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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於二零零六年二月十四日

於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一日成為慈善機構

Founded on 14th February 2006

Being a charitable institution

from 1st November 2006



▲  二零一七年會員大會

第十二屆會員大會
The Twelve Annual General Meeting

第十二屆會員大會名單（由左至右）：

陸亮博士（主席）、陳智豪博士、

彭婉儀小姐、林麗青小姐（司庫）、

林鳳琴小姐、周梅玉小姐、

馮家柏醫生 (創會人 )

拉撒路會 2017/18年會務報告

在上帝保守下，二零一七至一八年度的活動總算順利完成。

二零一七年中生命關懷講座系列：

(1) 面對生離死別所帶來的哀傷苦澀，「希望」對病者及家屬有

甚麼影響？講員：陳智豪博士，香港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

學系副教授。

(2) 藝術談生死，以欣嘗生命的心態，去面對死亡的來臨。講員

（一）：黎略導演、講員（二）：陸亮博士，香港那打素全

人健康持續進修學院主任。

(3) 什麼是紓緩關懷 :如何幫助晚期病者的身、心、靈？講員：

謝俊仁醫生，香港紓緩醫學學會榮譽顧問。

(4) 從基督教角度看生死。什麼是死？講員：李炳光牧師，資深

牧者、循道衞理聯合教會退休牧師。

(5) 死而不憂 – 如何從容面對生命終結？講員（一）：陳麗雲教

授，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主任；講員（二）：

馮曉青博士，賽馬會安寧頌計劃高級訓練主任。

(6) 如何讓「哀哭變為跳舞」、並為「生命披上喜樂」。講員：

馮家柏醫生，拉撒路會創辦人。

▲  馮家柏醫生  -  工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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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零一八年中，舉辦了高中生暑期生死教育的密
習課程，但可惜參與位未如理想，課程內容如下：

(1) 認識死亡多點點；「維生治療」何取捨。講員：劉錦城醫生。

(2) 面對親人離世時，如何處理家屬的哀傷。講員：林偉廉牧師，

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主任院牧。

(3) 藝術治療在善終關懷的應用、實踐、及果效。講員：董美姿

小姐，藝術治療師。

(4) 音樂治療在善終關懷的應用、實踐、及果效。講員：林麗青

小姐，註冊音樂治療師。

(5) 重建病人尊嚴 - 建立病人本身的自主能力、及與家人的聯繫。

講員：胡金榮醫生，明愛醫院內科紓緩治療部醫生。

(6) 面對自己死亡時的感受及態度、你如何理解它。講員：陸亮

博士，香港那打素全人健康持續進修學院主任。

(7) 如何撰寫一本生命故事？講員：陳君輝先生，作家。

(8) 亂中尋序。講員：馮家柏醫生，拉撒路會創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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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零一八年十月至十二月，舉辦紓緩關懷培訓課程：

(1) 2018-10-19末期病人的溝通技巧。講員：梁美燕女士，香港基督教

癌症關懷事工聯會事工發展幹事。

(2) 2018-10-26紓緩關懷的理念及臨終關懷在香港的現況。講員：廖進

芳護士，香港老年學會顧問護師（晚晴照顧）。

(3) 2018-11-02晚期病人的身體情況、如何照顧、及實際的需要。講員：

程康偉醫生，紓緩醫學科專科醫生。

(4) 晚期病人的心理反應及病人及其家屬的情緒支援。講員：林偉廉牧

師，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主任院牧。

(5) 2018-11-09晚期病人的心靈照顧、生命意義及其文化。講員：蕭貞

建先生，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臨床腫瘤科社工。

(6) 2018-11-23對晚期病人的實際幫助，如在覆診時的運輸支援、食

飯、飲食等。講員：霍心護士，前那打素全人健康持續進修學院，

高級教育及項目主任。

(7) 2018-11-30義工如何支援及關懷晚期病人及其家人。講員：余偉剛

牧師，那打素醫院院牧。

(8) 2018-12-07要明白晚期病人不同的宗教及殮葬儀式。講員：關瑞文

教授，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副院長。

(9) 2018-12-14一個美好的再見。講員（一）：馮家柏醫生，拉撒路會創

會人，講員（二）：陸亮博士，那打素全人健康持續進修學院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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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天父願意，我們希望建立一隊義工隊，那便可以

