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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全国癌症康复与姑息医学大会在南京召开

     我国姑息治疗领域最高水平的
学术大会——第九届全国癌症康
复与姑息医学大会于 11 月 1-3 日
在江苏省南京市隆重举行。本届
大会的主题是“重视姑息治疗，
实施全程管理”。宁养社会工作
服务示范项目负责人史柏年教授
应邀出席大会并作专题演讲，宁
养项目的高校代表和宁养院代表
参加了会议。
      继在第七届全国癌症康复与姑
息医学大会上第一次设立社会工
作专题分会场后，大会连续三年
设立社会工作专题分会场。今年
社工分会场的主题为“姑息医学

        11 月 3 日，中国社会工作教育
协会宁养（临终关怀）社会工作
服务示范项目总结会议在江苏南
京召开，李嘉诚基金会「人间有情」
全国宁养医疗服务计划负责人罗
敏洁博士、李嘉诚基金会项目经
理陈瑜博士、中国社会工作教育
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史柏年教授
等出席会议。
    李嘉诚基金会「人间有情」全
国宁养医疗服务计划办公室、18
所高等院校参与示范项目社会工
作专业负责人以及 22 所宁养院社
工参加了会议。
     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宁养（临
终关怀）社会工作服务示范项目
（下称“示范项目”）是中央财
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示
范项目，亦获得李嘉诚基金会「人
间有情」全国宁养医疗服务计划
（下称“宁养项目”）的配套经
费支持，由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
会负责执行。
      一线服务团队由国内社会工作
教育发展较好的 18 所高校师生组
成，又有加入李嘉诚基金会宁养
项目的 18 家宁养院合作，在粤、黑、
吉、辽、晋、新、湘、鄂、赣、甘、
贵、冀、渝、川、闵、豫、陕等
十七个省（市），共同开展宁养
社会工作服务的有益探索。
      项目旨在通过社会工作的专业
介入，提升晚期癌症患者的生活
质量和“死亡质量”，帮助患者

及家属正确面对死亡与分离，并藉
此发展医疗社会工作专业服务团
队。
      项目自 3 月 17 日启动以来，
各服务团队运用个案工作、小组工
作和社区工作等专业方法，总计服
务获益达 13585 人次，心理与社会
支持成效显著，不仅受到癌症患者
及家属的欢迎与认可，而且得到合
作医院及参与院校师生的支持与
肯定。
       总结会议上，各服务团队首先
分享了自己的服务经验，其中不乏
对服务内容的总结，对服务经历的
感悟和对服务方法的改进。
       随后，各团队针对经验分享中
的观点进行了交流，在医务社会工
作制度的推进、医务社会工作的本
土实践等问题上各服务团队代表
纷纷发表自己的看法，讨论气氛热
烈。
     最后，在 2013 年的服务经验基
础上，各服务团队对 2014 年的项
目计划做了进一步的交流和规划。
     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宁养（临
终关怀）社会工作服务示范项目
不仅为贫困晚期癌症患者及其家
人提供了社会心理方面的支持性
服务，改善其生活质量和“死亡质
量”，并且为推动医务社会工作的
发展以及探索高校与医院合作开
展服务的医务社会工作模式做了
有益的尝试，具有引领和示范的意
义。（稿件来自生命教育基地）

宁养社会工作服务示范项目负责人史柏年教授应邀出席大会并作专题演
讲。                                                                  图片由生命教育基地提供。

中的社会工作服务”。该分会场
由中国抗癌协会癌症康复与姑息
医学专业委员会、李嘉诚基金会
「人间有情」全国宁养医疗服务
计划（下称“宁养项目”）、中
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合作主办。
      史柏年教授在会上介绍了中央
财政支持“宁养（临终关怀）社
会工作服务示范项目”的实施情
况、宁养社会工作临床实务技巧
的本土化运用等。
     来自港台地区以及内地的学
者、专家在演讲中分享了如何提
升姑息治疗团队的心灵功效、晚
期肿瘤病人的家庭评估与介入等

问题的研究心得。
    与会专家表示，姑息治疗的全
程管理需要每位医护人员都把自
己视为姑息治疗过程中的一员，
重视姑息治疗的理念，对患者给
予充分的关怀。
     而推动姑息医学社会工作服务，
进而促进国内医务社会工作的发
展是一项重要而不可忽视的议题。
      会后，与会学者、社会工作者、
肿瘤科医护人员、心理咨询工作
者以及公益慈善组织代表等共同
就相关问题展开了讨论与交流。
（稿件来自生命教育基地，选编
时有部分删改。）

