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盧耀文  (賽馬會社區復康學院訓練主任 ) 

有一天，微塵遇見黃土，塵向土說：「你

可知道人們喜歡我，多過喜歡你！」土

說：「何以見得？」塵說：「人們會用我 (微

塵 )來比喻生命，雖然略帶點感慨，但仍

從我身上尋找生命意義，總好過你這一

杯黃土，代表死亡，令人懼怕、無奈和

傷感。」土聽了，搖一搖頭，答道：「現

在大部份人都用火化方式來處理身後

事，當化成灰後便灑在花園，最後不都

是與我一起嗎？」  

 

塵歸塵，土歸土，是在宗教葬禮中常聽

到的說話。想深一層，塵與土實在很微

妙地繪畫出生與死之間難以分割的關

係。我們在復康服務上，為殘疾人士與

其家屬推行生死教育已有接近十年的時

間，從學術研究到教材製作，從培訓到

應用，看著大家一路上的付出，亦看到

當中的困難。無論塵與土、生與死，大

家較留意死亡的部份，也人性地對它產

生一點點卻步的疑難。為生而做的東西

已忙得不可開交呢，死還是放後一點

吧；同時，當拿著《小英的故事》要與

智障人士談生論死時，可能會懷疑，當

他們能說出書中人物的死亡遭遇，那又

如何呢？對他們有何益處呢？  

 

 

 

知死悟生這個生死教育的主旨，大家不會

陌生，大家亦知道，悟生就是能悟出珍惜

生命的道理。我想補充的，就是從中能否

對於殘疾人士生命有更細緻的認識，重新

理解他們對人生的感知、生活的能力。從

為智障人士推行生死教育的經驗中，一個

一個例子顯示，我們對他們生活能力有不

少的忽略。察覺這些忽略，有助我們在服

務上接觸的每個生命，有更多的愛護與珍

惜，以至在繁忙的工作中，亦能盡力擁抱

生命。這種悟生，亦同樣適用於視障長者

及其他有殘疾的朋友身上。再者，我們都

很想殘疾人士獲得有用有益的服務，其中

一個考慮點就是他們是否有能力明白生

死。「他們是不會明白的！」或「關於死

亡一事要他們操心嗎？」這些前設也容易

導致他們的權利與能力被忽視。  

 

本年四月，我們舉行生死教育經驗交流

會，與會者的心得與支持令人鼓舞，我們

結集了內容印成特刊，供大家閱覽。期望

在灰塵滾滾的工作中，大家記著生死教育

對服務對象的價值，並給予更多的支持。 

 

 「生若微塵、死化灰飛； 

     認知生死、善活人生」 

 

 

 

 

 

塵土中對話 

            生死教育的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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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障礙將會陪伴他們一生。每一個人生階段

和年齡有不同的社會要求，如自我照顧、

上學、書寫閱讀、算數、工作、金錢運用、

購物、交通、健康等領域。智障人士就是

需要家人或照顧者在不同時間提供各種

不同程度的支援。  

 

在兒童時期，智障孩子在確診後就面對不

斷的評估、輪候服務和各種訓練，逐步學

習 語 言 表 達 和 溝 通 技 巧 及 生 活 上 的 自

理。在這時期，他們內心感到有些徨恐，

因為要面對很多陌生人，又不明白要做甚

麼。到了入學年齡，他們就會被安排到普

通學校或特殊學校接受教育。這又要時間

去適應學校的流程和老師的要求。課程及

考試調適可以幫助智障學生減少困難。家

長及老師可嘗試發掘學童的藝術和體育

潛能，但也要注意他們有沒有被欺凌。  

 

智能較高的畢業生在離開學校後可以接

受技能或職業訓練，完成後可以公開或輔

助就業。智能較低的就大多前往庇護工場

或展能中心。在這時期，他們一方面要重  

新適應，另一方面也要面對新的挑戰。由

於踏入成年階段，大衆對智障人士的容忍

下降。在講求精英和競爭激烈的社會，智

障人士力有不逮，未能達到僱主的工作標

準，或不懂得正確運用社區設施，又或不

明一些社交禮儀，就成了旁人的笑柄或被

排斥的對象。他們的情緒可能被影響，出

現焦慮、不安、恐懼和抑鬱。有些智障人

士可能用不恰當的行為去表達，如自傷或

暴力。要使智障人士融入社會，大家應盡

量協助、包容和鼓勵，多給他們學習和就  

 

