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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 期 待 為 最 愛 的 人
留 下 什 麼 菜 式 ？

文︰陸曉筠｜服務幹事 (藝術發展)

答案是「沒有」。

人常常會想「有」，想像「有」的美好，但其實「沒有」背後的平靜和坦然，更讓我感到
淡淡的佩服。

夢婆婆，一位常帶着微笑，靜靜地坐在飯廳中，似看非看地看着電視，像是靜觀大家活
動，但很大可能在放空(笑)。每次見到她，她總會與我揮揮手，未必每天都有時間與她坐
下來聊天，但她的微笑總會令我心情很好，很想靜靜地坐在她身旁。

了解到她很喜歡煮食，心裏經常想她手藝這麼好，一定會有想傳授下去的食物吧，幻想着
夢婆婆最希望留下的菜式必定會像佛跳牆般深奧的菜式⋯⋯⋯「沒有。」夢婆婆表示，從
沒有想過這問題，亦不覺得有什麼菜式有留下來的必要。「那你有很喜歡煮的菜式嗎？」
我問。夢婆婆想了一秒，「煎雞翼！因為子女和孫兒都喜歡吃。」

就這樣簡單直接，我倆都靜默了一會兒，我開口問，那煎雞翼如何才好吃呢？可能夢婆婆
心想煎雞翼這麼簡單的事情，無謂分享吧，但我問到，就回答我吧，內容其實也不外乎是
慢火煎，快熟時加蜜糖等，簡單直接。對話當中沒有太多深度的交流，只是分享食譜，分
享一些食物菜式，到最後夢婆婆也分享到一些較難的菜式像蟠龍鱔，但我知道她也只是想
滿足我的期待。對於她而言，一碟能令子孫兒女感快樂的煎雞翼，就算多麼普通平凡也是
她心中最深刻的菜式。

與夢婆婆聊天後，我反思了很久，為何人總期待不平凡
的故事，卻忽略了平凡背後的珍貴，能在現今社會，面
對生命不貪着，不追逐，勇敢接受平凡是多麼難能可貴
的態度。生命中有什麼是必須的？相對「沒有」這種豁
達，也是一種生活的智慧。

食 物 說

/一碟能令子孫兒女感快樂的煎雞翼，
就算多麼普通平凡也是她心中最深刻的
菜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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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期待與被期待之間，你聆聽到自己心底的聲音嗎？

秋

天

的

別

離

文︰陸俊杰｜服務幹事 (藝術發展)   

推開那扇充滿油蠟光的木門，

整個房間便洋溢着快樂的氣息，

秋風悄悄竄進來，

是生命蛻變的臨到。

從窗外眺望街道花紅柳綠漸漸乾枯，

彷彿在提醒我們年華的消逝。

房間核桃色整潔的地板相襯着斑駁的景色，

非但沒有顯得黯淡無光，

反而散發出歲月流轉的味道。

然而，秋天與我們的別離是下一個春天重逢的期待。

它教會了我們，

在凋零的邊緣，

懷抱着對未來的期盼。

這，也是Linda最喜歡的季節。

春

天

的

期

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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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待0 6

「我人生無後悔，無欲無求了。」Linda莞爾一笑說着。

我甚喜歡與Linda對話，儘管她是位七旬的女士，與她談話心靈像是被甘露滋潤着，她的思維仿似是
一片遼闊的晴空，容納無數的觀點和想法，可能比起年輕一輩更為豁達。每與她交流總讓我發現世界
的美好與可能。可能正因為這種豁達，他日回歸天家，她也不想我們為她舉辦追思會，人大了良朋親
人也漸少，只想靜靜隨風而行。

看着她背影有種孤寂，但不是無人理解和陪伴的寂靜，反是愛自己、了解自己的表現，不是人人也有
的覺悟。

Linda每天起來的期待就是能夠打開窗外，仍能看落葉飄到那翠綠小路之上，仍能感受微風輕撫她的
臉頰。

期待，可以下一刻戛然而止

世道波譎雲詭，豈有事事盡如人意之理？

Linda告訴我：「每個人也有不同的困難，每個人也有不同的苦惱，沒有人能夠一帆風順。」在加拿
大的時候，Linda因為心臟跳動很慢，所以服用了藥物，輕視了藥物的作用，自行加大了劑量服用，
結果需要安裝一個心臟起搏器。每十個年頭便要做手術更換電池，需要注入十分高風險的藥麻醉全
身，轉眼已與這個機器共同生活了十八年了。有人可以為着生命隨時消逝而放棄期待，但心臟每一下
的跳動都提示着Linda上主給她的恩典。

