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問
當
天
，
九
龍
塘
畢
架
山

又
發
生
倫
常
悲
劇
，
年
老

照
顧
者
涉
殺
死
行
動
不
便
的
丈
夫
然

後
自
殺
。
類
似
悲
劇
，
不
時
發
生
，

要
「
好
活
」
不
易
，
人
生
最
後
一
哩

路
，
要
「
好
死
」
更
難
。

位
於
沙
田
亞
公
角
山
路
的
善
寧

之
家
，
背
山
面
海
，
平
台
小
花
園
有

面
牆
寫
着
愛
、
寬
恕
和
尊
嚴
。
「
愛

和
尊
嚴
，
對
每
個
人
都
好
重
要
，
亦

好
需
要
。
」
陳
木
光
四
年
前
出
任
善

寧
之
家
院
長
，
對
於
這
份
退
休
後
的

工
作
，
他
直
言
既
沉
重
，
挑
戰
亦
很

大
，
「
考
慮
了
一
個
晚
上
，
覺
得
有

意
義
，
就
接
受
了
。
」

退
休
前
任
職
醫
管
局
新
界
西
聯
網
護
理
總
經

理
，
主
力
做
行
政
工
作
，
來
到
這
裏
卻
要
一
身
兼

數
職
，
由
撰
寫
報
告
尋
求
資
金
、
改
革
人
手
和
前

訪

線
服
務
，
到
接
聽
家
屬
查
詢
電
話
，
甚
至
上
病
房

派
禮
物
，
有
時
都
要
一
腳
踢
，
「
試
過
幫
忙
接
聽

查
詢
電
話
，
對
方
剛
巧
是
一
個
基
金
的C

EO

，
了

解
我
們
的
工
作
之
後
，
竟
主
動
提
出
資
助
，
這
是

意
外
收
穫
。
」
他
說
。

以
自
負
盈
虧
經
營
的
善
寧
之
家
，
於
二○

一
七
年
由
賽
馬
會
撥
款
興
建
，
是
香
港
首
家
以
家

庭
為
本
的
寧
養
中
心
，
院
舍
共
設
三
十
間
設
備
齊

全
的
獨
立
病
房
，
專
為
晚
期
病
人
及
家
庭
提
供
寧

養
紓
緩
服
務
。
陳
木
光
說
，
最
初
的
構
想
是
由
非

資
助
宿
位
補
貼
資
助
宿
位
，
但
現
實
是
非
資
助
宿

位
入
住
率
並
不
理
想
，
故
上
任
後
他
提
出
連
串
改

革
，
首
要
是
優
化
收
費
，
包
括
推
出
月
費
計
劃
和

日
住
全
包
，
鼓
勵
家
人
多
陪
伴
，
達
至
一

定
時
數
，
可
以
扣
減
收
費
。

有影皆雙的恩愛夫妻，珍惜仍可並肩行公園的早晨時光；白頭
人送黑頭人的哀傷父母，期盼能夠陪伴患腦癌的兒子並好好道別；
還有在死亡邊緣掙扎的他，只想在最後歲月回家一趟，飲一杯久違
了的香濃奶茶。

陪伴病人走完人生最後一哩路，賽馬會善寧之家院長陳木光
說，心情雖沉重，意義卻重大。

「你未必可醫好病人，但能夠讓他們在人生最後的時間感到寬
慰，帶給家人安慰，就已足夠。」以自負盈虧經營的善寧之家，專
為晚期病人及家庭提供寧養紓緩服務，近距離凝視死亡，醫護出身
的陳木光，也有很多難過和不捨，所以自己先要學習放下。

▲

七
九
年
考
入
護
士
學
校
，
陳
木
光
先
後
在
葵
涌
醫

院
及
青
山
醫
院
工
作
，
圖
為
他
在
青
山
醫
院
病
房
外

的
花
園
留
影
。

八八年衞生界功能組別選舉前
，護士界舉行討論會，陳木光

是講者之一。

退休前任職醫管局新界西聯網護理總經理的陳木光，不時到內地醫院講學和交流。

▲

陳
木
光
指
靜
思
室
的
天
窗
能
讓
陽
光
射

進
，
一
室
溫
暖
，
很
多
人
在
這
裏
舉
行
追

思
會
，
和
親
人
好
好
告
別
。

賽 馬 會 善 寧 之 家 院 長 陳 木 光

上
任
即
推
連
串
改
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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埋
怨
自
己
無
在
健
康

