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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是基督教靈實協會（下稱靈實）成立 70

周年紀念的重要日子，感謝神保守第一個慈善活動

「2023 HOPES RUNNER 靈實生命跑及慈善行」能於

新落成的將軍澳跨灣大橋舉行，象徵靈實過去多年來

致力連繫社區，提供多元化服務給將軍澳的居民；亦

展望未來繼續以基督的愛關愛社區，燃點盼望，躍動

生命，實在非常有意義。是次活動得到不少熱心人士

參與，共襄善舉。當日天朗氣清，沿途景色優美，非常

適合一家大小參與。寧養院當然也鼎力支持，不少同

工與家人一同參與「三公里慈善行」當中年紀最小的

只有 4 歲，亦順利行畢全程。 

    是次活動是為靈實非政府資助服務及 10年計劃籌

款，當中包括「寧養院擴建計劃」，感謝各善長的愛心

支持，讓更多有需要的病人及家屬得到幫助！繼續禱

告記念擴建計劃的進行，求主賜團隊智慧解決各種困

難，並供應所需款項，致使第一期的安寧照顧大樓能如

期在 2026 年落成。 

寧養院的同工、前院友家屬連同家人同心響應支持「2023 HOPES RUNNER 靈實生命跑及慈善行」。 



 

 
轉眼間，寧養院亦已服務超過 16 年，感謝主的恩典一直伴隨，

並使用寧養院成為院友及家屬的幫助。我們不會忘記，也不敢懈怠，

如聖經使徒保羅的教導：「弟兄們，我不是以為自己已經得著了，我

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向著標竿直跑，要得神

在基督耶穌裡從上面召我來得的獎賞」（腓 3：13-14）。感謝神的恩

典，繼去年開始的賽馬會安寧頌——「安寧在院舍」計劃後，承蒙

善長的支持，寧養院將於本年擴展居家寧養服務，包括支援有認知

障礙的晚期病患，以回應社會對「在家安老」的殷切需求。請為事

前的籌備、人手的招募、以及與合作夥伴的溝通等祈禱，求神帶領

事工的發展，能結合更多社區的力量，祝福更多有需要的長者及家

庭，攜手「用愛擁抱晚晴」。 

 

執筆之時，政府剛公佈撤銷口罩令。隨著疫情放緩，防疫措施

放寬，我們的生活終能恢復常態。回顧過去三年疫情下的生活，確

實不容易，但在這抗疫路上，我們並不孤單，因為有你一直的同行。

逆境終必過去，讓我們重新出發，為愛奔跑！ 

 

「但那等候耶和華的、必從新得力。他們必如鷹展翅上騰，他

們奔跑卻不困倦，行走卻不疲乏」（以賽亞書 4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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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實司務道寧養院副院長 

黃建成醫生 

















生死教育專題文章

院友活動花絮 

文：李瑞昌先生（心靈社康服務及牧關部副主管） 

  

 

  

     晚期病患家庭照顧者的重擔與經歷

照顧患上晚期病患的親人，到底是種怎

樣的心情與經歷？筆者希望透過簡介幾個模

型(model)，讓我們更能理解晚期病患家庭照

顧者的心靈需要。 

 

 香港中文大學一群學者去年發表名為

CAPE 的階段模型(stage model)[1]，指出照顧

者由家屬確診晚期病、到轉差以至死亡整個過

程中會經歷四個不同階段︰ 

生命晚期(照顧) 

End-of-life (Care) 

 

家庭照顧者 

Family Caregiver 

 

心社靈  

Psychosocial Spirit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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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模型清楚點出，晚期病患家庭照顧者的關注和

心靈狀態，會隨親人病情階段而變化。相比長期照顧，晚

期照顧者要在短時間內面對更密集的轉變和挑戰；如果

長期照顧是連綿不斷的下雨天，晚期照顧大概就是狂風

雷暴。與照顧者同行，必須敏銳這心境變化並予以充分理

解和接納，即使照顧者現階段能處理到心情壓力，不代表

到下一階段仍能應付得到。 

 