我問道：「在以往的經歷中，你用甚麼心態去面對？倘若他日遇到不同困難，你又如何面對？」她微
微點頭說：「知足常樂。你知道嗎？我每天都會不斷祈禱，不單止是為自己，更是為他人禱告。禱告
就是要堅持，越不放棄，越出乎意料的好。」樂天知命故不憂的態度面對生活的起伏，她相信即使難
關有時候未得到上主的答覆，但總有一天上主在我們身上作的工總會臨到。

春 天 的 期 待
        秋 天 的 別 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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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的故事總會有我們的影子，卻又是如此獨一無二。我們都不完美，但我們都是如此真實和美好。

期待的笑容

法國作家雨果說道：「生活，就是面對現實微笑，就是
越過障礙去注視未來。」

每一節的小組活動，她的幽默總是能讓人捧腹大笑。有一天，旁人止不
住求知慾問她為甚麼可以這麼快樂，她嫣然一笑說：「因為我喜歡讓人
大笑，讓人開心。」從她身上看到快樂的根本。

「你有聽過，之前我與一位九十歲光頭伯伯的故事嗎？」她開懷大笑地
問道。光頭伯伯看着Linda猜想她的年齡，Linda眉花眼笑地回答說：
「我今年一百歲啦。」光頭伯伯興奮回答說：「我都猜到你是一百歲
啦！」全場立即哄堂大笑，靜謐的空間瞬間充滿了溫熱的笑聲。她的幽
默仿佛是一份禮物，逐一安慰着我們的心。「每一次活動，我總會想些
點子哄大家開心。因為我期待為大家帶來歡笑，看到別人笑逐顏開，我
就滿足了。」

期待，是生命的微光，期待，不一定是宏達的夢想，也可以在生活的小
細節當中，燃亮自己、他人，以微笑讓我們一起前行。

春 天 的 期 待
        秋 天 的 別 離

期待
       是生命的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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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待0 8

期待與躺平

文︰李超鈺｜社工

「對於住廣蔭，長者和家人有沒有什麼期待？」

這個問題是每次我做入住前評估都會問的問題，

瞭解長者與家屬對入住的期望與擔憂同樣重要，

而這個問題卻常常讓家人和長者面面相覷，

不知如何作答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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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心中的希望，一定會達成的。

有耐性去堅持，多試幾次，不要害怕失敗，不要因為一兩次期待和期望落空就停下腳步。

還有就是要『少說多做』。」

我好奇問譚伯，知不知道年輕人現在都講「躺平」文化？他搖搖頭。

現在的年輕人所說「躺平」的生活態度，是與其跟隨社會期望堅持奮鬥，不如什麼都不要做，帶着無欲無求的態度處
事，我身邊很多的朋友會覺得，生存沒有意義，遇到挫折不如消極面對、一走了之，也算是「不管朝是否聞道，反正
夕死可矣」的心境。我與譚伯說，現在的生活看似和平，但很多年輕人覺得出路大不如前，努力工作，埋頭苦幹也未
必能突破階層限制，工作了一段時間會心灰易冷。

譚伯笑說︰「年輕人，慢慢來，多點耐性，人生很長，不多試幾次又怎知道結果呢？」

對人生的期待、好奇、積極，從來不受年齡所限制，而是取之於心態。年過九十的譚伯不愛「躺平」，正因他希望與
人連結，將自己的專長與他人分享，有時也會有乏力的時候，那就成為自己最忠心的戰友，為自己打氣，然後重新站
起來。