去到最前線，關懷晚期病人及其家人，請代禱。

第一講： 從基督教觀點看生死問題：

講員： 李炳光牧師。資深牧者，循道

衞理聯合教會退休牧師。

自然的恐懼：

死是一個謎、死前痛苦、關係終結止、

肉身腐朽、否定死亡、未知將來。

洛富高： 人不能正視死亡，猶如人不能

正被視太陽。

華約翰： 死是一種藝術，死是最佳的藝

術，是靈魂在花叢，平靜的環

境下離開軀殼，當病人充滿了神所

賜出人意外的平安時，最能表現這

種藝術。

「

▲  接待處

」

膝近輝牧師的生死藝術：

四種生：自然之生、重生、屬靈之生、後生。

五種死：靈魂的死、肉身的死、永遠的死、靈

性的死、與基督同死。

一般性的解釋，有多種看法：

自然的死、出生與蛻變、生長與成熟、失

去與後得、出死入生、得到生命與毀滅生命的

行為、洗禮的死、離開與進入、生寄死歸。

死亡像出生一樣，都是屬於生命，走路需

要提起腳來，但也須要放下腳去。

死是不難，活下去才不容易。

我們只有在基督裏面，才能認識生與死。

能夠把自己一生的結束與開始，結合起來

的人，是最幸福的。

我深深相信，基督徒的字典中，不應有惋

惜、抱怨等字眼，只有順服、信靠與讚美。笑

對明日、笑對風浪的意味。老暮孤單、疾病死

亡，是嚇不到我。有主同在，我還怕什麼呢？

有什麼能使主的愛與我隔絕呢？誰能奪去主留

下的平安呢？因此，我想到日後的景況就喜笑，

滕利是屬於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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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講： 認識死亡多點點；『維生治療』何取捨

講員： 劉錦城醫生，前香港律敦治醫院紓緩科主任。

「

」

▲  陳麗雲教授

▲  馮曉青博士

▲  劉錦誠醫生

第二講： 死而不憂 – 如何從容面對生
命終結？

講員（一）： 陳麗雲教授（香港大學社會工作

及社會行政學系主任），

講員（二）： 馮曉青博士（賽馬會安寧頌計劃

高級訓練主任）

死亡是甚麼？

為何要認識死亡、死亡的必然性、死亡的不肯定、如何面

對死亡、何謂善終

主要死因：

不同病例：不同過程 - 癌症、器官衰竭、慢性退化症。

一個病人常同時有多種病徵、一個病徵常同時有多種成

因。病徵影響病人身心社靈。病徵處理 - 處理病因、徵狀紓緩。

認識癌痛：

止痛藥的誤解、嗎啡類止痛藥物常見之副作用：疲倦、瞌

睡、噁心嘔吐、便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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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維生治療是甚麼？

末期病人 - 心肺復甦術有效救治的機會極微；可能導致併發症

（如肋骨斷裂）。

預設醫療指示 (Advance Directive)

▼  對象（自主、知情）。

▼  內容、預設範圍。

▼  有效 (Valid)、適用（生效）(Applicable)。

▼  文件、簽署後的跟進（知會家屬、保存文件）。

預設照顧計劃 (Advance Care Planning)

患有嚴重疾病的病人和家屬與醫護人員透過溝通，逐步了解面對的

問題和選擇，（考慮到疾病的預後、治療的利與弊、病人的價值觀和

意願等因素，）來商討日後病危時的醫療及個人照顧計劃的過程。

最佳利益 (病人的 )

▼  平衡利益與負擔。

▼  放棄維生治療不等如放棄。

▼  亦會積極地為病人紓緩徵狀和痛楚。

預設照顧計劃 (ACP) 的好處

▼  健康市民的考慮。

▼  不作「心肺復甦術」文件。

▼  確定預設醫療指示 (AD) 生效。

▲  劉錦誠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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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講： 我的死亡規劃