 

●  郭偉明醫生   精神科專科醫生   

 

 

智力障礙，又稱智能不足，是一種在生

命成長和發展階段中發生的障礙症。智

障人士有智力功能和適應功能的缺損，

造成個人在獨立與社會責任方面無法達

到各個階段的準則和要求。因此、如果

沒有適當或持續的支持，他們的日常生

活和多種活動都會受到一定程度的限

制。智障的嚴重度可分為輕度、中度、

重度及極重度。無論他們屬於那一種程

度，他們的人生道路都比一般人士崎嶇

困難。但從另一角度看，他們又是不知

天高地厚，天真無邪。  

 

我在 1995 年於葵涌醫院成立香港首個

智障精神科的專科服務。多年來不斷接

觸智障人士及他們的家人，我感到他們

並不是很難了解或不能相處。基於腦部

受損、腦部發育不良或其他心理、生理

和社會因素，智障人士除了有認知、學

習和判斷能力不足外，也會有較大機會

出現情緒和行為問題。但這些都不是理

由去排斥或歧視他們。雖然我希望人人

生而平等，但現實世界並非如此。智障

人士在成長期就出現智能不足，他們的  

 

 

我眼中的智障人士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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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業的機會，提升各種社區設施的軟件和硬

件。這樣，他們在成年人的歲月裡便可過

一些正常化的日常生活。  

 

隨著家長漸老或離世，智障人士從家庭方

面的支援會減少或失去。已經入住院舍的

人士可能較容易適應。但如果在此時才獲

得宿位，他們可能出現多些情緒或適應問

題。很多智障人士在理性上不能明白死亡

的概念，但這並不等於他們與至親的家人

分離沒有感覺。適切的生死教育及心理輔

導可以幫助減少他們的恐懼和焦慮。  

 

智障人士的人生下半場來得較早。老化可

由 40 至 50 歲開始。有唐氏綜合症的人士

在中年便出現老化徵狀就最為明顯。他們

在身體健康方面較多出現問題，如呼吸系

統疾病、心臟病、甲狀腺病、骨質疏鬆、

肥胖、吞嚥困難、及視力和聽力障礙。  

 

在精神健康方面，患上失智症的風險會

提前約 15 至 20 年。基於智障人士本身

的智力和認知障礙，早期失智症的病徵

並不明顯。他們會可能出現記憶力衰

退、性格改變、混淆時間 /人物 /地點、

暴躁行為等。所以照顧者不可坐視不

理，必需盡早為他們安排評估，及給他

們適切的治療和支援，使智障人士也可

有一個豐盛、健康和快樂的晚年，走完

生命最後的旅程。  

 

●  蔡嘉玲   社工 (安寧照顧 ) 

        擁抱夕陽服務計劃  

 

觸得到的連繫  『或許是時候展開新生活，我也想帶著他翱遊世界。』

－傑媽－ 

 
 

 

 

 

傑媽的愛子在年多前離世，去年在兒子生前居住的嚴重殘疾人士院舍鼓勵下，參加了

「重織愛．念．情－喪親善別輔導」計劃，以轉化兒子遺物消化哀傷。傑媽當時揀選

了一件外套，兒子因患嚴重腦積水而需長期坐輪椅，為著兒子的舒適和方便照顧，傑

媽會親自給兒子設計改裝衣服。那些設計是獨一無二的，也只有傑媽才能夠想得到，

因她深知兒子身體每一處的需要。所以當兒子離世，傑媽也很快速和認真地為衣物  

 



 

 

 

 

 

 

 

 

 

 

 

 

 

 

     

 

 

 

 

 

 

 

 

 

 

 

 

 

 

 

 

 

 

 

 

 

 

 

 

 

 

 

4 

 

