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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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親愛的惠福： 

 

今天收到你的聖誕咭，開心之餘，想你又可能是錯過了郵寄的時間吧！農曆新年已

到，祝願在未來一年有最美好的事在你身上發生。但人越長大，越明白寄望將來不如

把握現在的道理，你同意嗎？ 

 

記得你喜歡看書，特意寄上這本「最美的時光別錯過」給你，這本書的內容是改編自

真人真事，描寫照顧者與末期病患者之間在有生命時限下一起度過的時光。看到書

名，不期然想起一個果園故事，園主請客人在果園自由選取一個最甜美的蘋果，但只

能向前直至走到出口，不可回頭。結果他走到出口，卻選不定他認為是最好的一個。 

 

這也就是此書提醒我們的一個要點，不要拘泥，也不要等待「最」的出現，要把握現

在。回應這點，我覺得用「最尾的時光」也未嘗不可，雖然它帶有一點無奈，但符合

不少人常有的拖延慣性，就像果園的故事，很多人非要接近出口，才想起必定要作出

決定及行動，而那客人更連最後的時機也錯過，得到的只是遺憾。對於「別錯過」，

我們在生活上錯過的事實在不少，但遺憾感不大，因為認為前面還有機會，不是最尾。

但在為末期病者服務時，機會往往一去不回。小說中描述的美麗時光，涉及的都並非

物質性的，而是人際間的真挈感情及把握彼此溝通，相處的機會，值得我們反思。 

 

據知東華三院與突破出版社就這本書舉辦徵文比賽，記得你一直都喜愛撰寫文章，這

是你一展身手的好機會，今次請「別錯過」了！ 

                                               盧耀文 上 

                                           (頤樂護理安老院主任) 



                                                                                                  

 

 

 

 

 

 

 

 

 

 

 

 

 

 

 

 

 

 

 

 

 

 

 

 

 

 

 

 

 

 

 

 

 

 

 

 

 

 

 

 

 

親吻，也與大家分享婆婆的往事，當

中見到家人笑中帶淚，既是高興、也

是傷感、一份美麗的人間親情及感恩

的心意在眼前表露無遺。 

 

在生日會的尾聲，婆婆向我們表示

「有心」，並揮手說再見，這聲聲道

謝與祝福也就是她平日的「招牌」動

作，只是這次她因為太虛弱而臉上不

能再展現那可愛的笑容，腦海中不禁

泛起一個又一個她過往的生活片段。 

 

當初要為婆婆舉行這生日會，是與擁

抱夕陽團隊閒談間提起，今天回想起

來，明白這不單是一個生日會，而是

為婆婆及家人，為同事們都製做了一

個千金難買的美好的回憶。 

 

煥愛婆婆在生日會舉行的一個星期

後與世長辭，她可愛的笑容和經常給

人祝福的說話都令我們銘記於心。而

這次的經驗，告訴我把握機會的重

要，就是趁婆婆仍可以參與的時候，

用行動來直接告訴她：「你對生命的

付出及熱愛，對後輩的關心，都是那

麼珍貴和令人尊敬。我們都愛你！」 

 

 

 

 

『三人行，必有我師焉。』    

晚晴照顧的路上，有三位好友。一

位是院友、一位是院友的家屬、一

位是提供照顧的工作員。 三人雖

然同途，但體驗各異，能夠互相分

享，彼此學習，實為生命瑰寶。 

2011 年 9 月 10 日，我過了一個難忘

而又感人的週末。 

 

那天在葛量洪醫院的活動室，我與擁

抱夕陽的團隊和單位同事一同佈置

地方，亦等待其他在院舍當班的同事

放工到來參與這個名為“百歲恩典

慶賀愛的生日會”。雖然年事過百的

唐煥愛婆婆卧床倦睡，但心知她是知

道大家到來為她祝壽。看到其家人預

備了放滿一枱的美食、院舍同事又買

來壽包及小食……大家帶來的不只

是食物，也帶來關愛和珍惜的心意。 

 

當我宣佈生日會開始，聽障的她竟同

時張開眼睛，這心有靈犀的反應，實

在奇妙。我們與她一同欣賞關於她的

短片、為她獻唱生日歌、經常探望她

的義工給她送上人生回顧的相簿，婆

婆細心翻閱，不時指著相片中的自

己，一臉滿足的神態。我們捧著蛋糕

及鮮花與她一同合照，雖然她身體十

分虛弱，雙眼經常不由自主地張開又

合上，但仍盡力支撐著，不失向來堅

強的本色。我給婆婆品嚐蛋糕，她一

口一口的吃下，顯得十分享受。 

 

過 往 只 有 在 院 舍 為 院 友 舉 行 生 日

會，此次在醫院舉行委實是首次，況

且明白到今天的主角將不久離開人

世，與「年年有今日，歲歲有今朝」

形成衝突和矛盾，感受非常複雜。相

信這種感受在家人之中會更強烈。她

們努力為婆婆拍下錄像，更擁著婆婆 

 

● 陳思美 (頤安護理安老院社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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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玉珍  (紓緩護士) 

