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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盧耀文  (賽馬會社區復康學院訓練主任 ) 

擁抱夕陽的工作與「老、病、死」息息

相關，有云一個轉身，兩個世界，人們

對「老、病、死」像很熟識，當切實面

對時，卻又是另一回事。近年智障人士

老化的現象給業界掀起一番哄動，大家

都在謀求應對辦法，也許是一個縮影吧。 

 

當被界定為老，便要走入一個另類的國

度。以往的年代，老就是穿著黑色或灰

色的衫褲、老就要留在家中煮飯洗衫，

照顧孫子等。今時今日的老，衣著及生

活已有不少轉變，但對老的心態，到底

有多少轉變呢？不少人對於老不但沒有

憧憬，相反的是充滿憂慮，擔心踏進的

是不斷縮窄的空間而並非更闊的天空。

曾在生死教育小組中，聽過有智障人士

表示希望能夠工作直至離世，因為喜歡

從工作中獲得滿足感，老了就要退休，

像是理所當然，但每個人都有不同的追

求，為何一定要設限呢？電影“楢山節

考 ” 述 說 在 窮 鄉 中 ， 老 了 就 要 上 山 等

死，以免成為其他村民的負累，以免吃

了下一代的食物。細想今天的社會，經  

 

 

 

濟富裕，但思維卻與電影所述相距不遠， 

試問誰想被看成負累？令人惋惜的是很

多長者都自諷為「等食、等痾、等瞓、

等死」的四等公民。  

 

朋友，想一想自己心底是否也在排斥和

逃避「老」，也留意這種心態對工作的影

響，也不妨看看今天為長者、為相對高

齡的智障人士的「老」提供怎樣的生活

空間。老、身體機能衰退、死亡機率增

加，這是不爭的事實，我們固然要在服

務設施、知識及心態上作出準備，才能

協助他們適應老的挑戰，這是關於「失

去」的部份。然而，今天不少人對老已

看為新機遇，這是關於「得到」的部份，

要尋求的是老了可以如何發揮豐富的人

生智慧及發展無限的可能。我們在規劃

服務時，在長長的「需要」清單中，與

他們一起尋找生活新發展會排在什麼位

置，會較等待死亡的來臨優先嗎？  

 

「五位不老騎士駕摩托車環遊台灣」的

實例，提出一個問題：「人活著為了什

麼？」這也可借來一問我們及查察一下

我 們 的 服 務 。 若 老 就 只 能 是 別 人 的 負

累，只能等待死亡，那老就真的沒有什

麼好說的了。晚晴照顧的目標是希望處

身老年階段的朋友能夠享受一段趨向圓

滿的生命歷程，朝著這個目標進發，對

老的態度是第一個要攻破的堡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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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他帶來美味的食物和湯水，又給他按

摩，家人對他的愛護和照料，就是這樣無

止境的。一天，知道是松哥的生日，想到

一個人在房間裡度過，感覺一定不好受，

也想到會否是他最後一個生日，便致電返

下午更的同事，購買一個蛋糕回來為他慶

祝。他看到我們幾位同事聯同擁抱夕陽的

團隊捧著蛋糕進來隔離室，他那驚喜的表

情和捧著蛋糕的燦爛笑容，實在難忘。  

 

 

 

 

 

 

 

 

 

 

 

到了中秋節，院舍舉行晚宴活動，想到在

這個佳節，難道要他孤獨一人留在房中度

過？先後與團隊及家人商量後，家人決定

在晚宴買下一圍席，與松哥慶團圓。那一

晚，他的臉容再展現因健康轉差而久違的

微笑，這就是他與家人的最後一頓晚餐。

松哥於二零一五年十一月病逝，與愛妻在

另一世界聚首。  

  

同事們都慶幸一早便懂得問這個問題：

「難道因為護理需要隔離，他便要孤清地

在小空間裡度過餘生？」我們明白在現實

上要作出平衡的考慮，但只要肯去想，方

法總是會有的，能為松哥晚年生活添上一

點色彩、送多一點關愛，這完全值得。  

  