講員： 陳君輝先生

「撰寫自己的生命歷史

抽屜的比喻

▼  撰寫生命的故事，就如人從家中的抽屜中

取出東西來，然後重新整理。或者把一些

不用的丟掉，或是把一些重新排放。使自

己更有效地掌握抽屜內的東西。

▲  陳君輝先生

「

」

自己寫

三個問題

▼  寫些什麼？

▼  怎樣寫？

▼  寫不完怎麼辦？

寫好一點

▼  分主題。

▼  內容及表達方法的規劃。

▼  大綱。

▼  記綠重要的說話、物、事。

分主題

★ 《愛如金堅》

▼  靈山篇：婚前感恩。

▼  家土篇：婚後感恩。

▼  天恩篇：永遠感恩。

▼  天倫篇：兒女感恩。

▼  銘感篇：跋。

記綠重要的說話、物、事

▼  人家說的話。

▼  自己說的話。

▼  做人宗旨、座右銘。

▼  有記念性的物件。

▼  小動作、習慣。

修改

▼  所有文章都需要不斷地修改。

▼  在修改的過程中，重整你的人生觀。

不要孤單

▼  儘量可以跟人家分享。

▼  必要時找社工、輔導員。

替人寫

▼  有些人不讓人碰自己的抽屜。

▼  按寫作經驗找材料。

▼  可以做多少就多少。

聘人寫

▼  生命是自己的，應該自己規劃。

▼  人夾人緣。

▼  材料的運用。

助人寫的流程

▼  預先溝通。

▼  取得故事主角的大綱，進行初步計劃。

▼  面對面訪問。

▼  資料整理與文章計劃。

▼  寫作。

▼  與故事主角不斷溝通更改。

6

2017/18 年報



第五講： 喪親者的天使 - 處理家屬的哀傷

講員： 林偉廉牧師（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主任院牧）

如果人生最壞只是死亡，生活中怎會有，面對不了的困難。

新不了情

▲  林偉簾牧師

海玲賢妹千古

如是我哭，只因生命是何等的匆促，

如是我哭，只因相知在戀戀的塵俗，

是你笑臉，像春風使大地和煦如沐，

是你純良，似清水讓江湖澄明未濁，

昔者往矣，人有悲歡，月有圓缺，世事浮雲

幾曾輕言為凡人駐足，今者來斯

友朋如貫，丹心如煥，相送故人，但願釋然在主懷睡目。

原文字義：Grief「哀慟」極其傷心的哭泣。

哀傷離痛 Bereavement。定義：Reaction to loss 對「失去」的反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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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分享：

1. 二個月大嬰兒猝死

2. 五歲女孩哽咽至死

3. 十四歲少年被的士輾斃

4. 南丫島海難事件

5. 志強的掙扎

6. 母親之死

「

」
從死亡中探索⋯⋯⋯生命的意義

鷓鴣天（遺照）

韋瀚章（1906~1993）
廣東中山人，別號「野草詞人」撒手無言去不還，空留一我

在人間，哀愁喜樂憑誰說，冷煖飢寒衹自憐，思宛轉，淚闌干，

幾回看罷又重看，曾知畫裡無尋處，猶欲含酸覓舊歡。

「

」

〈紀夢〉

一樣的深沉院宇、一樣的寂寞粧臺、一樣的她　依稀猶在、一樣的我

衹如今新添了一段悲哀

一樣含愁無語、一樣的熱淚盈腮、一樣的相看哽咽、一樣的欲訴情懷、

一樣的怨恨人天永隔、一樣的痛惜舊歡難再

怎樣臾一夢，醒得恁快

一樣的深沉院宇、一樣的寂寞粧臺、一樣的她，如今安在、一樣的我，

空賦著魂兮歸來，魂兮歸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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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虞美人（週年祭）

槐花吐蕊青枝小，渾覺經年了，黃泉碧落兩茫茫，空待清明過後

望重陽，天堂似否人間苦，有恨憑誰訴，亂雲斜雨又黃昏，且向

荒山一問未招魂

「
」

雁丘處

問世間，情是何物 ?直教生死相許。天南地北雙飛客，老翅幾回

寒暑。歡樂趣，離別苦，是中更有癡兒女。君應有語：渺萬里層雲，

隻影為誰去 ?