踏出譚伯的房間，我開始反思，我對自己的期待，是否應該再多一些堅持⋯⋯

不因挫折讓期待落空

譚伯戰亂時候沒機會好好讀書，和平後，他並沒有忘記繼續學習，在香
港官立高級工業學院學習工程。為了可以與外國人溝通，自己拿着一本
英文詞典自學英文背單詞⋯⋯在譚伯身上，我見到長輩沒有因為際遇影
響對人生的期待，充滿對生活的熱愛。

我問譚伯，是什麼力量可以讓他堅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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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 聽 這 些 故 事 ， 我 們 能 從 中 看 見 生 命 的 真 象 ，  更 深 擁 抱 生 命 的 豐 富 樣 貌 。

文︰林潔英｜市場推廣主任

每一個清晨，在晨光乍現的時候，爺爺已經拖着我的小手去到酒樓，有時吃精美的蝦餃、燒賣，有時怕我肚子
餓，總要叫一盅豉椒排骨飯，讓我抖擻精神去上學。小時候的我，覺得上酒樓有點土，日日如是也會煩悶，亦
羨慕其他同學可以去吃快餐、西餐、茶餐廳⋯⋯但當我再沒機會與爺爺一起飲茶時，我才發覺童年這段時光是
如此獨特。過去的日子未能重現，但我們仍然可以與其他長輩創造新的回憶，在交錯的回憶與相遇中，連繫着
彼此的就是如家人般的親愛。

表達藝術 x 陶藝創作 x 點心

點心作為香港跨代飲食文化的佼佼者，背負着不同家庭的故事、社經文化等象徵意義。到茶樓享用一盅兩件，
在人生的不同時期也會有不同的感受，每一件點心所盛載的往往超乎我們想像。

我們以靈性藝術照護模式為基礎與駐院陶藝藝術家廖秋樺(阿蛙)合作，把表達藝術模式小組 x 陶藝創作 x 點心
結合，推出「與生命相遇的一盅兩件」計劃。

我們首先由長期駐院藝術家Luke透過以點心為主題的表達藝術形式小組，從音樂、肢體動作、拼貼等尋找點心
於他們的生命足跡，發掘背後的象徵意義。

從前，倫伯每天都會與太太並肩去酒樓，聽着怡人的音樂，看着一架又一架點心車來到身邊，感受着蒸籠的熱
氣上騰，嗅到不同點心的香味，沉浸在回憶的時光隧道，倫伯輕輕訴說︰「每次飲茶的時候，我也會讓太太多
吃一粒點心，因為我愛她。」一盅兩件盛載的不單是回憶，還有與生命相遇的悸動和愛。

與生命相遇的 
                        一盅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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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劇集《如蝶翩翩》中，有一位熱愛芭蕾的爺爺，年輕時因為生計沒有追尋夢想，到70多歲時仍然期待可以在舞台
上跳躍起舞，當身邊人都向他潑冷水，他更發現自己患有認知障礙症時，念念不忘的是記好每一個動作，享受在每
一個舞姿當中，為後代留下美好的回憶。

今年，我們與長輩都進行了一系列舞蹈工作坊，又有舞蹈治療師與長輩同舞，並舉行了匯聚年輕舞蹈家、兒童同台
演出的舞蹈表演。一次又一次的舞動，見證着舞蹈帶給人的自由和想像。

如蝶翩翩
是誰局限了舞者的空間？

跟舞蹈藝術家潘寶如(Alice)談及她為長輩設計和教授舞蹈時的方法，她說︰
「普遍學員都能主動拍玩氣球，反應明快，但同時希望加點延伸，於是臨場
要求以手背、手指、拳頭或手肘等拍球，起初長者們會遲疑一陣，堅持用最
慣常的手掌拍打，但經過示範和鼓勵後，還是會作出嘗試，且表現出突破常
規的滿足感。無論甚麼年紀，身體經驗是可以被開發和累積的，既有觀念是
可以被打破的，這也是成長的過程。 」

行動不便的黃伯伯正是因身體上的局限，有時會引發痛症，但每次他仍堅持
參與，希望此時此刻與我們一起，而跳舞真能喚醒他身體部分的伸展動作，
延伸了他的『極限』。

Alice更讓長輩們自由發揮，隨音樂與氣球翩翩起舞。「有些搓揉着轉動氣
球，有些如揮手般快速搖曳，有些左右手交換拋接，當然也有些停下來不知
所措，凡此種種我都照單全收，對他們作出的嘗試表達欣賞，表明沒有對與
錯的分別，只有屬於當下自己的選擇，讓她們感受到想法被接納，創作無疆
界，直接地說就是甚麼都可以，開放最大的創作空間。 」