大会成果汇报

↑志愿者招募情况 ↓服务完成情况

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宁养（临终关怀）社会工作服务示范项目

总结会议在南京召开

路过宁养：探究故事背后的温情机理
·该会议为我国姑息医疗领域内最高水平大会。
·宁养项目负责人和各地服务团队代表出席会议。
·本届大会主题：“重视姑息医疗，实施全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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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宁养院服务项目接近半
年时间了，突然有种舍不得的感
觉。这个项目让我比较深刻地了
解了中国的医务社工的发展，同
时也很敬仰李嘉诚先生能够“达
则兼济天下”，为贫困晚期癌症
患者送去物质和精神上的帮助。
当然，也希望内陆更多的一些富
豪们，能够多一些善举，给那些
失去信心的人重新点燃希望。

我们的项目是从三月底开始
的，前期我主要是做个案。个案
是一个持久的融入过程，尤其针
对晚期癌症患者和家属。令我印
象比较深刻的是一个叫做 LHS 的
爷爷。他得了食道癌，在服务的
过程中顽强的坚持了三个月就离
开人世了。爷爷是一个退伍军人。
还记得第一次去看望爷爷的场景。
开门的是爷爷，或许是由于电话
中所说的牙齿疼痛，刚毅的脸上
流露着痛苦，一侧微微浮肿。在
门口，就听到奶奶爽朗的笑声，
进门，小小的房子，干净而温馨，
家的味道扑面而来。即使在这样
的困境中，她依然执着追求着生
活 的 雅 致！ 多 么 能 干 的 一 个 女
人！一进来就盛情难却，拿香蕉，
倒茶，丝毫没有想象中的悲戚，
多么坚强乐观的一个女人！爷爷
一直未说多少话，或许是因为病
痛，明显瘦削的身体使皮肤皱缩，
形成了一道道岁月的痕迹，军大
衣下微躬的身躯彰显着疼痛的重
量，而那一脸无奈又坚强的平淡
表情让我很想冲动去舒张他的嘴
角。爷爷一天吃早晚两次缓释药，
但一次奏效时间只有 10 小时（也
在吃其他药，但效果并不好），
因此下午的一段时间是最难熬的，
他的精神也不是很好（所以大多
时候是奶奶在说话）。

我们带队的吴老师先询问了
病情，叮嘱了用药，便开始聊起
了生活和那些过去美好的回忆。
这时候有趣的事情发生了，奶奶赶
紧拉着爷爷说，“你细细听着老
师的话，免得以为我要害你似的。”
奶奶跟我们说：“他就是总不听
我的话，别的老太太说什么牛奶
对身体不好，他就立马不喝了。”
这时候我们都笑着打趣道，“爷爷
你这可不行啊，奶奶都吃醋咯！”
说起年轻的事，奶奶陷入回忆：
为响应毛主席号召她上山下乡，
期间因为弟弟发生意外而回到家
乡黑龙江，后又转到武汉工作，
且遇到了爷爷。爷爷是武汉本地
人，在武汉出生，曾经在空军部
队工作，二老原来住的是个大房
子，后来由于爷爷生病的缘故，
就卖掉了大房子，给儿子买了一
间，自己买了一间小房子（借了
八万块，房子虽小，但对二老来
说是足够，又不影响孩子的正常
生活），奶奶说现在目标很简单，
照顾好爷爷，不给儿子添麻烦，
做个好母亲。生活至此仍想着儿
女，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奶奶和我们说起爷爷的兴趣
的时候，脸上既有羡慕又有抱怨。
爷爷在没病之前爱好广泛的不得
了， 养 过 鸡（ 最 后 发 鸡 瘟 全 死
了⋯⋯），养过鸽子（经常跑到被
窝里去），没事还养养花，斗斗
蛐蛐，跳得了交际舞，拉得了二胡，
闲来还能搓搓麻将。但现在病了
之后，爱好也就没有实现的空间
和能力了，爷爷生病后经常发脾
气，砸玻璃，骂人（什么都不能做，
没有娱乐，没有工作，没有亲朋