「

」

「勇於正視死亡助我更了解這召命所包含的張力。明顯地，

我們不是要消解這張力，卻要深深的活出它來，直至它化為豐盛。

就死亡而言，我學到的是，我是被召為他人而死的。最簡單的道

理就是，我死的方式會影響很多人。如果我極其忿怒苦毒地死去，

我留下的家人、朋友便感到混亂、愧疚、羞慚和軟弱。」

「當我感到死亡臨近時，忽然間醒悟到自已多麼能夠影響留

下來的人的心。倘若我可以真誠地說，我為活過的一生感恩，我

熱中於寬恕及被人寬恕，我充滿著盼望──那些愛我的人會繼續

活著在喜樂和平安中，我也深信那位呼召我的耶穌會引領所有與

我生命有關的人。」

∼盧雲《鏡外∼生死之間的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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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只要我們彼此相愛，並把它珍藏在心裡，我們即使死了也

不會真正地消亡。你創造的愛依然存在著。所有記憶依然存在著。

你仍然活著──活在每一個你觸模過愛撫過的人的心中。⋯⋯死

亡終結了生命，但沒有終結了感情的連繫。」『希望你會發現傷

心是一帖治癒創傷的良藥。』∼莫里《相約星期二》

記憶、夢想、驚喜。

「Pallium」是從羅馬時期就存在的古拉丁語。原本的意思是

指旅客在旅途中受風吹雨打時，輕輕包裹住因風寒而顫抖的身體

的披肩式外套。

「Palliative Care」中的「舒緩」就是這意思。

哀慟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安慰。馬太福音五章 4節

▲  林偉簾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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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講： 如何讓「哀哭變為跳舞」?並為「生命披上喜樂」。

講員： 馮家柏醫生

馬斯洛之五層需求層次理論：

(1) 生理需求： 呼吸、食飯、大小便、睡眠。

(2) 安全需求： 工作、家庭、健康。

(3) 社交需求： 朋友。

(4) 專重需求： 專嚴、信心。

(5) 自我實現需求。

「

」

面對重病時的困難：

▼  五個層次都被影響。

▼  日常生活需要靠別人。

▼  健康再不能保障安全的感覺。

▼  家人亦受影響。

▼  自尊低。

▼  自我實現已不可能。

▼  病人不察覺自己的感受及思想。

▼  面對死亡時不容易表達自己內心的覆雜的情緒。

▼  同時感受及意圖很難改變。

▼  你可以不理感受，但感受是仍然存在。它不是可以選擇的。

▼  合理的意圖。

▼  不合理的意圖。

▼  隱藏的意圖。

「

」

▲  馮家柏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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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循環：

▼  令人驚駭的現況。

▼  承認改變。

▼  重新建立。

哀傷循環：

▼  分三階段：哀傷調節、生存、生命提升。

▼  不察覺地生存功能沉重緩慢地行走。 

▼  人可以應付生存所需的事。

▼  他們仍懼怕加多因自我察覺力提升。

▼  在活動中得到滿足，可以作選擇，接觸外界，建立興趣。

▼  不能夠及不需要完全抹掉哀傷，尤其在特別的日子，如結婚週年。

哀傷的激情：

▼  哀傷是人最大的情緒。

▼  哀傷的激倩不單是穩定社會的提示。

▼  哀傷的激倩更可是改變社會的提示。

「

」

」

「為何哀傷的激情可以改變社會？

▼  痛是激情的源料，它使我們生命活躍，至能改變。

▼  這是神的方法去喚醒我們那沒精打采心靈，它不是徵罰，

而是叫醒我們的呼聲。

▼  神因你而發瘋，衪做任何事都是想把你帶回到祂的團契中。

▼  我們時常建立了自我保護的身份，保持老舊的我。我們擔

心失去自我，即使這些自我是自我擊敗。

▼  沒有成長是沒有改變，沒有改變是沒有害怕及失去，所以

沒有失去是沒有痛。

▼  成長是會痛及可怕。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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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覺輪 Self Awareness Wheel (Miller, Sherod & Phyllis)