的
時
候
對
太
太
好
一

點
，
到
臥
在
病
榻
要
另
一
半
照
顧
，
十
分
內

疚
。
」
人
生
無
常
，
在
這
裏
看
到
最
多
悲
歡
離

合
，
早
逝
的
生
命
尤
其
沉
重
，
曾
遇
四
十
出
頭
的

男
病
人
，
三
個
子
女
最
細
只
有
五
歲
。

「
我
問
小
朋
友
有
甚
麼
想
和
爸
爸
講
，
他
說

希
望
向
爸
爸
說
『
唔
好
咁
早
走
』
。
」
男
病
人
住

了
十
七
日
便
撒
手
塵
寰
，
陳
木
光
表
示
，
院
方
第

一
時
間
派
社
工
跟
進
，
又
邀
請

年
輕
媽
媽
和
孩
子
回
院
舍
做
義

工
，
與
他
們
緊
密
聯
絡
，
陪
伴

傷
心
的
家
人
走
過
艱
難
的
一
段

路
。
還
有
白
頭
人
送
黑
頭
人
的

醫
管
局
出
身
的
他
，
又
着
力
加
強
和
公
立
醫

院
合
作
，
簡
化
轉
介
病
人
的
程
序
，
「
只
要
病
人

家
屬
打
電
話
來
，
我
們
就
會
派
外
展
護
士
到
醫
院

探
訪
，
評
估
情
況
，
再
由
社
工
確
定
是
否
屬
資
助

個
案
。
」
大
半
生
從
事
醫
護
工
作
，
陳
木
光
深
信

寧
養
紓
緩
服
務
需
求
殷
切
，
如
何
讓
服
務
「
被
看

見
」
，
讓
有
能
力
負
擔
的
人
有
選
擇
，
讓
有
需
求

但
無
力
負
擔
的
人
獲
資
助
，
是
當
務
之
急
。

陳
木
光
出
身
基
層
家
庭
，
爸
爸
是
運
輸
工
，

媽
媽
是
家
庭
主
婦
，
父
母
為
口
奔
馳
，
六
兄
弟
姊

妹
他
排
行
第
二
。
陳
木
光
自
小
有
嚴
重
口
吃
，

七
五
年
中
學
畢
業
，
做
過
工
廠
散
工
和
地
盤
工

等
，
他
入
行
做
白
衣
天
使
只
是
偶
然
，
「
細
個
有

先
後
在
葵
涌
醫
院
及
青
山
醫
院
工
作
，
之
後
升
任

新
界
西
聯
網
護
理
總
經
理
直
至
退
休
。

陳
木
光
未
加
入
善
寧
會
前
，
和
普
羅
大
眾
一

樣
，
對
寧
養
及
紓
緩
治
療
認
識
不
深
，
「
但
這
幾

年
的
親
身
體
驗
是
，
平
均
每
兩
個
接
受
過
服
務
的

病
人
，
就
有
一
個
會
捐
款
，
所
以
我
常
常
勉
勵
前

線
同
事
，
做
好
服
務
就
夠
，
不
須
太
擔
心
自
負
盈

虧
的
問
題
。
」

陪
伴
病
人
走
完
人
生
最
後
一
段
路
，
可
以
不

留
遺
憾
，
陳
木
光
說
這
很
重
要
，
但
不
容
易
，
要

由
病
人
最
微
小
的
心
願
開
始
。
他
遇
過
有
吞
嚥
困

難
的
病
人
想
食
燒
鵝
，
買

回
來
讓
他
聞
一
下
就
好
；

又
有
行
動
不
便
但
堅
持
想
回
家
一
趟
的
病
人
，

「
原
來
好
想
跟
兒
子
親
身
交
代
屋
企
有
甚
麼
機

關
，
返
到
屋
企
又
第
一
時
間
叫
兒
子
買
一
杯
奶
茶

給
他
飲
。
」
他
說
，
這
些
再
微
小
的
要
求
都
會
被

重
視
。「

好
多
晚
期
病
人
不
懂
表
達
，
我
們
要
有
更

多
耐
心
，
要
識
問
點
解
，
讓
病
人
覺
得
被
尊

重
。
」
少
年
時
代
慘
受
口
吃
之
苦
的
陳
木
光
，
對

此
深
有
體
會
，
故
他
招
聘
人
手
時
，
最
重
視
對
方

待
人
接
物
的
態
度
。
「
好
多
人
覺
得
為

病
人
做
的
決
定
是
最
好
，
但
其
實
未

必
，
多
點
同
理
心
，
可
能
的
話
讓
病
人

自
己
選
擇
就
好
。
」
生
死
不
由
人
，
但

在
最
後
的
時
光
，
擁
有
話
語
權
，
也
許

才
是
真
正
幸
福
。

「
生
老
病
死
無
可
避
免
，
見
到
好

多
人
到
人
生
最
後
一
刻
有
好
多
後
悔
，

口
吃
，
考
政
府
工
幾
次
都
滑
鐵
盧
，
很
不
甘
心
，

輾
轉
看
門
診
被
轉
介
接
受
言
語
治
療
，
因
而
遇
到

我
的
恩
師
。
」

七
十
年
代
，
言
語
治
療
是
新
事
物
，
治
療
近

一