擁抱夕陽服務計劃發展至今，已能與服務單位合

作達成了數位院友的「留院舍離世」心願，雖有

不捨的離別，但這對工作人員及家屬都帶來欣

慰。然而這安排只在發展初階，在多方面尚待進

步。例如對外(醫院，及救護員)、對內(中心內

不同單位 )的溝通、掌握院友身體變化而決定醫

護照顧計劃，甚至如何決定在何時才送醫院等都

像摸著石頭過河下進行，對一班工作員來說有著

不少挑戰，而當中讓工作員最感到壓力的就是如

何決定在何時才把院友送往醫院！ 

                                                                                                  

末期病患之徵狀變化，縱使同一種疾病，在不同 

人的身上都有不同反應。再者，有些病患，例如晚期的器官衰竭，情況時好時壞，

無論對於病者，對家屬或工作人員都是一大的挑戰。在這個階段，要就院友的身體

變化進行評估，從而作出相應的照顧實非易事。例如一位患有腎病的院友，因血色

素低，水腫及氣促等問題，需要不時入醫院治療，院友及家人都希望盡量留在院舍

照顧至終，雖然大家都清楚她們的意願，但因院友身體狀態反覆，以至在留院舍照

顧期間，每次面對院友身體出現變化時，對於送醫院治療和按院友心願留院舍照顧

之間，經常出現張力，最後，雖估計院友可能於數日內離世，但仍決定送醫院治療，

最後留醫院兩日後離世。 

 

就這個個案，在檢討時引發我們有一些反思。首先，評定一個個案是否完滿，我相

信能否做到「留院舍離世」並非單一指標，也要看在整個過程上，院友在身、心、

社、靈方面得到什麼照顧和協助，故此訂立一個全面的臨終照顧計劃，仍是服務的

關鍵所在。另外，就「留院舍離世」的安排，有一點值得留意的，就是除了醫生到

本中心出診，大家可直接溝通外，其餘時間，我們與醫院的溝通都是透過電話，我

們就院友病情所作出的形容十分重要，因為這有助醫生評估情況及給予指示。 

 

我們重視每次與合作單位和醫院所作出的檢討，這才能令我們有更多的進步。而我

亦很感謝合作伙伴，並沒有因我們的細緻需求而卻步，反之盡量給我們支援，讓服

務對象獲得更窩心、無微不至的照顧！ 

 

組    別：1. 初中學生組：中一至中三、 

          2. 高中學生組：中四至中七、 

3. 公開組：公眾人士(包括職員、家屬及院友) 

內    容：閱讀《最美的時光別錯過》後，撰寫一篇 300 至 500 字 

的文章，分享感受。 

獎    項：每組均設冠、亞、季軍各一名，得獎者均可獲豐富獎品。 

截止日期：2012 年 4 月 27 日(星期五) 

查    詢：28709150 或 Facebook 「擁抱夕陽」服務計劃 (章程備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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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cebook「擁抱夕陽」服務計劃 

季 刊 內 各 篇 文 章，歡 迎 回 應 

● 莊紹梅   (活動幹事 -紓緩照顧)    

 

大多數人都很怕面對 Dead Air(沉默)的環境，因為它  

總是瀰漫著尷尬的氣氛。所以會攪盡腦汁務求擠出一些話題，用來填塞空間，或是

索性選擇走開。在紓緩照顧中，我們的服務對象很多都有言語表達的限制，身為陪

伴者，會否有著一點點的無力感，甚至懷疑自己是否發揮到探訪和陪伴的作用呢? 

 

記得有一次，我和義工探訪一位患有嚴重失智症的婆婆，她自從患上失智症後，便

對四周的環境感到陌生，跟她講解後，不久又會忘記，所以經常顯得不安。而在探

訪當中，婆婆和義工之間的言語溝通是很有限的，婆婆精神狀態好的一天，也只有

數句簡單的對答而矣。在缺乏言語溝通的情況下，我們都關心義工是否適應。然而，

經過一段時間的觀察和體驗，我和義工都發覺當婆婆知道有人在身邊陪伴，握著她

的雙手，她就能安定下來，或是安心地酣睡，早前的徬徨在不知不覺中消失了。我

們開始明白，雖然彼此的言語交流不多，而且說話的，大多數只是義工的一方，但

是原來帶著關心的陪伴，已能為婆婆帶來實在的安全感。陪伴的要素是兩人之間有

著一份身、心同處的感覺，基礎是要從接受服務者的需要著眼，故此，參與晚晴照

顧者，不論是職員、家屬或義工，都要學習如何從容自在地讓靜默在相處之間發生，

若能跨越這一步，也許你在陪伴的過程中，能夠領會箇中還有一份甘甜的人情味。 

 

 

你是否一個喜歡說話的人？是否很怕相對 

無言的感覺？面對鴉雀無聲的環境，又會否感到

不知所措？如果你的答案都是「是」的話，那麼

以下的分享，或許會令你有不同的想法。 

「生本有限，活可精彩」， 假如真的到了生命有限的一天，對你    來說會是一段怎樣的時光，又會否驀然察覺原來自己錯過了什麼。 「假如、一天」生死教育工作坊由本計劃與同行力量合作舉辦，   與你跳入未來的那一天，掀起一條忽略了的生死意義線索。 日期及時間：2012 年 3 月 2 日 (星期五 ) 晚上 7： 30  地      點：香港跑馬地黃泥涌道 133 號禮頓山社區會堂 資      格： 21 歲至 59 歲之人士     費    用：免費參加 報名及查詢：(電話 ) 28709150   (傳真 ) 25546937 (電郵 ) jcylcah-pcteam@tungwah.org.hk    

假如、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