▼  感覺 (Sense)： 我看見甚麼、我聽到甚麼？

▼  思想 (Think)： 我想甚麼？我心中有甚麼故事？相信、審判？

▼  感受 (Feel)： 我如何感受？瘋癲、不開心、恐懼、驚訝、失望、

氣憤？

▼  意念 (Want)： 我有甚麼渴望？為自己、為人？

▼  行動 (Do)： 我將會做甚麼？我曾做過甚麼？

「

」

「

」

維吉尼亞．薩堤爾模式個人內在冰山的隱喻：

▼  行為： 行動、故事內容

 Behavior: Action, Story Line

▼  應對方式： 生存姿態

 Coping: Stances

▼  感受： 喜悅、興奮、著迷、憤怒、傷害、恐懼、悲傷

 Feeling: Joy, Excitement, Enchanted Anger, Hurt, Fear, Sad

▼  感受的感受 : 關於感受的決定

 Feelings about feelings: Decision about feelings

▼  觀點： 信念、假設、預設立場、主觀現實、認知 

 Beliefs, Perception: Assumptions, Mind set, Subjective reality, 

Cognition 

▼  期待： 對自己的、對他人的、來自他人的 

 Expectation: Of self, Of others, From others

▼  渴望： 被愛、可愛的、被關注、被接納、被認同、歸屬感、

有價值、安全感和獨立、有目的的、自由

 Yearnings: Loved, Lovable, Accepted, Validated, Purposeful, 

Meaning, Freedom

▼  自己： 我是生命力、精神、靈性、核心、本質

 Self: I am, Life force, Spirit, Soul, Essence

13



有什麼可以改變？

思想、思維，是可以被改變。這包括：
▼  意念、信仰、假定、評估、看法、原因、價值、結論。

有助改變的生活小趣：

▼  Reading閱讀 / Drama戲劇

▼  Music音樂 / Songs唱歌

▼  Clay Sand陶土沙 / Dream做夢

▼  Dance跳舞 / Massage按摸

▼  Play遊戲 / Painting劃晝

▼  Calligraphy書法 / Plant種植

▼  Story Telling講故事

▼  Writing寫作 / Cooking烹製

▼  Love memory回憶 / Humor幽默

「

」

「
」

《大學》首篇開宗明義就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

民（宋代的程頤、朱熹則認為應是「在新民」），在止於至善。」

意思是說，年輕人在大學裡，要培育高尚的品德，然後去教化民

眾（「新民」），使自己和整個社會都達到崇高至善的境界。這

是先秦儒家對古代大學制度的解釋，雖然未必符合當時的實際情

況，但是這個解釋就成為了儒家思想的基本理想。

▲  馮家柏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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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馮家柏醫生

