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盧耀文  (訓練主任 ) 

 

束手無策的反應，也許是對於目睹死亡

即將臨近的自我保護。」家人邀請我擔

任唐唐喪禮的主持人。我帶領她的靈柩

進入靈堂中，然後站上台上主持儀式，

她安躺在我眼前的靈柩內，與我距離很

近，但感覺更是陌生和遙遠的。與唐唐

的親人，朋友一起分享她的往事，再次

把慈祥堅強的唐唐帶回感覺中。我徵得

家人的同意，邀請出席者為唐唐一生鼓

掌，表達讚賞和敬意。看著她的遺體，

會問：「此刻她可看到喪禮上的一切，聽

到關於我們述說她的一切嗎？」  

 

每人都有自己的生命軌跡，人與人之間

本質上很像是一條一條平行的線，透過

人際交往，平行線便會很微妙地出現交

錯之時，然而這種靠近的距離往往需要

付出代價。聽唐唐憶述往事的甜，令大

家進入溫情的交匯點上，但在病房的床

前，在靈堂的儀式中，便會接近病痛與

死亡的挑戰，有些人會用冷漠來保持平

行線的距離，避免心靈的刺痛，有些人

仍會盡力拉近，冒著心靈傷痛，為的是

人與人之間的愛護，關懷和不捨。  

 

避開病痛與死亡，是人的自然反應。為

接近死亡的朋友提供照顧，病與死便驟

然迫近，旁觀或參與別人的傷痛經歷，

感情和感受上都要有很多付出，這好像

生死 教育 的進 階 課 程一 樣， 要努 力 學

習。在此與大家彼此鼓勵，互相學習，

亦謹此向廖唐婆婆致敬。  

 

 

唐唐 (暱稱 )是一位活了近一個世紀的長

者，入住了頤泰護理安老院五年多，我

並不是見過她很多次面，然而每次她見

到我，都清楚記得我是誰，給我稱呼，

亦給我親切的笑容，給我問好。她的往

事，有不如意的婚姻和家庭經歷、也有

令人津津樂道的住家工生涯，半世紀主

僕恩情令人難忘。這一切她都樂意跟我

分享。聽著，聽著，不知不覺間，彷彿

跳進一個與自己的嫲嫲一起的時刻，是

甜的，是暖的，是親近的，是舒服的。  

 

唐唐肺癌病重垂危，入了葛量洪醫院的

紓緩病房，走近她的床前，已見不到那

親切的笑臉，聽不到關懷的問候，然而

她仍勉強動一動口唇來打個招呼。這次

見 到 的 是 被 病 痛 狠 狠 打 擊 的 唐 唐 ， 瘦

了、弱了、沒有什麼表情。站在一旁的

我，身體的距離雖近，但感覺卻很遠，

曾有的親近感覺，已不知所蹤，不禁自

問：「這是自然的嗎？或許是對她的病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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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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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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一位年輕母親諾媽媽，年初被診斷患

上晚期癌症，需要立即安排手術及進行化

療。她育有一子（諾仔），雖然只是讀幼

稚園的年紀，但非常懂事，夫婦二人也沒

有要隱瞞孩子。諾媽媽要經常出入醫院，

諾仔的日常照顧自然受到影響，而諾爸爸

每天需為太太頻撲，陪伴諾仔的時間也大

打折扣。  

 

