天探訪，笑臉不知所蹤，聽到的是妳發出的呻吟聲，淚水也從妳的眼角跑出

來，這教我不知如何是好，只能找莊姑娘協助，一起想辦法減輕妳的不適，其間企

圖用分散注意力的方法，使妳把精神集中在我們 (大傻和二傻 ) 的話題中，但還是

行不通。雖然我不清楚妳的病情及傷口有多嚴重，但陪伴妳的過程中，我彷彿已感

受得到。我只希望下次能與妳到天外天一遊，看一看快建成的高樓大廈，聽一聽那

嘈吵的打樁聲，嗅一嗅那花兒的清香和那美味的麵包香……  

 

(後記：觀好婆婆於 8 月 8 日在頤安護理安老院安然離世。謹此寄予祝福和懷念。) 

 

 

 

● Vivian Wong 義工    

 

這一年，我遇到許多許多人， 

他們用生命， 

一點一點劃破漆黑的天際， 

交織成最燦爛的花火， 

縱然瞬間即逝，卻留下最美的光輝。 

   在此，感謝給我燃起花火的每一位， 

      但願有一天，我能延續你們的光輝， 

或作他人的花火。 

                  June Fung 

 

(June 於 7 月底離任本隊社工工作，赴外國進修。) 
 

 

義 工 招 募 

本計劃現正招募義工朋友，並

於 9 月進行訓練，為賽馬會護

理安老院及賽馬會復康中心的

院友提供探訪及人生回顧服

務。歡迎有志與院友同行一段

人生路的朋友參加。  

 

mailto:jcylcah-pcteam@tungwah.org.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