 

                       

●  陳思美   賽馬會頤安護理安老院社工   

 

 
院友李達松伯伯 (我們慣稱松哥 )，於二

零一四年十二月能申請入住本院與太太

相聚，可說得償所願  (其妻玉梅於二零

一一年入住本院 )。這對夫婦只要並肩同

坐，閒談數句，互換食物，輕貼臉頰，

就是旁人都很易察覺他們的滿足。然而

這些甜蜜時光只有兩個多月 (其妻於二

零一五年二月病逝 )。  

 

面對摰愛離世，松哥難掩傷痛，每每憶

起亡妻便流下男兒淚。想起松哥在愛妻

的喪禮上，手執一枝白玫瑰在靈柩前痛

哭的樣子，仍深印在我的腦海中。松哥

沒有了老伴在旁，生活仍是要過，他多

以大螢幕手機來看資訊，甚或翻看內裡

的相片，與愛妻再來見一面，常說希望

可以快點跟她去。  

 

松哥於二零一五年四月需入院治療，及

後又因心臟問題，幾經診治也未能令病

情改善，反而變得更加複雜，不知從何

來又感染了惡菌，故需要個別隔離起來。 

 

松哥健康狀況穩定後返回院舍，渴望可

以沖涼洗頭，每每沖涼後他都展現出一

個滿足的笑容，並向照顧員道謝；松哥

後期因為腳部傷口潰爛，需進行截肢手

術，這一關極不易闖，但也被他征服了。

手術後返回院舍的隔離室休養，整天留

在這個小小的間隔中，怎會不孤單？幸

好松哥的兒女們，不間斷地到來陪伴，  

隔不開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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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可以種花，愛無分你我他，  

           愛會踢走細菌與困難。”  

 

我愛跟服務使用者做大家可能覺得傻

瓜但他們喜歡的事情，包括於房間不斷

踱步、跟他們彷似毫無目的地彈奏樂器

等。  

 

結果，未能預計；過程，才是重點。  

 

在復康界工作了一段日子，大概了解到

照顧者們上下一心，為服務對象及每日

的流程竭盡所能，務求完成每日的工

作。過程中很擔心耽誤流程，也擔心有

些流程若需要服務對象獨自完成，有可

能會引起危險。為愛護他們，確保萬事

穩妥，便盡力幫助他們完成大部份生活

流程，他們也欣然接受。漸漸地，連生

活技能也忘卻。  

 

    

 

當腿受傷了，經過治療，就會嘗試慢慢

重拾活動機能。  

當感冒了，吃過藥，休息過，就會嘗試

起床，從新投入生活。  

當智障人士情緒失控（調）了，被隔離，

經過治療，吃過藥，（請完成句子）。  

 

     

 

試想想，當你感到不適，於一個安靜的

地方休養，吃藥，穿十件保暖衣，身體

好轉，但為免再受感染，你還是長時間

穿十件保暖衣留在獨立室。又或者，自

此，每當你輕輕打個噴嗤，微微清一清

喉嚨也會「享受」如此待遇，然而長期

採取這高度戒備措施，若再次走入社

群，你再病倒的機會會因此減低嗎？  

 

由於在院舍是一個集體生活的地方，為

愛護及保障大部份人的安全，當智障人

士情緒不穩定，經專業判斷，通常的處

理方法就是抑制（Restrain）。抑制，可

以是約束物品，包括約束衣，高背椅，

手帶……情緒不穩定者可以是身體被

抑制、空間被抑制、藥物抑制。  

 

