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盧耀文  (賽馬會社區復康學院訓練主任 ) 

 

若你了解智障人士家長對子女的愛與牽

掛，你便不難理解「星、願」內裡的含意。

又如果你接受保險的概念，這早作打算的

做法也沒有什麼特別之處。況且，家長們

在較早時不約而同有一個無奈想法，假若

生命要告終，他們寧願子女較他們早死，

好讓他們竭盡父母所有責任，如今家長們

已積極尋找實質的出路，這是值得欣慰和

欣賞的。立這些願，在過程中與家長們一

起反思子女的生活能力與質素，鼓勵他們

在現時便著手擴展自己和子女的生活領

域，以行動來提升對生命的滿意感，也正

面地著手準備一些未來的實質安排。  

 

對晚晴照顧服務熟識的你，可能覺得這小

冊 子 的 內 容 ， 有 點 兒 與 預 前 照 顧 計 劃

(Advance Care Planning) 相似。是的，

它可算是一個簡易入門、或是一個較生活

化的版本。  

 

我們期望著透過這些星願的表達，能有助

智障人士及其家長改寫自己一向認定的

生活軌跡，努力開創滿意的生活，善用一

直以來的耐力去締造更幸福的日子。  

 

「願」是不認命的第一步。家長們，加油

啊！  

 

 

 

 

 

 

每到新春，大家都會彼此祝願，什麼身

體健康，步步高陞等，大都不問實效只

求意頭，總之一番心意便好了。在雲南

看過一群少數民族的表演，向天祈求的

一幕印象深刻，他們的生活可說要「仰

天」而活，也許如此，他們「叫天、天

答應，許願、願可應」的堅信和認真態

度可說觸動心靈，當然，許了願還要付

諸行動，願其實帶有一點不認命，不投

降的含意，許願也有它應有的態度吧。

回看我們的願，祈求身體健康卻顛倒日

夜、暴飲暴食，不說都知應不應願。  

 

近期，我們籌備推出一本「星、願，家

書」的小冊子，目的是鼓勵智障人士的

家長把子女日後的照顧安排意願，一一

記錄下來，以每顆星來代表一個願望，

有重燃與子女一起時的溫馨的足印之

星；有描繪子女生活習慣及喜好的生活

之星；有前望醫療照顧的醫願之星；有

寄望一旦自己離世後，子女生活安排的

無憂之星；也有為子女早作後事計劃的

圓滿之星。最後，亦鼓勵家長為自己的

需要著想的美善之星。你可能問，這是

願望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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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顆星星都代表對子女的祝願 

每個祝願都包含對子女的愛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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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心中，希望醫生可以處方一些藥物令

他舒服些，也認為他會很快回來。翌日，

從探望他的同事得知，醫生已給了他嗎

啡，我心裏立即一沉，心想 :「他回不來

了。他的生命到了倒數階段。」  

 

第三天，主任表示探望蘇弟時，喜見一直

不願相見的家人都來探望，包括他的前

妻、三個兒子、孫兒及母親。我實在太高

興了，同事聽了都非常雀躍。他終於等到

了，他的家人來看他了！實在太感動了！

一個本來被家人放棄的人，在臨終前得到

上天的眷顧，可以享受家庭帶給他的溫

暖。我實在不可以不提及「擁抱夕陽」之

紓緩小組及頤景同事在過程中的配合及

安排，使院友在臨別一刻可與家人相聚，

以及可以在一個舒服和讓他能夠保持尊

嚴的地方離開，實在難能可貴。  

 

