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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宁养社会工作为起点 

——参加赴香港宁养培训交流的体会 

山西医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王志中 

 

非常荣幸参加了本次由李嘉诚基金会全国宁养服务办公室组织的赴香港培

训交流。前后五天，略去到港和离港，实际只有短短的三天时间，时间很短，却

异常充实，理论研讨、现场考察、实务培训三大项目的开展非常紧凑。 

三天时间，大家在奔波中度过，参加了一个会议（第 20 届香港国际肿瘤会

议宁养社会工作专业论坛），接受了一次系统培训（哀伤辅导），走访了五家机构

（香港大学行为健康教育中心，东华三院“生命同行坊”，东区尤德夫人那打素

医院“宁养中心”，屯门医院“宁养中心”和“儿童哀伤辅导中心”，圣公会圣匠

堂长者地区中心），用我们的眼不停地看，用我们的手不停的记，用我们的脑不

停地想，有点近乎“贪婪”地吸取着我们所需要的东西。自然是收获颇丰，感想

很多。择其要者，略述一二，以做分享。 

1、加深了对宁养社会工作及其趋势的理解 

做了几个月的宁养社工服务，已经对这一项目有了一定的了解。考察中，香

港同工用他们的一线经验和理论思考给了我们较多的启发。 

比如 11 月 13 日上午的专业论坛上，六位讲者用了整整一上午的时间从多个

角度与大家做了分享。尽管由于语言障碍（讲者全部用广东话）影响了效果，但

还是从“小翻译”的同步讲解、幻灯片展示、现场氛围等方面得到了熏淘。这些

演讲包括香港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行政学系副教授周燕雯博士的“实证为本的全

人宁养服务：迎接新挑战”（循证研究、实务研究、持续进修、反思实践、发展

政策、拟订连贯的实践目标及指引等）、香港大学行为健康教育中心讲师田芳女

士的“童言无忌、百无禁忌？如何与孩子谈生说死？”、圣雅各福群会健智支援

服务中心及情绪行为管理中心顾问罗锦注博士的“了解失智症患者及照顾者的临

终需要”、香港大学行为健康教研中心研究主任及荣誉讲师的“公共宁养纾缓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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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创建 21 世纪慈爱社区”、Prepetu 共同创办人黎晓洋女士的“数位化的人生：