好友的来往，事事依赖他人，这
对一个曾经的钢铁军人来说是多
么痛苦）。我们正想下次给爷爷
买盆花种种，能有点事做，奶奶
就说，“别，千万别，他会成天
惦记那玩意儿，早上五六点就起
来折腾，千万别！”这事只好作
罢。说起爷爷的心态，奶奶拿出
了爷爷的钱包，上面写着：我是
一个重症患者，请联系我的家人，
电话是 XXX。他如此清楚自己的
生命，并开始学着接受，由一个
保护别人的战士到需要别人照顾
的病人，这需要多少勇气啊！无
论生命走过哪个阶段，我们都该
认清事实接受事实，与生活讲和。
聊着聊着，时间就到了，起身告
别时，我们让爷爷放松心情，少
发些脾气，对奶奶好一点，爷爷
感慨的说：“我知道的，我知道的，
我三生有幸遇见老婆子啊，全心
全意为我服务了四年，最感激的
就是她啊，没她我早就撒手去了。”
奶奶歪过头，捂着嘴笑了，“这
会儿知道表扬我了！”。相濡以
沫，这就是他们走过几十年风风
雨雨的爱情，当爱情升华为亲情，
这又是多么难能的可贵！

真正的爱情就是你若不离不
弃，我必生死相依。此生有一份
这样相濡以沫一辈子的爱情该是
多大的幸福。

当然在这之间给我感触较深
的有几点：
1、倾听的重要性。

对于癌症晚期患者，其实我
们能做的并不是很多，我们大多
时候是在听，并引导他们将这种
压抑的情绪宣泄出来。尤其是我
们面临的主要是贫困家庭，因为
生活、工作、长期照顾的压力等
各种原因，在他们最亲密的人之
间，已经没有多少语言的交流。
我们作为一个“陌生人”的出现，
给予了癌症患者一个很好的宣泄
渠道，并且对于患者家属来说也
是如此。临终关怀，不仅是针对
临终者的关怀，而且还包括临终
者的支持系统，尤其是对家庭和
主要照顾人的关怀。
2、“尊重和感恩”的语言训练。

上班的时候对家人说“我去
上班了”，下班回来时对家人说
“我回来了”，睡觉前的“晚安”
等都是很好的表达尊重和感恩的
方式，有时候这些简单的语言恰
是对亲人很好的感恩表达。当然，
信息接收对象的恰当回应也是很
重要的，不能只是简单的“哦”
了事，比如回应“路上注意安全，
工作顺利！”“你辛苦了”等。
语言环境的创造需要参与者的共
同努力，一方有信息的发出，而
另一方没有积极回应的话就算不
上沟通。信息的编辑和发出需要
一定的创造力，才能达到更好的
沟通效果。社工的价值观十分强
调尊重，这就是很好的尊重人的
训练。
3、肢体语言的重要性。

我们国人缺乏丰富的肢体语
言表达，尤其是在亲密的人之间。
如吻、拥抱、眼神交流等。而这
些亲密的肢体语言有时候更能使
照顾者或者被照顾者感受到温暖。
所以肢体语言的训练很重要，不
要害羞，要敢于用肢体表达你的
爱，尤其是面对最亲近的人。
4、“发生就是恩典，福分就
是奖励。”

宗教信仰对于一个人的信念

支撑很重要，而我们恰是没有信
仰的人。这也是我们所追求的一
种灵性服务。灾难、疾病或是痛
苦的发生，是给予我们成长的机
会，而福分是上帝对我们的恩赐，
要懂得感恩和知足。其实这就是
社工中叙事疗法的运用。对于已
经发生的事实关键就在于你语言
的建构，用你建构的语言去重新
诠释、编写有助于案主的故事，
从一种压抑的文化中解放出来，
使自己成为生活的主宰。简单点，
有时候适当的阿 Q 精神还是有助
于释放压力的。

其实这些都是社工的一些常
用技术，比如倾听、肢体语言的
运用等，很简单却又很难。有时
候做社工真的需要一定的天赋成
分，但我相信价值观的内化和系
统化的训练也很重要，这也是社
工走向职业化的必须。

后期我也参加了小组工作的
服务项目，小组工作的开展相对
于个案工作，取得的效果的时效
性比较快，但是小组工作更需要
组员和义工们的集体合作。合作
是一门艺术，需要大家的同心协
力才会有好的效果。小组工作的
开展，需要有良好的实践经验和
扎实的理论知识做支撑，当然还
有临场控制能力。在做小组工作
时，有过失败，也有过成功。作为
实习工作员，我们需要照顾自己，
从而挖掘内心的资源和能力去投
入到工作和生活中。Baker（2003）
提出了专业工作者自我照顾的三
个方面：
1、自我觉察

这个涉及到自我观察，和了
解我们自己身体上和心理上的经
历、我们的需要和限制。我们应
该了解自己的内在需要，知道何
时应该调整自己，而为当事人提
供足够的关注和照顾。
2、自我调整