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
慮而後能得。「

」

總結： 所以在混亂中是
可以找出秩序，
只要你心靜，在
思想中尋求重建
自己的方向，便
能有所得，把你
的哀傷轉化為推
動自己向前走的
動力。

▼  知： 明白萬事萬物的內在自然規律，心中天理長存，

知足常樂。

▼  止： 止欲生悔，止住自己的私心貪欲，這才是心身

健康、長生久視之道。

▼  定： 是修為的心誌定向，人生世界觀的價值取向，

人生之旅的目標定向確立與終極歸宿。

▼  靜： 是心地清靜，無私無欲，物我兩忘，心不隨外

境所牽，意不隨物欲所動，無論是順境中的燈

紅酒綠，不迷不惑，不貪不占，心如止水。

▼  安： 安心、安靜、安寧之義。心明如鏡，不為物欲

所累心，隨緣應世，隨遇而安，一切坦然面對，

除德之外，別無它求。

▼  慮： 是處世謀事的一種思量、考慮、籌謀、規劃、

設想。

▼  慮而後能得： 這個理念，也就是“得道”的同義語。

後世各家通用，唐、宋以後，佛家的

禪宗以“明心見性”而得道，道家以

“修心煉性”而得道，儒家以“存心

養性”而得道。由此可見“慮而後能

得”廣泛而深刻的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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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講： 藝術治療在善終關懷的應用、實踐、及果效。

講員： 董美姿小姐（藝術治療師）

▲  董美姿小姐

▲  林麗青小姐

第八講： 音樂治療在善終關懷的應用、實踐、及果效。

講員： 林麗青小姐（註冊音樂治療師）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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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講： 重建病人尊嚴 - 建立病人本身的自主能力、
及與家人的聯繫。

講員： 胡金榮醫生（明愛醫院內科紓緩治療部醫生）

第十講： 面對自己死亡時的感受及態度、你如何理
解它。

講員： 陸亮博士（雅麗氏何妙齡那打素慈善基金，那打

素全人健康持續進修學院主任）

▲  陸亮博士

▲  胡金榮醫生

17



2

4

1

3

2017

年
核
數
報
告

2017

年
核
數
報
告

2017

年
核
數
報
告

2017

年
核
數
報
告



6

8

5

7

2017

年
核
數
報
告

2017

年
核
數
報
告

2017

年
核
數
報
告

2017

年
核
數
報
告



10

12

9

11

2017

年
核
數
報
告

2017

年
核
數
報
告

2017

年
核
數
報
告

2017

年
核
數
報
告



衷心

感謝下列各位朋友、教會、機構和公司在 2017年度給我們意見和

經濟上的支持，願 父神賜福與你們。

香港浸信會醫院 WONG SUI KUEN 方少芹女士 周梅玉女士

九龍城浸信會 WONG WAI MAN 林燕麗女士 陳秀鳳女士

中華基督教禮賢會大埔堂 WONG KAM KUEN 馬美珍女士 葉嘉詠女士

循理會昌華堂 LAM Mei Shan 馬國輝先生 劉婉君女士

Music Journey  Co. LTD. LEUNG Kit Fong 張素貞女士 劉愛韾女士

TWC Corporate Services Ltd. LIU Kwong Yip 黃紹姬牧師 鄧樂汶女士

Chan & Wat Certi�ed Public Accountants YAU FAI TO 楊錫鏘牧師 黃敏儀女士

CHU BIT FUNG 曾惠珍女士 陳熾鴻醫生  

YEUNG LAI YIN LINDA 黎炳民醫生 劉錦城醫生  

( 排名不分先後 )





拉撒路精神

本著基督的慈愛並永生的盼望，關懷晚期家人及其家屬，

希望他們得着豐盛生活。我們相信愛在永恒中。

馬太福音五章 4節：
哀慟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安慰。

馬太福音五章 7節：
憐恤人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蒙憐恤。

約翰福音十章 10：
我來了，是要叫羊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

約翰福音十一章 25節：
耶穌對她說：「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雖然死了，也必復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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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撒路會有限公司
Lazarus Hospice and Ministry Ltd.
關 懷 晚 期 病 人 及 其 家 屬 、 並 推 動 生 死 教 育

讓「哀哭變為跳舞」、

並為「生命披上喜樂」

香港九龍長沙灣元洲街485 - 491號富洲大廈一字樓
1st Floor, Fu Chau Building, 485-491 Un Chau Street, Cheung Sha Wan, Kowloon 

電話  Tel：2650-6869 傳真  Fax：3013-8663 網址  Website：www.lazarus.hk 電郵  Email：info@lazarus.hk

拉撒路會有限公司
Lazarus Hospice and Ministry Ltd.
關 懷 晚 期 病 人 及 其 家 屬 、 並 推 動 生 死 教 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