找「新主人」，把已修改的衣物再修改

或還原，延續它的「使命」，免得浪費

一番心血。對於傑媽而言，延續衣物

的「生命」，比起把它們留在身邊來得

更有義意。而她亦意外地發現，在埋

頭苦幹修改或還原衣物的過程，能令

她暫時忘憂。  

 

傑媽雖有設計和車縫手藝，計劃團隊

卻依然為她配對製作義工，為她揀選

的外套進行轉化，因這是一個好機

會，讓傑媽好好被安慰和支援。兒子

自小需要高度照顧，傑媽更是全情投

入。兒子離世初期，她腦袋一片空白，

親友「你一言我一語」，縱然是出於好

意，傑媽卻是無比的希望能得到片刻

的寧靜－就讓她一個人在悲傷中悼念  

兒子和好好消化情緒。  

以往照顧兒子令她無暇  

關顧自己的需要，或許  

這是時候，把焦點放回  

自己身上，為自己展開  

新生活。  

 

傑媽很快想到要計劃  

去進修或旅行，而經  

過與院舍和計劃團隊  

商議後，也決定把外  

套改裝成一個背囊，讓傑媽有朝  

一日可以帶著兒子翱遊世界。  

 

「這個背囊真的好得沒話說！」摸著

一年前已完成轉化並且得著「新生命」

的背囊，傑媽仍然讚嘆不絕，「每一

吋、每一部份都非常實用和貼心，而

且是獨一無二的。」傑媽以往處處為

兒子著想，現在她卻調換了位置，被

如此體貼的對待，不禁百般滋味在心

頭。計劃的其中一個特色是「個人

化」，這正正對應人與人的關係、每個

人所經歷的哀傷路，都是獨特的。眼

前的背囊承載的回憶和感受，就像一  

 

組組密碼，就只有傑媽才能夠真正、完

全地解讀。今天當我們再訪問「用家心

得」時，才發現背囊「故事裏的故事」

－原來外套原本是屬於傑媽的，她十多

年前買下，那是她喜歡的牌子和款式。

提起自己的眼光和時尚觸覺，她面露自

信的笑容。傑媽有與兒子衣服共穿的習

慣，衣服把兩母子無形地扣在一起，形

容感覺像玩「二人三足」，而我看到的

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黏連。兒

子不在了，衣服又回到傑媽身上；形態

轉換了，回憶與感覺卻依舊。當摯愛離

世，形相的轉變隔絕了生者和逝者有形

的互動，但兩者之間的關係卻是永遠

的。陪伴喪親者過渡哀傷，終極目標並

非要叫他們忘記傷痛，而是在安全、有

足夠心力的情況下再接受、經驗，並消

化哀傷，為兩者建立新的連繫。  

 

             背囊象徵母子間的愛   

             與黏連，亦象徵轉變  

             －兒子在世的形相已  

             改變，傑媽也踏進人  

             進人生另一階段。它  

             體現一種轉化過程，  

             是消化哀傷重新踏上  

             人生路的轉化，也是   

             生者與逝者關係的轉  

             化。賦予遺物「新生  

             命」，以之保持生者與  

             逝者的連繫，轉化衣

物同時亦轉化哀傷，正是計劃的意義和

美妙之處。  

 

傑媽揹起背囊輕盈向前邁步，看著她的

背影，彷彿看到她與兒子在玩「二人三

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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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偶有同事問我，甚麼潛意識，意識，沙

遊治療如何幫助不同能力的服務使用者

（包括智障，自閉症人士）處理情緒？  

 

大多數人的五官發展比語言早，嬰兒時

期已開始靠觸摸，嗅覺，味覺等感官與

自己及世界接觸，所有事的起源都很本

能。當我們慢慢長大，發展了分析思考

和語言能力，世界就開始改變。面對不

同的人和事，我們會經過很多思考處理

才作出體面的回應，有時更會抑壓最根

本的想法和需要。久而久之有機會形成

了一些説不出原因的難過，抑鬱或是憤

怒的感覺。服務使用者的語言能力有

異，如果要了解他們的想法，單靠一般

交談式的治療並不會太有功效。  

思想主要分爲直接思想和間接思想。語

言，文字，理性分析構成了直接，有意

識的思想；影像和象徴意義（ symbolic 

meaning）構成了間接思想，潛意識。大

部份人成長後，以説話多於影像表達自

己，影像就被收藏於内心深處。話雖如

此，潛意識其實每天都在影響着我們。

例如當工作壓力很大時，到便利店買零

食，不期然就會買 BB（哨子）糖。表面

看似蠻喜歡這個味道，也許也是小時候

外公買來逗我開心的糖果，潛意識可能

希望得到外公的鼓勵，又或是要吹哨子

求救（現在能夠分享，表示這潛意識已

變成意識）。  

 

