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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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關啟欣 社工(紓緩照顧)  

 

但當場我看見那位情緒激動的表演者，在母

親 的 支 持 ， 在 場 人 士 的 包 容 及 導 師 的 鼓 勵

下，終能平伏了傷痛的情緒。正如當日 John 

McEvoy, Ph.D.的經驗分享，智障人士與正常

人一樣，在面對喪親經歷時，都會有情緒反

應，只要有適當的抒發渠道，以及得到周遭

的人的包容與鼓勵，便能過渡哀傷，在適應

之後重返正常的生活。 

 

 

 

 

 

 

 

 

 

 

 

 

 

 

 

 

本次研討會無論在學術研究或實務工作上，

都肯定智障人士有能力明白死亡的概念，亦

落實了一些生死教育推行形式。遠望前路，

仍需要大家努力，但我們知道，沿著這個方

向，便能促進智障人士可以擁抱生命季節，

藉不同的生死教育形式，知死悟生，從而享

受幸福而精彩的人生。 

 

 

由於智障人士及其家屬的高齡化趨向，

智障人士的生死教育需要便成為大眾關

心的議題。經過兩年的努力，由本院與

香港大學合作進行首個在華人社會進行

的「香港智障人士對喪親經歷及生死觀

念的教育需要及成效研究」終於完成，

並於本年 3 月 15 日假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舉行了《別躲了，這不是捉迷藏》智障

人士生死教育研討會。 

 

研討會當日，由香港大學 

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 

副教授周燕雯博士公佈研 

究結果，亦邀請了愛爾蘭 

的首席臨床心理學家 

John McEvoy, Ph.D. 

就如何為有喪親經歷的智 

障人士提供支援作專題演 

講，更邀請多間本港機構 

的代表分享推行智障人士 

生死教育的經驗，讓出席 

者能有多方面的啟發，藉 

此促進有關實務工作的發 

展，從中彼此鼓勵和支持。 

 

當中，一班智障人士組成的生命大使，

以話劇分享在面對喪親時的感受，讓我

印象難忘！他們真情流露的演出，感動

每位參加者。也許有人會懷疑，讓智障

人士再次將喪親的經驗搬到舞台上，經

歷多一次傷痛，這樣做是否對呢? 

 

 



                                                                                              

 

 

 

 

 

 

 

 

 

 

 

 

 

 

 

 

 

 

 

 

 

 

 

 

 

 

 

 

 

 

 

 

 

 

 

 

 

 

 

 

 

縱使有多次「預演」，面對至親離世，

總免不了哀傷與思念。女兒哽咽著

說︰「今天再踏足院舍，心情沉重，

感覺若有所失。」言談間盡顯懷念之

情。榮華祖藉潮州，身為大廚的他煮

得一手好菜，每位家庭成員的生日會

都是由他親手下廚，在家裡煮一餐豐

富的菜餚。每年農曆年他都會親自製

作煎堆、蘿蔔糕等賀年食品，更與一

家人一起逛花市。到子女成家立室

後，仍然堅持要有定期的家庭聚會。

數十年來，一家人就在父親的薰陶下

一直維繫著。聽到這裡，終於明白為

什麼榮華的子女也有著這份堅持。 

 

看著這個家庭，陪著他們走過這段經

歷，體會到「孝行」除了要把孝親的

心意付諸行動外，更能以至親的得益

放在首要，敬愛父親，當然不會捨得

他有離世的一天，但大家都明白人始

終會有死亡的一天，因此顧及他在人

生最後照顧的安排，及早籌謀，才能

令他真正享受到大家的孝行。有些人

可能猶豫預早商議臨終照顧是否不

孝？而榮華一家告訴大家這剛好相

反，因為愛要愛得到位，孝要孝得有

法，這才是實實在在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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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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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不了那習慣，今天還是一如往

常，買了兩個麵包給父親才過來。」

李文其先生道出對離世父親的思念。 

 

在院舍經常看到李先生和幾位兄弟姊

妹，風雨不改地前來探望父親李榮華

伯伯，很佩服他們的孝心和堅持，也

好奇著榮華在子女心目中是一個怎樣

的父親。自從榮華離世後，有一陣子

沒有見到他們，今天再次見面，還是

如常的點頭問好，但各人心裡卻多了

一點點的憂傷。 

 

榮華患有嚴重的心臟衰竭，心臟不時

會突然停頓。「我在餵他吃東西時，突

然發現他沒有反應！」女兒回想過往

的經歷。由於這種情況經常出現，他

們兄弟姊妹都經常為此擔憂，試過不

少次接到院舍的電話，那種心頭一顫

的感覺，實在難以形容。 

 

參加了擁抱夕陽服務計劃，在葛量洪

醫院紓緩醫學科李醫生對父親病情的

講解後，一家人多番商議，終於選擇

希望 可 以安排父親 在 院舍離世的計

劃， 並 與 院舍及醫生商議 了 有 關安

排。李先生說：「當天是年初二，傍晚

照顧父親進餐，他的胃口還特別好，

職員亦為他進行了個人護理，之後父

親像睡著了一樣在院舍內走完他的人

生 路 。父親 能夠如 此舒泰安詳地離

世，總算為我們帶來一點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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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訪 者︰  頤樂護理安老院院友 