年
，
重
新
學
習
咬
字
，
尋
回
的
不
但
是
流
暢
表

達
能
力
，
還
有
自
信
，
「
恩
師
是
香
港
第
一
個
言

語
治
療
師
，
就
好
似
我
的
家
人
，
知
道
我
家
境
清

貧
，
覺
得
我
性
格
細
心
正
面
，
好
適
合
做
護
士
，

說
當
護
士
可
以
住
宿
舍
，
鼓
勵
我
投
考
。
」
事
實

證
明
，
這
是
陳
木
光
正
確
的
人
生
決
定
，
七
九
年

考
入
護
士
學
校
，
其
後
成
為
精
神
科
註
冊
護
士
，

痛
，
院
方
過
去
就
曾
開
綠
燈
，
安
排
兩
老

一
同
入
住
病
房
，
只
為
讓
傷
心
父
母
在
兒

子
最
後
的
時
間
，
陪
伴
在
側
好
好
告
別
。

令
他
特
別
難
忘
的
，
是
一
對
有
影
皆

雙
的
恩
愛
夫
妻
，
「
原
本
在
護
老
院
住
的

公
公
和
婆
婆
好
恩
愛
，
因
為
公
公
病
情
惡

化
，
不
想
入
住
醫
院
被
逼
與
愛
妻
分
離
，

他
倆
無
兒
女
，
但
有
一
個
非
常
孝
順
的
姪

女
，
安
排
兩
老
入
住
這
裏
，
每
朝
十
點
會

見
到
他
倆
在
小
花
園
散
步
，
有
影
皆
雙
，

成
為
這
裏
的
美
談
。
」
住
了
四
十
七
日
，
公
公
走

了
，
剩
下
婆
婆
孤
身
一
人
，
但
陳
木
光
說
婆
婆
離

開
時
的
說
話
讓
他
釋
懷
，
「
婆
婆
說
在
這
裏
是
她

人
生
最
快
樂
的
日
子
，
她
答
應
過
公
公
，
一
定
會

好
好
生
活
下
去
。
」

「
你
未
必
可
醫
好
病
人
，
但
能
夠
讓
他
們
在

人
生
最
後
的
時
間
感
到
寬
慰
，
帶
給
家
人
安
慰
，

就
已
足
夠
。
」
隨
着
人
口
老
化
，
陳
木
光
正
計
劃

擴
展
寧
養
服
務
，
包
括
和
安
老
院
舍
合
作
，
為
院

舍
員
工
提
供
訓
練
，
並
協
助
護
老
院
設
正
規
房

間
，
讓
晚
期
病
人
入
住
。

總
是
近
距
離
面
對
死
亡
，
陳
木
光
跟
同
樣
做

醫
護
出
身
的
太
太
，
一
早
立
了
遺
囑
，
為
身
後
事

做
好
準
備
，
「
子
女
早
已
長
大
成
人
，
現
時
最
重

要
是
定
期
體
檢
保
持
健
康
。
」

▲
自
負
盈
虧
經
營
並
不
容
易
，
善
寧
會
上
月
舉
行
登

山
善
行
籌
款
活
動
，
為
善
寧
之
家
籌
款
。

▲
權
充
導
遊
帶
不
同
團
體
參
觀
院
舍
，

陳
木
光
希
望
更
多
人
可
以
認
識
寧
養
及

紓
緩
服
務
。

善終是人生最
後的福氣，但

這福氣對香港
人來說，

卻有點奢侈。
公營紓緩病床

現時共有約三
百五十張，專

科醫生不足三
十個，相對於

死亡人口是杯
水車薪。以自

負盈虧方式經
營的寧養院共

有三間，除了
「賽馬會善寧

之家」，「靈
實司務道寧養

院」及「賽馬
會癌定康復中

心」均提供包
括住院及家居

照顧服務。

早年稱為「善
終服務」的紓

緩治療與寧養
服務，是

為危重或嚴重
疾病患者提供

治療護理，服
務在八十年代

逐步發展，於
八六年成立的

「善終服務會
」（善寧會前

身）創辦「白
普理寧養中心

」，是香港第
一間獨立提供

寧養服務的醫
院，又成立首

支家庭護理團
隊，多年來積

極推動寧養紓
緩服務。

推行這種前
瞻性服務初

時，市民仍
不認識紓緩

治

療，部分更誤
以為是消極方

案，或是臨終
的最後選擇，

但紓緩治療
與積極治

療其實可共同
進行。

▲

院舍平台有一幅寫滿字的牆，陳木
光說，人生最後一段路，愛、寬恕和尊
嚴，對每個人都好重要，亦好需要。

▲

陳木光常走進
病房，了

解病人和家屬
需要，因為

他很珍惜陪伴
病人和家屬

走過的每一段
路。

你未必可醫好病人，但能夠讓他們在人生最後的時間感到寬慰，
帶給家人安慰，就已足夠。

「好死」 很 奢 侈

有
口
難
言
的
同
理
心

計
劃
擴
展
寧
養
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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