文︰李頴詩｜服務幹事   
       潘寶如｜舞蹈藝術家

在彩色氣球中開啟創作大門

聆 聽 這 些 故 事 ， 我 們 能 從 中 看 見 生 命 的 真 象 ，  更 深 擁 抱 生 命 的 豐 富 樣 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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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馬行空的快樂

舞蹈起源於太古，在人類還沒有語言、文字出現之前，早就生
存於先民的生活之中，在歷史生活的演變上與人類文明一起律
動的藝術息息相關。

患有認知障礙症的李婆婆，平時都難以透過言語溝通，情緒容
易波動。但透過舞蹈作非言語介入，李婆婆在跳舞時，亦能與
大家做出相同動作，她亦樂在期中，哈哈大笑，情緒穩定。

行動不便的李伯伯，平日比較沉默，每當參加小組時，會熱情
地向所有人握手及high Five，感覺開心又年輕。

Alice看到大家那麼投入，與團隊用心策劃讓長輩來一場盡慶而

*承蒙「老有所為」2022-2024年計劃資助，開設分別為晚期病患、認知障礙、中風、面對情緒問題的長輩的小組，分別由舞蹈動作治療師及舞蹈
藝術家帶領。

【延伸閱讀】潘寶如：＜舞蹈作為表達藝術的各種可能：頤養院長者舞蹈工作坊之教學觀察與探索＞，《藝術當下》2023.10.17

https://bit.ly/3RWL3As

不再是被照顧者，而是舞蹈家

當大家準備就緒，我們透過舞蹈作為橋樑，連結了幼兒園、小學、成人及廣蔭家一眾長輩，共五十多位表演者，以舞蹈大滙演作藝
術表演向大家呈現不同的自主性、獨特性及價值。表演期間，同工為表演長輩製作了表演服飾，莊伯伯表演後仍然忘不了自己作為
舞者的身份，十分喜悅而不想脫下服飾。

表演者劉婆婆︰「起初很怕在人前表演，但透過多次練習，使我重拾自信。表演後，我很榮幸能參與其中，讓大眾見識到長者也很
有活力。」

在不設限的想像，才能夠有所期待。

願我們都不要局限他人、局限自己，為人生跳躍出新的高度。

歸的表演。「舞蹈演出要符合一些特定的標準，例如演出者的
動作質感要有共通性，能符合音樂質感的同時，也能把情感意
識投射其中，於是想到以氣球代替畫筆繪畫，意念上較具體亦
更貼近他們的生活體驗。 」

長輩們就以不同動作，設計出氣球的旅程、隨風飄盪、太空漫
步、空間軌跡⋯⋯，大家隨心所欲地馳騁在天馬行空的空間。 

「舞蹈不只是技能，也不單純是跟着音樂去做動作，演出也非
複製導師的編排而已，它可以是感受、想像的發揮以至情感的
流露，盛載着每個生命的特質和印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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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期待的能力

偶然會看到長輩很不專心的坐在大廳看電視，不到一會便向升降機的方向看一看；有時邀請他們參與
平常喜歡的活動，卻找出很多不同的借口來推卻。再了解多些，原來令他們心不在焉的原因是期待着
家人的探望。他們渴望升降機門開啟時，能見到自己的家人到來；等待與家人相聚，怕自己走開了便
「走寶」。老年的長輩身體的限制越來越大，面對的失去越來越多，得到的卻越來越少，讓他們花上
全副心力去期待的，正是一份陪伴。