有一位約三十歲的智障人士，因為曾經

出現自傷及傷人行為，住醫院一段日子

後返回院舍，為愛護他及其他人，唯有

約束。由於他以前吃飯比較慢，也曾拿

起餐具傷害自己，所以現在由照顧者餵

食。由於他曾經有自傷行為，照顧者亦

希望醫生可加強藥物處方，減低其亢奮

狀態。出院已經一年，他沒有選擇的權

利，只被希望能夠「乖」，久而久之，

大家習慣的溝通只在於指令及完成指

令。  

 

曾經到美國交流，看到嚴重智障朋友，

雖然他不懂以刀叉進食，但他肚子餓的

時候懂得拿起叉子示意。 (下頁續 ) 

 

 

琦想 

●  王彩琦博士    臨床心理學家  

當、愛變成習慣 



 

 

 

 

 

 

 

 

 

 

 

 

 

 

 

 

 

 

 

 

 

 

 

 

 

 

 

 

 

 

 

 

 

 

 

 

 

 

 

 

 

 

●  蔡嘉玲   社工 (紓緩照顧 ) 

        擁抱夕陽服務計劃  

反觀我們有一些智障朋友，由於愛錫，由於專業決定，身體和心靈被約束。不得

單獨如厠，不得自行洗澡……他本來懂得自行進食，但由於愛、關心及專業決定，

他要被餵食，大概三至五年，這年輕人也許不再懂得自行進食，他只是生存着，

而不是生活着，我們把可能的變成不可能。保護與限制；安全與嘗試之間，出發

點都可以是愛，亦各有其理據所在，到底兩者必須要二擇其一，或是可以尋求兼

顧平衡，值得大家多作思考與分享。  

 

在電影 The way 中，爸爸問：「你不用計劃你的人生嗎？」   

(Don’t you have a plan for your l ife? )  

兒子：「爸，你的人生不是計劃出來的，  

它是活出來的。」  (You l ive one, dad!)  

Live a life  人生是需要經歷的。  

 

     

 
 

天使的禮物 
 

聽說，天使會在天上列成一條長長的隊伍，耐心等待逐一落入凡間， 

為要尋找一個適合自己的媽媽… 

 

在四月份，我和一班智障人士的家屬度過了不平凡的四節小組－「送給摯愛的禮

物」。小組的靈感來自快將推出的《星、願，家書》，一本讓他們寫下對智障子女

的關愛之情的小冊子，當中包括過往親子之間難忘片段的回顧、分享子女的性情

和生活喜好、對子女將來醫療照顧的計  

劃等。一本十多頁的小冊子，物輕，情  

意卻萬分重。為了幫助家屬在填寫的過  

程中能夠好好整理及消化生命歷程，以  

至進一步引發他們去為智障子女計劃人  

生晚晴路，我們抽取了小冊子當中一些  

主題，並希望借助同路人之間能夠「心  

照不宣」的默契，促成了兩個家屬小組。  

                      (下頁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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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我們人生經歷的「心肝椗」  

 

第一節邀請家屬把他們的「心肝椗」(智

障子女 )，以泥膠呈現出來。看似抽象，

但家屬們皺著眉頭的時間還沒有超過十

秒，便一個個拿起泥膠揉揑起來。有的

邊做邊微笑，有的半途已急不及待的與

身邊的家屬分享。看著自己的作品，家

屬表情各異，窩心的、滿足的、若有所

思的、百感交雜的、充滿能量的。他們

都走上了一條不平凡的人生路，風景雖

各異，卻有著同一任務，就是要好好守

護，一生都歇力捧在手心、捨不得放下

的「心肝椗」。「他最喜歡色彩繽紛，我

希望他也能擁有多釆多姿的人生。」想

說兒子生命中能有妳這位義無反顧的母

親，已經擁有最繽紛的人生。「我的兒子

很陽光，所以用太陽花代表他，事實上

他一直給我能量。」當我們以為母子之

間只有單向付出的時候，原來兒子已在

不知不覺間成為她生命的力量來源。「我

最直接，捏了一個「心」字，代表我的

一心一意，我一心向著他。」 80 歲的婆

婆，慢慢說出心底話。另一位家屬說：「我

一開始想要捏一個嬰兒，然後我又想到

它是一尊佛，再演變成一隻猴子。」她

一時之間說不清對兒子是愛還是恨，哭

笑不得，在旁的家屬似有所共鳴，「都是

給我們人生經歷的心肝椗。」  

 