上回分享過以沙遊治療去處理傷痛經

歷。沙遊治療中，每件小物件，每個

畫在沙盆内的圖案，都有着個人潛意

識 (Personal unconscious) 及集體潛

意識 (collective unconscious)。我們相

信，即使沒有語言，透過一個安全的

空間，可控制的沙盆，以雙手去感受，

構造，眼睛去看見圖像，治療師的理

解，從而把抑壓了很久的潛意識帶上

意識層面，人就有自癒的能力。  

有一位聾啞，中度智障加上自閉症，

並且沒有家人的服務使用者，當有外

出活動時情緒會變得激動。爲免他情

緒激動，宿舍也較少安排他外出。雖

然推測他不喜歡外出，但他又經常徘

徊宿舍門口位置，彷彿對外界興趣依

然，他的行爲使大家摸不着頭腦。  

透過沙遊治療，從單純地表達情緒，

到慢慢做出有故事性的場景，雖然無

法求證，但讓我了解他也許曾經有家

人，養過小狗，跟家人野餐等。當宿

舍有外出活動，他有情緒反應，也許

是内心的矛盾。一方面嚮往外出，另

一方面因家人沒有再出現而傷痛，相

信連他自己也忘記了這份矛盾的原

因。宿舍因應需要安排他接觸動物，

再次嘗試讓他參與外出活動。當情緒

被（自己以及他人）看見，被了解，

被認同，行爲問題也慢慢地改善。當

語言不是主要溝通的橋樑時，我們用

心，用眼睛，用雙手去接觸潛藏的感

受，也許會有另一個角度去了解其

中，從而去處理情緒。  

 

 

接觸‧潛意識 
● 王彩琦博士    臨床心理學家  

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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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潔宜   社工 (安寧照顧 ) 

          擁抱夕陽服務計劃   

接觸心靈的感覺 
 

加入擁抱夕陽團隊快將一年，有感自

己在這年間的微妙轉變。以前的我，

做事較急和緊張，現在漸趨鬆容，也

許這除了是年紀上的增長外，亦深受

工作的影響。與同事的交流，與院友

的接觸和互動，都提醒我要珍惜，並

要真誠接觸自己內在真正的感覺。  

 

看著院友面對著生老病死，許多時候

即時會去想如何去安慰或回應。人生

閱歷豐富了，愈覺懂得聽比說話更為

重要。良好的溝通是「聽」出來的，

只有靜靜耐心去傾聽，才會給自己時

間去安定、專注。在聽的過程中，重

要的是先讓自己了解個人的感受和反

應，才能同理別人的痛苦，建立互相

之間的連繋。也許只是沉默的陪伴聆

聽和輕揉的撫摸，觸碰自己的內心感

受，並理解自己及他人當刻真正的情

緒反應，以「心」連繫「心」，便已經

適切。   

 

社會文化一向鼓吹「做人要正面」，流

淚會被定義為軟弱、不夠專業或不成

熟的行為。許多人因而害怕表露自己

「軟弱」的一面、刻意迴避內心的感

受和反應。坦誠面對自己的情緒，本

身是一本「自然」的事，卻變為不自

然，亦成了一件毫不容易做到的事。  

前陣子在準備去探訪一名患有嚴重認

知障礙症的院友前，我特意去翻閱她

的人生回顧册。望着書中的照片，她

面容飽滿，精精明明，時常參加活動、

幫忙中心做義工，感覺很積極正面。

雖然未探訪前，我已有心理準備她身

體現況會有落差，但當拜訪真人時，

看見她靜靜的坐着「大班椅」、身型

消瘦、面容缺乏了昔日的神采，心裏

頓時有點戚戚然的感覺。是悲傷？是

無奈？抑或是沉重無力？感受着之

時，不期然「眼濕濕」，流下淚來。

那一刻突然察覺自己在遇見別人的痛

苦時，竟不知不覺間變得更感性、「眼

淺」了。現在的我深深明白一切發自

真心和同理的情緒，其實不用刻意壓

止，坦誠接受並容許這種感覺在心中

自然流露。  

 