面對不能逆轉的落空

期待本是對未來的某事、某人或某個時刻所產生的一種憧憬、嚮往，這份期待所帶來的喜悅和雀躍，
可以增強人的生活節奏，亦能提高人的生命動力。能如願以償，故然是歡欣鼓舞。只是生命的經驗卻
告訴我們，期待可以落空的，事與願違是常態，有時候可以重整旗鼓，落空後再出發；只是在長久的
期待中，或者面對不能逆轉的落空，雀躍的心境跌落到沉寂之中，悲憤、失落、絕望慢慢吞噬人的心
靈，讓人的生活節奏減慢，生命動力相繼下降。不少鬱鬱不歡的長輩是因着期待一次又一次的落空，
變得對事、對人、對自己「死心」，甚至以一句話來說服自己「沒有期待就沒有失望」，這份絕望道
出了他們內心的傷痛和悲苦。有甚麼能叫一個絕望者能走出沮喪的幽谷呢？

文︰呂海英｜院牧

每 一 個 生 命 都 有 裂 縫 ， 裂 縫 就 是 光 的 入 口 。





每一個生命都有裂縫，裂縫就是光的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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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肅父親默默的期望

父親對我們三姐弟的親密度，遠遠不及已逝世二十多年的母親，因他年輕時總愛與朋友在外流連夜
返，母親對我們照顧得無微不至，至今仍對她非常思念。年少時當然未能懂得父親對我們的期望，但
有幾件事令我非常明白，他是極渴望我們學有所成，懂得做人處事，如何待人接物。

小學四年級時，父親突然將我們從免費的傳統小學，轉入一間私立英文小學，每月交百多元學費，當
時爸爸理髮店的夥計才四百元月薪。因一下子除了中文科是中文，其餘科目全是英文，我本是年年全
級第一名的優秀學生，竟然變得失措，遇上人生首次的‘UnseenXDictation’(沒特定課文默書)，竟得
六十分，弟弟更是慘不忍睹的「零分」；他從不理會我們的學業，每次親友讚賞我成績優異，母親教
導有方時，他總是笑而不語。這次突然轉校，他請了表哥每週到家替我和弟弟補習。表哥就讀喇沙中
學，不知何解，我們總是不明白表哥教我們的東西，當父親問我上課是否跟得上進度，我亦如實告訴
他：「尚未」。兩天後，家中來了一位漂亮的長髮姐姐，她為我們補習英文，日子不長，還不到兩個
月，我和弟弟的成績已跟上了，姐姐亦沒有再來了。到小學六年級畢業時，我和弟弟已是包攬了全級
首、次名的成績，老師、同學們亦很驚訝，插班生入讀英文小學，可以超越他們原校生的成績。

預 期 之 外 的

                   改  變

文︰Grace Li l家屬

無 論 我 們 處 於 人 生 那 個 階 段 ， 總 有 着 不 同 的 期 待 、 希 望 ， 儘 管 這 種 種 常 令 我 們 有 失 落 、 挫
敗 、 沮 喪 的 時 候 ， 但 生 命 動 力 仍 是 為 我 們 「 給 力 」 向 前 看 ， 一 步 一 腳 印 走 完 一 條 從 來 無 法
預知明天的人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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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人接物的第一位老師

小時候家境還算是過得去，我們不像鄰舍街坊的小孩們，要穿膠花、剪線
頭或輟學到工廠幹活幫補家計；小學升中的暑假，父親帶我和弟弟去九龍
城的書局，着我們選自己喜歡的書。回到家，我和弟弟就模仿圖書館的運
作 ， 蓋 印 借 書 閱 讀 ， 整 理 書 籍 時 ， 我 才 發 現 父 親 買 了 一 本 《 現 代 女 子 應
如何處世》的書，混在我們自選書籍中，當時我真的完全沒有任何意欲去
翻這本書，因為根本就看不懂。及後父母移民美國，我和弟弟已年過二十
一歲，不能同行，整理家中雜物，我再次看到這本書，心裏亦是淡淡然，
只覺得父親真無聊，當時只得十二歲的我，怎會看得懂或有興趣看這本書
呢？亦當垃圾隨同雜物丟掉了。

時至今日，我已屆「登陸」之年，回想自己的職途、事業、家庭，原來我
是 一 個 懂 得 如 何 待 人 接 物 、 推 己 及 人 ， 讓 自 己 這 幾 十 年 亦 嚐 到 甚 麼 叫 成
就，贏得別人的認同與讚賞，這一切就正是父親對我的期待。他常絮絮不
休叮嚀我要多休息，從來沒有提出任何要求，生活上、工作上，他確實是
一位非常獨立幹練的老人家，他年屆八十六歲時，仍持續營運自己的理髮
檔，經濟獨立，活得有尊嚴。