由「熊貓館」到「兩腳一伸」  

 

另一節，我邀請家屬選取動物圖片卡來

形 容 子 女 的 性 情 ， 有 一 位 家 屬 選 了 熊

貓。當大家以為他想說子女是受保護動

物時，他卻說：「這裏（院舍）不就是熊

貓館嗎？」隨即引起哄堂大笑。家屬能

放心把子女交給院舍照顧，是種得來不

易的福氣。不過家屬坦言，真正的放下

是要等到自己兩腳一伸。「心肝椗」永遠

有著它的份量，即使得到院舍幫忙而可  

 

以稍稍放下，但大家心裡明白，那種

掛心是會牽絆至自己走完人生路的

一刻，才可以真正的放下。減輕家屬

的顧慮，是《星、願，家書》想發揮

的重要功能之一。小組中有兩節叫

「天使的禮物」，主題圍繞智障人士

踏入老年的變化，以及將來醫療、生

活層面的照顧安排。或許近年生死教

育的盛行，小組中很多家屬都已計劃

好自己的身後事，這確是一種明顯的

進步。但當問到想怎樣走人生夕陽路

時，大家才恍然大悟：「對了，我準

備好我的畢業禮，卻忘了預備畢業

試！」所以當討論到自己，甚至是子

女要面臨生命終結的醫療抉擇時，氣

氛都相當熱烈。而最困難之處，是一

方面認同智障子女也會有自己的想

法，但現實是他們表達能力有限，有

時難免要家屬代為做決定。小組鼓勵

家屬多把內心的憂慮說出來，有時候

透過「臭皮匠」互相分享，能幫助大

家朝著適合自己的方向找出路。   

                    (下頁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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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玉珍   護士 (紓緩照顧 ) 

        擁抱夕陽服務計劃  

 

小組完結，家屬亦慢慢填寫好《星、願，家書》。                                 

「想深一層，就只有這個兒子，可以一直陪在自己             

的身邊。其實，他才是上天賜予我的禮物。」這位  

家屬的領悟，對小組來說是很好的總結。智障子女  

的出現，讓生命路途變得不易走。有人會說是因為  

上天相信你可以給他們最好的照顧，才會放心交托

給你。你付出一生的愛是智障子女生命中最寶貴的

禮物，而他們，也會以一生單純的心報答你。  

 

誰是誰的天使？雙方都是啊。  

 

 

我們都是天使 

 

小組也鼓勵家屬主動與其他家庭成員討論，然後慢慢把想法寫下，實實在在地把顧

慮化成祝福，圓滿自己和智障子女將來的夕陽路。所以，「兩腳一伸」之前，要忙

的事還多呢！  

鼓起這勇氣 跨出這距離， 

差一點我們也會飛。 

這是電影「哪一天我們會飛」的主題

曲，電影講及一班生活在無奈中的成

年人，重拾自己一早已遺失的夢，電

影中的成年人可以圓夢，但一些已失

去自理能力的人，他們可以有夢嗎？

如答案是可以，那可由誰鼓起這勇

氣，協助他們跨出這距離，讓他知道

自己也會飛？  

 

 

海叔是一位小巴司機，言語行為可有

著一般傳統司機之特質，他直率的言

詞中夾雜一些粗口，但臉上卻常常掛

著與行為不相稱的天真笑容，不知是

不是因這點，讓人對他的行為並不感

到討厭，反添點點可愛！  

 