諾媽媽住院的第一個周末前夕，難題來

了。諾仔每逢周末早上要參加興趣班，以

往都由爸爸或媽媽陪同前往。現在媽媽住

院了，而且剛動了手術需要爸爸到醫院照

顧，家裏只剩下「人生路不熟」的工人姐

姐。旁觀的我還以為兩夫婦準備為兒子告

假，諾爸爸卻是很認真的跟諾仔討論解決

方案。這興趣班兒子已經上了一年，諾爸

爸知道諾仔其實會搭車會認路，他於是問

兒 子 有 沒 有 信 心 能 帶 工 人 姐 姐 一 同 前

往。諾爸爸還很有技巧地把這次「帶路」

形容為探險之旅，想令諾仔覺得好玩。可

惜諾仔卻是心水澄明，知道這對他來說將

會是一趟沒有安全感旅程，單純的他眼眶

開始泛起淚水，他問爸爸：「媽媽可以自

己待在醫院，那爸爸你不就能夠陪我去上

興趣班？」在場的成人不禁語塞。諾爸爸

頓一頓，溫柔地對兒子說：「好，諾仔，

媽 媽 現 在 生 了 很 嚴 重 的 病 需 要 爸 爸 照

顧，但如果要你自己帶工人姐姐外出讓你

感到很害怕，爸爸可以放下媽媽陪你去上

課。」 

這 時 候 諾 仔 臉 上 已 掛 著 豆 大 的 眼

淚，他一邊擦眼淚一邊堅強地說：

「爸爸去照顧媽媽！」當時旁觀的

我也鼻子發酸，雖然眼前的諾仔仍

然在哭，看著他的背影卻彷彿看到

了「男子漢大丈夫」，而這位小「大

丈夫」背後的大人都向諾爸爸報以

欣慰的微笑。後來諾媽媽的手術非

常順利，出院在家休息的期間，諾

仔也很懂得體貼媽媽，知道每當媽

媽要在休息的時候，縱使很想媽媽

陪他玩，他也會安靜讓媽媽睡。  

 

 

 

 

 

 

 

 

 

 

家人 患 重病 ， 家庭 彷彿 經 歷一 場 大地

震。尼泊爾 7.9 級大地震，當地香港旅

客報平安之餘也會分享他們與死神擦身

而過的感受。大概半隻腳踏進了鬼門關

的人都會問：「為何偏偏選中我？」甚或

向上天控訴：「神祢太看得起我了…我並

非 如 祢 想 像 中 的 堅 強 … 求 祢 拿 走 苦

杯…」當抽回那半隻腳，揑完一把汗，

再回過神來，總會看見大難不死的後福

－諾 媽 媽忽 然 明白 生命 中 甚麼 是 最重

要、諾爸爸在患難之中向太太流露的真

情叫旁人為之感動、諾仔一夜間長大了

學懂替媽媽切想了、經歷了大地震的旅

客寧願留守災區因為深受生命感動。  

                     

 

●  蔡嘉玲   社工 (紓緩照顧 ) 

 



 

 

 

 

 

 

 

 

 

 

 

 

 

 

 

 

 

 

 

 

 

 

 

 

 

 

 

 

 

 

 

 

 

「大難不死必有後福」，有人可能會覺得這句說話背後的精神很阿 Q，但正如經

歷風雨過後，在天氣放晴且炎熱的陽光底下，偶爾也會懷念瀝瀝雨聲，從前所經

歷的絕非毫無意義。有些事過渡了，驀然回首，恍如隔世之餘總不敢相信，當時

是那裏來的勇氣，能叫自己力挽狂瀾。甚至乎轉眼間，自己、身邊的人都因著經

歷在不知不覺間脫胎換骨了。  

 

不過如果你身邊有親人、朋友正在水深火熱中，又或者正為到自己的慘痛遭遇感

到迷網，請不要太輕易說出「大難不死必有後福」來安慰別人，因為這「後福」

是需要由當事人自己領悟、發現。聽過聖嚴法師的「四它」生活主張嗎？他教導

每當遇到大小困難，我們都可以試著去「面對它、接受它、處理它、放下它」。

我們很常會勸別人學習「放下它」，但可知道能夠「放下」之前，其實是需要經

歷「面對」、「接受」和「處理」，所以我們要體諒當事人需要時間，也需要很大

的能量去面對眼前的困境。  

 

有些人生道理，我們咀嚼了，知道箇中的甜、  

酸、苦、辣，就讓我們好好記住這些「味道」。  

然後懷著「必有後福」的信念，用行動與受苦  

的人同經歷、共患難，與他一同「分甘同味」、  

一同欣賞雨後的風光。相信這份同行，也比一  

句句安慰的說話來得更有意義、更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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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彩琦博士   臨床心理學家  

 

∘的身份 

很久以前，和當時的新助手 A 君共用

細小的辦公室。我們成直角背向大家

而坐，那距離能譲我清楚感受到他的

呼吸聲和表情。  

 