當句子即將終結

當刻令我愧疚得很，對父親一直談不上甚麼照顧，只是各大小節日、生日
壽宴，邀約他和家人們晚飯聚餐，假日帶他到不同地方品嚐美食。他患病
時，他時常自行出入醫院覆診，入院留醫都是獨個兒處理，老是說不用陪
他，如有異狀就會告知我們。及至前年他的健康急轉直下，我們才醒覺他
的病情已經去到末期，進入標靶治療。當時我着力尋求轉介服務，努力為
父親找出最佳醫療方案，惜一切都已成定局，在他生命軌跡上亦已畫上了
預期的句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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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四肢已經不能動彈，對生活是否就不能再有期待？

縱然身體被困住，可有想過心與靈仍然可以隨着音符跳躍、起舞？ 

這一年，我們邀請了豎琴療癒師來到床邊為長輩提供豎琴療癒。不要以為豎琴療癒就只是彈奏悠揚的音樂，沒有
什麼特別之處。其實一班豎琴療癒師都經過專業訓練，隨着長輩的身體自然頻率、情緒、呼吸模式去調整彈奏的
節奏、力度，而豎琴療癒對紓緩晚期長者痛楚、安撫情緒特別有幫助，所以我們都十分期待長輩們能夠在音符中
感受到愉悅和平安。而在同一個音階上，豎琴療癒師劉曉嵐(Carrie Lau) 都有着相同的期待。

「其實每次彈奏，我都帶着期望，希望長輩內心得到平靜、舒暢。用琴音靜靜地陪伴他們走過一段路，哪怕是一
個短暫的片刻，還是持續的小節。我都希望我的豎琴音樂能夠撫慰他們的心靈，幫助他們抒發情緒、緩解痛楚、
達致身心靈健康。」

在音符之間，

         期待在  飛 舞
文︰袁巧兒｜計劃經理   
       劉曉嵐｜豎琴療癒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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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個生命都有裂縫，裂縫就是光的入口。

為你彈奏最美的樂曲

很喜歡唱粵曲的屏屏，因肺纖維化令她不夠氣唱歌，不夠氣行走，需長期卧床，用製氧機協助呼
吸。當豎琴療癒師在她的床邊為她彈奏豎琴時，她很興奮地立即致電女兒，「和你一起聽豎琴演
奏吧！」屏屏沒想到有人會特別來到她的床邊為她演奏。在人生的晚年仍能感受到自己生命的價
值是被愛、被尊榮，所以急不及待要與家人一起分享她的感動。

八十五歲的鄧婆婆，患有中度的認知障礙症，她平日會不停嘴地說話，對答有時很混亂，反映了
她內心的不安。但當她參加豎琴療癒小組時，整整一小時她也靜靜地聆聽，非常投入、享受，整
個人也平靜下來，豎琴療癒撫平了她緊張不安的心靈。

豎琴療癒師Carrie則對一位長期病患的長輩特別深刻。「當我走到床邊，開始彈奏豎琴，整個過
程她合起雙眼，嘴角微微向上，表現享受及舒服。完結時，她感謝我的彈奏令她的心靈很平靜。
長者普遍都喜歡我來探訪，有時當我彈奏一些老歌，他們都表現雀躍，音樂成為我們溝通的語
言。每次彈奏完畢，大部分長者都即時感到紓壓，亦期望我下次再來。他們的笑容或點頭，一些
微細的身體反應，都成為我再次來到為他們服務的動力，那份滿足感亦令我心靈富足。」

音樂憶起最可貴面容

在恬靜的空間中，豎琴的音樂恍似帶領長輩超越身體，運用無窮的想像投進自己心中美好的世
界。葉婆婆曾經分享，在音樂中感覺自己在青草地上漫步，聽到小鳥在天上唱歌。當時她的妹妹
剛巧來探訪，妹妹也感到很悅耳和舒服，於是錄下當時的琴音，打算在平日煩悶、緊張時播放。