通过不同的方法来照顾我们
自己身体和情感上的需要（例如
食物、休息、放松、娱乐、精神
修养等），从而保持健康和平衡。
3、平衡

我们应该拥有一种和谐平衡
的关系，不论是与自己（身体的、
心理的、精神的、专业方面的），
与他人（个人的或者职业的关系），
还是与社会和宇宙。

另外，来自工作上的支援也相
当重要。机构、督导、同伴等都是
非常重要的支援资源。而对于我
来说，内在的自我支援更加重要，
更加有效，尽管他人能够理解我
们的感受，并且愿意和我们一起
承担、愿意陪伴我们，然而自我
调整更加重要，对于我来说有效
的自我调整方法是放松和精神修
养，甚至可以说是灵性修养，深
入自己的内心去感受、去观察那
份无助和压抑，而不去评判和分
析，无助感和压抑感如同信念和
快乐幸福一样是真实的，对于我
们自身来说，它们无非对错、好坏，
都是我们当下内心真实的感受和
体验，因此不需要去评判和分析，
只是去感受、去观察、去经历就
够了。如果我们能以这种灵性或
是精神的修养来面对任何情绪，
相信我们都能够坦然面对、从容
接受，即使是当我们面对死亡时，
亦会如此。我觉得人活一世就是
来经历和感受不同的体验的，无
非对错、无非好坏，只需用心去
觉察。  （稿件来自华中师范大学 )

每个人在一生中都要经历与
他人建立关系的连接和情感的依
恋，以此来寻找安全感获得生存
下去的保障，同时每个人在成长
中又必然遭遇丧失的经历，在一
次次小到丢失一样自己珍视的小
物件，大到宠物的走失或死亡的
丧失的过程中，体验人生，经历
成长。而人生最大的丧失无非就
是挚爱的亲人突然的离世。死亡，
无论意外或预料之中，都是人生
难以承受的丧失，死亡带来了生
活巨大的变动，不但使稳定的生
活起波澜，还有关系的中断，依
附情感的终止。

而死亡连带而来的动荡不安，
挑战了人对生命与生活的盲目期
待。我们盲目地眷恋稳定，期待
日子保持原状，不希望发生悲苦
不幸的事，也不喜欢有任何变动，
然而死亡的发生，特别是意外死
亡的发生，却实实在在向我们展
示了人生的无常，生命的脆弱。
    但是当我们遭遇人生难以承受
的丧失、失落和悲伤，我们的文
化却告诉我们不论在何种情况下
都要坚强。“逝者安息、节哀顺变”
这些都是当我们处于亲人离世的
哀痛的时候，他人对我们的劝慰。

我们的文化也告诉我们，不
要轻易和别人谈及自己的悲伤，
更不要随便触及他人的哀伤，所
有的悲伤需要我们自己内化吸收，
就好像我们的肢体发生骨折，我
们不能打石膏，不能拄拐杖，只

能耐心等待机体内在的力量，使
其自我疗愈而得到康复。似乎当
我们不谈及不触及哀伤，哀伤就
不会存在。

这种自我疗愈的过程将是怎
样的一种内心的折磨？社会工作
专业服务人员的出现，恰如石膏
与拐杖，虽不能代替伤者的自我
疗愈，但是却能帮助伤者减轻或
舒缓癌痛者疗愈过程中的痛苦。
     在宁养社会工作示范服务项目
中，由于服务对象的特殊性，当
我们的服务还在正常开展的时候，
却往往遭遇服务对象的死亡，我们
的服务就转换到对生者的哀伤辅
导。在进行哀伤辅导服务的时候，
我们的团队出现了分歧，有成员
认为，不能和服务对象谈论逝者，
因为那样会引起服务对象更大的
哀伤和情绪的波动。

我们在讨论后认为，服务对
象是否哀伤，取决于服务对象的
人格特质，对逝者离世时的心理
准备，以及服务对象的社会支持
网络的建构。

无论上述因素如何影响生者
的哀痛，在逝者离世的短时间内，
对逝者进行生命回顾，帮助服务
对象缅怀逝者，重整逝者的生命
故事，梳理逝者与生者之间的情
感连接，使生者的悲伤情绪得以
宣泄和释放，对于生者重整生命
意义，建立新的情感连接是会发
挥积极作用的。
            （稿件来自沈阳师范大学）

请允许我悲伤

有情同行，伴你永远
                                                ——我们在路上，永远不停歇

  

服务收获与反思

项目总结会。                                                   图片由生命教育基地提供。

图为沈阳师范大学宁养社会工作服务示范项目指导老师张青，她正在现
场普及宁养知识。                                            图片由沈阳师范大学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