蘇弟離世後，單位為他舉辦了追思會，除

了有同事和院友參與外，也邀請他的兒子

和媳婦出席。同事們侃侃說起照顧蘇弟的

片段，又好氣又好笑，笑中帶淚，也發現

原來大家對他都非常的在意、着緊，而且

一 直 都 在 各 盡 其 職 ， 默 默 貢 獻 着 。                

這場追思會讓我感覺到，院友雖然離世，

但並不代表「人去茶涼」，我們透過懷念，

去感受逝者的「餘溫」。它亦是一個很好

的平台，讓同事們凝聚在一起互相安慰，

互 相 欣 賞 大 家 為 逝 去 院 友 所 付 出 的 愛

心 ， 更 加 肯 定 我 們 工 作 是 有 價 值 的 。                        

啊！我們的蘇弟，正如我對你兒子致謝時

的回應，其實不單只是我們照顧了你，你  

也啟發了我們很多，讓我們對人生有多一

份的思考和體會。在整件事的過程中，  

                       (下頁續 ) 

 

●  吳淑芬  賽馬會頤景護理安老院註冊護士   

 

 
蘇弟是院舍一位六十歲，雙目失明、腎

功能差、嚴重糖尿及沒有家屬照顧的院

友。當他入住院舍時，衣服破舊，衛生

欠佳，脾氣也很大。他是很有性格的硬

漢子，雖然有吞嚥困難，但他說寧願簽

「生死狀」，也要堅持吃自己喜歡的食

物，什麼人也阻不了他。起初他還是很

堅持的，但後來試過真的哽塞至需要急

救，才慢慢接受吃碎餐。其實他也有開

朗的一面，當有義工來時，他會主動舉

手參與，即興唱歌及講笑話，為一眾院

友製造了很多歡樂氣氛。猶記那天，「蘇

弟！你怎樣了？你很辛苦啊！我給你的

製氧機已到了最高的度數了，但仍然那

麼辛苦，不如到醫院一趟。」起初他堅

拒，後來他想了想，便答應了。我便召

了救護車送他到葛量洪醫院紓緩病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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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切切實實感受到互相欣賞、體諒、寬恕及愛的存在。  

 

看看！在追思會中提起你的名字時，大家眼中的淚，證明是從心底裏不捨得你。不

捨得你的壞脾氣，更捨不得你曾帶給我們的歡樂時光！願我們的蘇弟，一路好走。 

 

 

 

工作上需要協助或出席院舍為逝世院

友舉辦的追思會，而因為生命的時限不

由人預計，有時候一個月需出席幾次追

思會，有時幾個月也沒有一次。不同院

舍所舉辦的追思會雖各有特色，但目的

大致都是提供一個平靜、安全的空間，

讓出席者可以懷念逝者，表達思念。  

 

「榕樹頭」與「講故佬」  

 

比 起 經 常 與 院 友 緊 密 接 觸 的 前 線 同

工，自己與離世院友情感上的距離，可

以說是最遠的。身處在追思會當中，有

時候少不免會察覺自己的情感較為抽

離，我會安分守己做一名「旁觀者」，

旁觀着當中發生的一切。曾有人問我：

「參加追思會的次數越多，會否 越麻

木？」這提問讓我反思在過程當中，令

我觸動和深刻的片段。在追思會中，都

會有一個讓出席者訴說逝者生前片段

的環節。無論是院舍的同工、院友，或

是家屬，都可以分享他們與逝者共同擁

有的珍貴片段。有些片段聽起來讓人心

酸落淚，也有的叫人會心微笑，也曾試

過分享者說罷引來哄堂大笑。自己是一  

個很喜歡聽故事的人，在我心底裏追思

會漸漸變成了另一個「榕樹頭」，我會

坐在一旁專心聽「講故佬」們說着，而

逝者一些生前的片段亦會在我的腦海

中浮現。由於分享者是從不同的角度去

描述，與我原來已有的印象拼湊起來， 

逝者的形象忽然變得更立體。人死雖如

燈滅，但大家的思念、回憶，彷彿合力

成為了一股力量，支撐着逝者於我們內

心深處繼續生存。  

                         

「說」的療癒力量  

 