 

 

 

 

 

 

 

 

 

縱使自己在別人衰老病患的過程中，

會感到有點無能無力，聽到別人分享

不愉快的經歷會感到傷痛，但也不忘

嘗試觸碰心靈的感受和接納自己作為

「人」的限制。痛苦會讓我們哀傷，

可是哀傷會使我們從失去的痛苦中成

長。當對自己的感受也未能接觸和接

納，又怎能體察他人的感覺，理解他

們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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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 花 集 

輕撫不安的心 
●劉纓 (香薰按摩義工 )  

 

 
參與擁抱夕陽服務不經不覺已是第四個

年頭了，當中陪伴了超過二十多位不同的

院友，有的已離開世上，有的仍然被照顧

著。看著生命不同的轉變，當中有很多的

連結、很多的感受。雖然已過了四個年

頭，本以為習以為常，對不同狀況的發生

都能處之泰然，應對自如。然而，李婆婆

(化名 )的出現仍讓我失控流淚滿臉！  

 

第一次見到李婆婆，瘦弱的身子坐在大班

椅上，雙手緊握著前面的檯面邊。我來到

她的跟前，叫了她一聲，她沒有多大的反

應，彷彿活在自己的世界裡。我輕微地用

手去接觸她的手，她的反應是如此的強

烈，一下子反過來緊握著我的手，並出力

的扣著我雙手不放。  

 

我感受到是一份的恐懼不安包圍著她，就

像遇溺的人在海中找到了一條木，拼命地

抓著不放。她的雙眼只剩下很少的視覺能

力，難怪她要抓著任何東西以保安全。看

著這一幕，我不斷以話語、撫摸、緊握著

她的手，渴望能給予老人家一點點的支

持，渴望她能安靜下來，渴望這些能安撫

一顆不安的心。   

 

然而，當我要抽離她的手時，那份恐

懼不安再次包圍她，她的手一直不願

鬆開，仍緊握著我。看著她一陣陣的

心痛湧現，看著這無助的孤單老人，

她有著怎樣的經歷？什麼事令她如

此不安？看著看著，眼淚就不斷的流

出，原來我在為她流淚，為她心痛。

這次經驗，也是一個學習。    

 

擁抱夕陽服務對我的吸引力就在於

人與人之間的連結，我們的出現，為

身邊的人帶來點點的支持，去感受對

方的感受。我們的手送上一份感覺，

讓關愛傳遞過去。  

 

之後仍有幾次機會與李婆婆接觸，她

的狀況改善了，恐懼不安少了，平靜

多了。相信在義工天使們的陪伴中，

讓她感受不一樣了。     

 

感恩這幾年間有安寧照顧護士黃姑

娘的帶領，無私地傳授她所知所學，

清晰每個院友的需要並為他們做合

適的配對，對我們義工團隊也無微不

至，用心經營和支持。另外，更多的

感謝，感恩是一班出心出力的義工天

使們，因為你們的支持付出才能讓這

服務延續茁壯，能夠在這個有愛的團

隊裡服務是一大福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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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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嘉玲、何潔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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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訴智障人士的家長， 

7月 13日起，逢星期三及五， 

下午 2時，有一個為他們而設的時

段，百忙中來 小息 一會吧! 

     

 

 

      小英耆遇 旁白版  

  我們製作了加入旁白的小英耆遇 

短片，協助智障人士認識老化，

學習積極面對人生的變化。 
 

     

 

       

     請告知你的親朋，我們舉辦 

安寧同行義工訓練 
  7月 21日開始逢星期六下午 2時進行訓練， 

           學習關於生命的課堂， 

                 亦做富意義的服務。 

     

mailto:jcylcah-pcteam@tungwah.org.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