今天，葉婆婆已經離世，但這段錄音紀錄了葉妹妹與姐姐的獨有時光，每當音樂響起，就會記得
姐姐安然在青草地上豁然開朗的臉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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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工有一種期待 「陪伴的體驗」

與日常事務性的陪伴不同，當我們和長輩坐下來一起喝杯茶、聊天時，沒有其他雜務的干擾，會發現長輩的心扉慢慢打
開，我們會看到他們生命中明亮的色彩，聽到平時很少聽到的話語。

長輩的要求其實很簡單，與其說是要求不如說是體諒，他們一直在體諒別人的忙碌、辛勞和需求，卻常常忽略了自己，以
及自己的故事。

我們並不需要花費大量金錢去買一些長輩並不看重的奢侈禮物。只要你「在」，給予他們一些時間，他們就會感到滿足！
作為家人，長期相處可能會忽略許多事情，我們未必有耐心和長者進行日常交談，尤其是年輕一代的家人未必完全了解
長者的人生歷程。義工透過為長輩撰寫人生故事，協助長輩回顧生命中的點滴，讓長輩欣賞自己努力的成果，提昇自我價
值。

每個平凡人都是主角

每個平凡人都是自己人生的主角，尤其長輩成長於艱困的年代。他們的生活總是充滿着堅韌、接受逆境、不向命運抱怨和
持之以恆的優點，值得我們學習。成為訪談主角、受到被關心的當下，相信能令長輩感到被重視及肯定。而透過整理人
生經歷，他們可以尋回成就感，又或抒發感恩、慚愧、傷痛等情緒，甚至可道出不願向家人直言的心底話。透過義工的幫
助，將這些點點滴滴記錄下來，家人能夠從中領悟及肯定長輩的生命價值，亦能從新凝聚家人之間的情感。而義工自己亦
從這種「陪伴的體驗」中，學會更懂得珍惜、欣賞眼前人。

文︰范寧醫生｜毋忘愛主席 

有一種期待叫

「聆聽」

隨着年紀的增長和身體功能的衰退，我們每個人都害
怕有一天可能需要拐杖或輪椅的扶助。這種害怕背後
隱藏着對失去自由、失去自主權和尊嚴的擔憂。我們
又害怕成為家人的負擔，擔心會給他們帶來困擾和衝
突。

來到廣蔭頤養院為長輩撰寫生命故事書期間，我們常
常思考如何讓長者能夠繼續欣賞身邊的事物，保持尊
嚴，同時也能夠接受自己的身體狀況，以積極樂觀的
態度面對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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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途結伴，為孤單的人朝向光明的路途。

「友善寧安支援社區」

要應對香港人口老化及長期病患人數不斷攀升之勢，除了社會不同界別一起建構長者友善社區，同樣迫切的
是我們需要有一個友善寧安支援社區(End-of-Life Friendly Community) 。

「感受上」的理解、「理性上」的深入認知，並配以「行動」，提供方案解決問題，以恩慈的力量建構一個
晚期病患者的友善社區。這個友善社區的目標是為晚期病患者帶來尊嚴和安心，讓他們感受到關愛和溫暖，
並在生命的最後階段找到安寧和平靜。

同時，為家屬創造有利陪伴晚期病患者的條件，讓他們以語言和行動表達情意。大家可以彼此道謝，道愛，
人與人之間的相處總有磨擦，家人之間更是難以避免，如果曾經造成對方的傷害或不快，也應該勇於道歉，
放下愧疚，不留遺憾。家屬亦須付出時間和晚期病患者多做一些他們喜歡的事情，陪伴遊覽心愛的地方，一
起品嚐喜歡的美食，安排晚期病患者與思念的人見面。對晚期病患者來說「陪伴」是非常珍貴的，這種陪伴
亦會讓彼此更安心。

在忙碌的生活中，讓我們暫停腳步，用愛和感激之心，與晚期病患者共度寶貴的時光，讓愛永遠流淌。

同行路上

過去一年，毋忘愛與廣蔭家的長輩編寫生命故事書，亦為經濟有困難的長輩提供殯葬及其他晚期支援服務，
陪伴同行人生最後一里路 ，詳情可瀏覽forgettheenot.org.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