海叔因腦病變，失去自我照顧能力而

入住宿舍。他的說話已不再流暢，甚

至別人亦不再明白他的意思，唯一可

喜是他仍愛講粗口、仍可自己進食及

四處走動，相信這些亦是他僅有可以

為自己而活的事！  

                   (下頁續 ) 

 

讓他們自由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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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琼是一位智障人士，沒有說話表達

能力，她性格害羞，只愛靜靜盤著雙

腿 坐 在 椅 上 ， 看 著 工 作 人 員 跑 來 跑

去、愛糯糯的貼在工作員身旁，讓工

作人員餵食及在中心內行走，這是她

每天會進行的事。而在院舍多年，她

已習慣了中心同事照顧，而中心同事

亦甚了解她的特性與愛惡，兩者好像

分不開一樣似的。  

 

二零一五年是海叔和琼琼的生命軌跡

走到了十字路口，如何選擇面前的一

步是很大的挑戰，因這一步之差足以

可改寫他們的一生！  

 

在這個時間，他們同時因身體情況轉

差而需要留醫院治療。身體衰弱而導

致出現吞嚥困難，雖仍可以口進食，

但進食時間很長很慢，需要餵食者十

分 小 心 及 很 多 耐 性 ， 但 即 是 萬 般 小

心，仍有很大所謂「落錯隔」(食物進

了氣管內 )，甚至哽塞之危險，醫生表

示他們需要插鼻胃喉餵奶，避免因進

食而出現危險！  

 

家人及宿舍同事知道海叔和琼琼的身

體情況及可能出現之危險，亦理解這

個專業醫療決定是為他們好，但同時

他們更深深知道他們內心之需要  –  

可以自由行走、講粗口捉弄人、進食

是他們享受的事，亦是唯一的生趣，

為他們插了鼻胃喉，他們仍可以如常

生活嗎？  

 

是對他們最好的安排？大家面對醫生

這個「專業決定」感到有難處，因這

決定足以影響他們生活照顧的安排，

甚至是生活質素。他們想到這裡，內

心知道是需要一種勇氣，與海叔和琼

琼一起跨出這個距離！他們決定再需  

要一個醫生的專業決定，目的是希

望可以再以醫療知識協助同事如何

餵食、如何觀察、如何照顧他們，

讓他們可以再次以口進食，讓他們

不至因一個危機之出現，而讓他們

進入另一個已不再令他們飛得起而

充斥無助的生活中。  

 

作為一位護士，我明瞭一切的專業

決定及醫療方法是一定經過很多很

多的驗證，是一定有其理據，亦有

一定之效益，但這是一個只要求理

性之決定，對於面對「人」的服務，

我相信是需要加多些感性決定，而

這種感性決定亦從理性而來，因我

相信對於如何照顧沒有自理能力的

對象，沒有更多的人比一直照顧他

們的家屬及宿舍同事更了解，更多

實證的理據來為他們決定如何活！  

 

他們可以飛，可因一個理性決定；

他們可以飛，我相信亦可以是因為

一個關愛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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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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陽敏慧、蔡嘉玲、成景如                    

地    址： 香港仔惠福道四號賽馬會復康中心 D 座一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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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義，也許不易 

 

 

對於義工，普遍的想法是有空閒時間，不計回報去為別人出點餘力，

給予一點幫助。然而，擁抱夕陽服務計劃的義工，也許可以令大家對

義工有更深度的認識。一班有志的朋友，為處於人生晚期的殘疾朋友

付出的不只是時間，更是毅力，因為恆常保持與他們的約會；付出的

不只是熱心，更是對生命的愛護，因為有著的是不離不棄的愛心。而

收獲方面，不單是一份能夠助人的滿足，亦有為這班朋友的健康轉弱

與身體衰殘的牽掛；也有在一天要永別的淚水。義，的確不易，我們

只能找到一個理由來招聚更多朋友參與這義工行列，這理由就是人與

人之間的愛，因為愛，才可以同途。你會來參與嗎？  

mailto:jcylcah-pcteam@tungwah.org.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