曾出席過一次追思會，家屬分享他與過

世父親鮮為人知的從前。這些過往承載

著許多的無奈、淚水，也為家屬帶來很

多道的傷痕。在父親最後的日子，他選

擇放下怨恨，盡最大的能力讓父親走得

有尊嚴，走得不孤單。而當這位家屬站

在眾人面前分享時，他眼裏雖然有很多

淚水，但相信在場的人，也會感受到他

那份發自內心的釋然和無憾。對於分享

者來說，這些分享的過程除了能叫糾結

的情緒得以梳理、具體化之外，也是一

個自我療癒的過程。該位家屬分享到結

尾的時候，也說不敢相信自己能夠在這

種場合，會說出這些原本不想再提起的

從前。或許當刻的他會突然發現，自己

已在不知不覺間把事情消化了，回憶也

不再那麼沉重…死亡為人與人帶來最

遙遠的距離，但我們對逝者的「懷念」，

卻是不受空間的限制。每當你想起、說

起逝去的親朋，他都會在你腦海中出

現，撩動你的情緒。或許追思會是一次

很好的機會，豐富大家的回憶，讓逝者

的形象變得更鮮明，以至長活在我們的

心坎處，永不褪色。我思，故他在。   

 

●  蔡嘉玲   社工 (紓緩照顧 ) 

        擁抱夕陽服務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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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景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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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在我喪禮上放紫色的花！」當我

聽到鳳鳴有這樣的要求時，我第一時間

就想要明天買給她，不要等到喪禮上。

我想讓她親眼看見，用手觸摸，用鼻嗅

嗅。時間不留人，要珍惜機會！  

 

鳳鳴是 97 年入住健怡之家的第一批院

友，「老臣子」呀！她總是笑面迎人， 又

喜歡唱歌，在健怡工場上班都表現得非

常 勤 力 。 只 可 惜 隨 著 身 體 機 能 日 漸 衰

退，近年已不能串珠鏈，亦不能自行提

匙進食，所有起居均要人照料，間中更

會申訴頭暈、氣促、腹脹痛等。至 2015

年 1 月中，她因氣促入急症室，在醫院

留醫約一個月後離世，享年 58 歲。  

 

在醫院留醫時，她說有三個心願：第一

是回到以前與媽媽同住的屋邨，第二是

想 見 同 事 ， 第 三 是 在 喪 禮 上 放 紫 色 的

花。同事知道後，立即分工合作計劃為

她達成心願，雖然知道沒有可能帶她回

到舊居，但讓她望一望環境，緬懷過去

也值得。故翌日已安排同事親身去屋邨

拍攝，亦請家人拍攝家居內部，可惜第  

 

 

一次拍攝效果未如理想，另一位同事於

是自動請纓再去，結果前前後後共出動

了三位同事，最後還製作成配樂短片。

而同一時間，同事亦分批去醫院探望鳳  

鳴，務求每天均有人陪伴她，而未能前

往的同事則拍攝了打氣短片，齊齊用行

動及說話鼓勵她！至於那紫色的花，同

事當然沒有忘記，翌日已買了送給她。

當時鳳鳴雖然帶著呼吸面罩，說話十分

困難，但她仍然很努力地叫出每位探望

她的同事名字，並說聲「多謝！」。這

句「多謝！」安慰了各人的心，証明了

同事的努力沒有白費。  

 

嚴 重 殘 疾 人 士 護 理 院 的 工 作 並 不 簡

單，照顧步入晚晴的弱能人士更需要加

倍的心力。晚晴照顧的精粹在於維持甚

至提昇院友的生活質素，即使他們已走

在人生最後的階段，但依然可以有尊嚴

地活好，身、心、社、靈也得到關注和

滿足。這工作絕不簡單，因為是需要同

事上下對院友的細心和愛心 正如鳳鳴

的例子，若非大家以往一直「以愛栽

種」，用心去照顧、明白她的需要，也

不會能夠在鳳鳴最後短短的日子，迅速

為她圓夢，讓她帶著同事們的愛和祝

福，無憾地走畢人生路。  

 

感恩能夠照顧鳳鳴 18 年，為她的生命

寫上圓滿的句號，也令我們的工作倍添

意義。只要大家同心努力，我相信得著

的一定比付出的多。各位同事，請大家

繼續努力！  

 

 

●  曾映暉  賽馬會健怡之家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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