以下介紹三個主題模型(thematic model)。一群瑞

典學者透過文獻回顧提出以「活在死蔭幽谷中」(Living in 

the presence of death)為主題來理解晚期照顧者的需

要。[2]他們指出︰(a)當死亡臨近時，要關注照顧者複雜

多變的心情和適應；(b)他們需要獲取足夠資訊來幫助預

備病者離世，但當中靈性層面的資訊最容易被忽略；(c)

雖然每天生活都被提示著親人快要離世、「活在死蔭幽谷

中」，但同時間，他們需要有人幫助他們超越死蔭幽谷，

從日復日的照顧中，看到照顧的意義、盼望與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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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專注照顧 以後︰籌算未來 

確定診斷 

寄望治療 

一切如常 

承認步入生命晚期 病者離世 

專注照顧 
有序生活 

被干擾 
尋找生命
新秩序 

另一主題模型是由美國學者們提出的 Seeking Normal，[3]如其翻譯為「復常」，更

貼切是「亂中尋序」。大部分照顧者冀望的，並不是時光倒流回到親人患病之前，而是關

注如何在空虛混沌之中找回「規律」去應付目前；這些「規律」包括照顧技巧、抱持心

態、角色分工、生活時間分配等，代表著對生活和生命的確定性、信心和控制感。隨病情

發展，本來的規律會一次又次被干擾，受干擾後就要重新找回一個規律。在這主旨下，同

行者的工作就是如何在每次轉變中，幫助照顧者重拾心靈節奏。 

最後介紹由澳洲學者提出的 Negotiating the Here/After，指出在預備患病摯親離

世上，照顧者不斷在「現在」與「以後」之間搖擺，既專注目前照顧、也會為往後作籌

算或擔心未來。[4] 當中會出現四種矛盾心境︰(a)病情反覆，前路未卜，整個處境顯得

被動；(b)可以認知/實務上預備（如預設照顧計劃），情緒上的預備很難拿捏；(c)學會寄

望「照顧好」而不是「醫返好」，同時會懷疑這樣想是否等於放棄親人？預備得太好是否

表示自己不再需要他、甚至催促他「快啲走」？(d)展望將來時會有自責，因為病者已經

沒有將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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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節錄自筆者於 2023 年 2 月 24 日於明愛賽馬會照顧者資源及支援中心「護老者服務: 回顧與前瞻」研討會上之分享） 

這幾個主題模型都嘗試採用一個概念或一些關鍵字去歸納晚期照顧者的心靈

狀態，為同行者提供了關懷方向。例如「活在死蔭幽谷中」清楚帶出病人即將離世

的事實就放在眼前，時間倒數著，頭上烏雲跟著、雨隨時落下，給予我們一份迫切

感；「亂中尋序」提示我們照顧者很容易感到迷失，需要身邊人幫助他們不時重新

定位，較正照顧初心、持定目標，找回當行的路；「現在/以後之間搖擺」這個主題

提醒我們矛盾是共同經驗、人之常情，既集中目前、同時前瞻往後，都是需要和健

康的，能促進照顧者的自我認識和接納。不難發現，這些主題包含象徵或隱喻，象

徵或隱喻在靈性關懷十分有用，一來不用直接說出難於啟齒的字詞，二來能激發想

像，有助照顧者更深明白自己的需要，並從中找到出路。 

 

全心的聆聽是關懷工作重要的基本功，而

且每位晚期病患照顧者的經歷都是獨一無二

的。然而，這些來自實證研究的模型同樣代表

著無數照顧者的汗水與淚水，同樣值得我們細

心聆聽和思想，藉以幫助我們掌握照顧者的需

要，為同理心奠定基礎︰「不必多說，我知你

經過什麼事。」[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