李榮華的兒子及女兒 

訪問及撰文︰盧耀文、莊紹梅 

  

 



 

 

 

 

 

 

 

 

 

 

 

 

 

 

 

 

 

 

 

 

 

 

 

 

 

 

 

 

 

 

 

 

 

 

 

「晚晴照顧」中的物理治療               

● 劉尚華（物理治療師） 

 

「晚晴照顧」是全面照顧末期病人的需要，

協助他們有尊嚴地活到最後一刻  。  

 

物理治療師在當中擔當重要的角色，在此

與大家分享如何透過物理治療，協助他們

紓緩身體不適，從而保持有質素的生活。 

 

1. 淋巴水腫的處理 (LYMPHOEDEMA) 

因著很多的病症，例如腎功能衰退，或是久臥病床，院友容易出現淋巴水腫。物

理治療師可以指導院舍員工及院友家人為院友進行「推水腫」的手法治療。亦因

應病情使用儀器來處理水腫，例如運用「泵腳機」或消腫機等儀器，以減輕不適。 

 

2. 痛楚的處理 (PAIN) 

痛楚可以令人感到身心疲累，「強忍」痛楚只會帶來不必要的苦惱，影響生活質

素。除藥物以外，有很多控制痛楚的物理治療，例如肌肉鬆弛法、輕柔按摩、冷

熱治療、「經皮神經電刺激」療法 (T.E.N.S.)、針灸、電針療法及激光穴位照射

療法。其中有部份方法既簡且易，院友及其家人只要經過簡單的指導，就可以自

行使用。 

 

3. 氣喘的處理 (BREATHLESSNESS) 

因著慢性阻塞性肺病或肺癌等，某些院友誤以為只要減少活動，便可避免氣喘，

但這只會進一步令體力及心肺功能下降。要舒緩氣喘，除了使用氧氣及藥物外；

亦可透過適當的「安坐」或「臥睡」的姿勢，來減輕氣喘。此外，治療師亦會指

導院友，適當地咳出多餘而又阻塞氣道的痰液，改善氣喘。 

 

4. 運動鍛煉 (EXERCISE) 

患有中風、柏金遜病症等神經系統損傷的疾病，都會 

讓院友的活動能力大打節扣，若果還不運動，便有機 

會導致關節攣縮惡化，最終可能導致依賴輪椅代步。 

因此，透過步行、平衡等訓練，或指導使用合適的步  

行輔助器，可協助院友維持一定的活動能力，亦可按需要給予手法治療，例如「拉

筋」或「被動式運動」，以保持院友的肢體活動能力及關節幅度。 

 

5. 「疲勞」的處理 (FATIQUE) 

大多數的癌症，心臟衰竭或腎衰竭的病患者，都會感受到「疲勞」。他們會缺乏

動力，懶於活動而且久臥病床不起。說實話，要鼓勵他們多作活動十分困難，因

為他們確實在能力上逐漸衰弱，心理上失去勇氣，對任何不適會常存恐懼。物理

治療師可透過身體評估，為病患者悉心訂定合適的運動目標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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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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思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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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cylcah-pcteam@tungwah.org.hk    

電    話： 28709150 
季 刊 內 各 篇 文 章，歡 迎 回 應 

● 謝炎好 Wendy (義工)  

 

年過 50 歲的我，正準備為將來退休生活作打算。

朋友 Ada 給我「擁抱夕陽」義工訓練的宣傳單張，

「嘩！黃竹坑，太遙遠了！車費又貴，上完堂又要

實習，前後差不多要半年的時間。」心中盤旋不參

加的理由很多，但是又想：「這次有正規的培訓課

程，不似以往的義工工作，當日做完，大家便各散

東西！不如先上課程，實習不去也吧，管他的！」 

 

2011 年 10 月終於完成了培訓課程，不知為何我沒有拒絕實習的安排，與拍檔 Sara

探訪兩位長者；一位是中風後左手不靈活，要用柺杖行走的伯伯；另外一位是右眼

完全失明，而左眼只剩下兩成視力的伯伯。他們都是健談的「老友記」，與他們溝

通是一件極快樂的事情。 

 

每次與拍檔探望他們，總是看到他們會在院舍的梳化，或是穿得整整齊齊地坐在床

上期待我們的出現！他們給了我一個強烈的啟示  -- 原來我們小小的付出，漫不

經心的探望，對他們來說已是一個隆重的約會！每次聽到他們的故事，看到他們的

笑容，什麼路程遠、浪費時間、車費貴等也忘記了！  

 

研究發現，智障人士可以理解死亡。我們再不

能以智障人士不理解死亡而否定他們面對死

亡或喪親經歷而產生的需要。 

研究中推行的「生命電燈膽」生死教育小組，以理

論及研究結果 (第 1 項)為根基來設計，發現大多數

的指標均有預期方向的改變，此模式可作參考之用。 

初步探索智障人士喪親行為量表，以能有效評估智障

人士的喪親反應。這方面仍需要大家共同努力跟進。 

1. 

2. 

3. 

擁抱每個生命季節就是幸福，齊來為智障人士的幸福努力。 

以上資料摘自東華三院，香港大學於 2013 年 3 月發表的「香港智障人士對喪親

經歷及生死觀念的教育需要及成效研究」本研究報告免費派發，歡迎索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