入職不久，助手於人前面帶笑容，保

持一貫鄰家男孩氣息，但每當他靜下

來，即使 90背向我，我渾身卻有説

不出的不自在，那股苦溺的氣息瀰漫

着細小的空間，起初我還擔心他不喜

歡他的工作。直至有一天，他把櫈子

轉向我，嘆了一口氣説：「博士，可否

告訴你一件事情？」感覺到他將要告

訴我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思想頓時  

 

有點混亂。他和我既有性別、年齢的差

異，也是上司下屬，又或者，當刻他希

望與心理學家對話。由於沒有太多時間

讓我思考，我只好説：「你準備好就可

以了。」  

 

A 君深呼吸了一下，隨即濠哭起來。自

問看過很多人哭，自己也哭過無數次，

但 A 君這個模樣實在讓人看得心碎。他

緩緩地道出照顧他成長的祖母於他上

班後兩個星期過身，由於他未過試用

期，所以不敢請假，最後他和其他比較

疏遠的親友一樣只出席了喪禮，沒有送

祖母上山。他責備自己未能盡孝義陪  

 



 

 

   

 

 

 

 

   

 

 

 

 

 

 

 

 

 

 

 

 

 

 

 

 

 

 

 

 

 

 

 

督 印 人： 袁漢林    編輯小組：盧耀文(編輯與設計)、黃玉珍、歐陽敏慧、蔡嘉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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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祖母走完最後的路。我不夠敏感地説

他應該一早告訴我，我一定會讓他請

假。他責罵自己爲甚麼會這樣愚蠢，

這麼簡單的道理也想不通。  

 

故事未完，那股來自 90的苦溺氣息不

祇來自祖母過身，他繼續責罵自己，

與他從小就認識的好友，大家因爲小

事吵起來，不瞅不睬近兩個月。那位

好友早陣子曾留言相約，但 A 君擔心

祖母的事，所以沒有回覆。祖母的喪

禮，好友未見出席。當天深夜，A 君試

着找好友問過究竟，卻換來另一個噩

耗。好友母親接電話，告知好友因腦

内腫瘤爆裂，跟祖母於同一個星期離

世。A 君知道好友腦内腫瘤一直影響着

他的情緒。 A 君痛恨自己未有包容對

方，也沒有回覆好友，那一次必定是

好友感到身體有異，想和 A 君和解，

但 A 君卻拒絕了好友最後的邀請。  

 

以上的事情實在太戲劇化，太難令人

相信。原來這幾個星期，A 君不斷的自

責，同時又傷痛得連把事情説出口的  

 

氣力也沒有。當 A 君説過、哭過之後，

我忽然記起自己已經放下了身份的困

擾。因爲在那一刻， A 君不需要一位專

業或是理性的人坐在他面前，他需要

的，是一位真心的聆聽者。那天之後，

A 君面對我時總是有點尷尬，也許傷心

過後，理性的他也感受到那身份的混

淆。後來， A 君與其他年齢相約的同事

搬到另一個辦公室，並坦誠地分享他的

經歷，同事們對他也十分支持。能夠得

到不同人的聆聽， A 君的心情總算慢慢

地平復過來。  

 

面對摯親摯愛的離開，並且背負着不能

彌補的遺憾，那傷痛，即使沒有言語，

其他人也能感受得到。如果可以選擇的

話，請每天都幻想「這是最後的一天」，

我想，我們會用盡全力去愛護及包容身

邊的人和事。另一方面，當身邊的人遇

上親人離世，我們偶爾放下身段，容讓

他們走出喪親的悲痛，但同時也需認清

身份，於適當的時候，讓其他人接棒支

援有需要的朋友，也許會更湊効。  

 

智障人士面對至親離世，作為照顧者應如何協助？香港電台的劇集「死神九問 - 教

我如何告訴她」攝錄了一位智障人士在母親患末期病，至離世的過程。我們在近月

以分享會形式與同事們一起探索智障人士在面對喪親時的需要。  

參與者大都認同應按智障人士的情況給他們講  

解至親的病情，鼓勵他們盡量在過程中陪伴至  

親，讓他們表達對親人的愛，你的見解如何？  

 

邀請你觀賞該劇集，並一起思考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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