如何处理网络资讯遗产”、独立记者、《死在香港》的作者陈晓蕾女士的“传媒讲

生死”。每位的演讲都从自己专业的角度给了大家比较多的启发，深化了受众对

宁养社会工作的理解。宁养社会工作不单单是一项实践性的助人活动，同时它也

有多学科的理论支持，可做多方面的延伸和得到多方面的助力。 

2、学习了安宁照顾的行动内容和操作方法 

此行，最大的收获是在对包括香港大学行为健康教育中心在内的五家机构的

参访中得来的。在这儿，我们听到了他们对于宁养社会工作的讲解，具体实务的

开展情况，进一步的发展思路。在每家宁养院，都有深深的触动。他们每家机构

的人不多，但做的事不少。用五个半天的时间考察了五家机构的六个职能中心，

每一处都具有不同的功能特色。 

东华三院的终老服务自成体系，依托项目，他们首创了以社会工作手法介入

非牟利的后事支持中心；推广生死教育工作，让社会大众认识及筹办身后事，及

早准备；提供“伴我同行”服务，为经历丧亲的小区人士提供实行殡仪支持及哀

伤辅导服务。他们只有五个人，已经服务了以千计的需要者。尤德夫人那打素医

院宁养中心依托临床肿瘤科社工和多专业人士共同开展全人宁养服务，他们所做

的“专业团队中的社工角色”分享非常全面。这儿临终前患者告别专用病室的设

置非常人性化，他们还接受了已故病患家属在这儿做义工，同时开展了“同心同

行计划”，由癌症康复者进行有偿的陪诊服务，这些人经过专门的培训，熟悉本

部门的运作，还可提供心灵支援活动。屯门医院宁养社会工作起步较早，“宁静

净修千年法，养心深处万载情”（中心的一幅对联）。在这儿的“儿童及家庭哀伤

辅导中心”，大家团坐小板凳，听了年轻女博士的实务分享（很多时候用了心理

学的方法），并实地参观了他们针对丧亲男童和女童分设的辅导室和配备的“特

色玩具”等治疗用品。在圣公会圣匠堂长者地区中心，梁先生做了精心的准备，

制作了完备的课件，专门请了“翻译”（中心会国语的工作人员），他们开展了“善

寿服务”、“生之愿”长者心声录像服务、纾缓服务、“安辞服务”计划、长者灵

性研究、“活得自在”服务、“伴我同行”服务、生命同行体验馆等多项服务。充

分的调动了社区老人义工做年长者的服务工作，效果很好。香港大学行为健康教



 3 

育中心的田芳讲师留给大家的印象非常深。她亲自服务了以百计的逝者，对于哀

伤辅导最有发言权。她给大家进行的不仅仅是哀伤辅导的培训，同时也是一堂示

范教学课。她以澄清 7 个方面“善别的‘是’与‘非’”做为引入，为大家做了

悲伤辅导的完整介绍。她指出“丧亲是人生中的一大转变，面对转变我们需要的

是‘适应’”，而“钟摆式的哀伤历程”理论有助于辅导人员的具体操作运用。 

3、体验了以人为本的宁养大爱文化和社会工作宗旨 

中华文化是一种典型的德文化，以德为先，崇尚仁爱、孝义、和顺。在香港

的交流培训中，不仅仅是在宁养机构，而且在医院的别的地方，这样的文化气息

也随处可见。从“人间有情”办公室事先的周密安排到全过程中精心细致的服务

与关怀，从每家宁养机构工作人员的敬业精神、对病患及其家属无微不至的关爱，

从医院中随处可见的“宣传栏”“广告板”的“讲座和活动”的内容，每行一处，

每看一家，每听一事，每见一物，随时随地都能够感受得到的是这种渗透到每一

个细节的仁爱文化。 

在东区尤德夫人那打素医院，一进医院就看到了大大的一个字“融”（一个

字，尽含医院精华），然后见到的是就医指导和很方便借用的轮椅（很充足），然

后就是医院的病人资源栏，有全免费的“2013 义工探访技巧训练课程”、“同行

哀伤路”、“心灵加油站”、“食得是福”、“八式太极拳”、“青少年哀伤辅导服务”、

“肥姐手工艺班”、“中医话你知——中医乳癌多面睇”等等，再以后在临床肿瘤

科每一个空间都有提供给病人休息的暖色沙发，令人倍感温暖。在屯门医院，大

厅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他们提供的休息区及各种宣传，如医院“以人为先，专业

为本，敬业乐业，群策群力”的核心价值，“市民健康，员工开心，大众信赖”

的愿景，“与民携手，保健安康”使命，还有医生摄影展，天主教院牧部、基督

教院牧部的宣传栏。医院社会服务部宣传中有这么一段话，印象很深：“世间甚

么是最珍贵的？许多人认为‘得不到’和‘已失去’，实际上，最珍贵的往往是

我们忽略的、当下能把握的幸福。花开在野外都是好的，摘回家就好像没甚么价

值了。对待妻子、丈夫、孩子、父母、兄弟，总之，宽容、惜福，把握当下，就

是幸福。”朴实的语言，触及的是人内心最柔软却最容易忽视的亲情这一块。在

圣公会圣匠堂长者地区中心，宁养社工在介绍中讲到“每一位义工都有不同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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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只要他们都真心愿意为服务付出自己的时间和精力，便已值得大家欣赏与尊

重！”同样，我们的工作人员，也都是有不同的能力，但是我们一起投入了宁养

工作，愿意为那些饱受病痛折磨的患者和疲于奔命的家属们带去希望和安慰，首

先就应该为自己喝彩。 

看过之后，仔细想来，宁养服务中多次提及的“全人照顾”、“圆满人生”、

“生命同行”、“善生、善终、善别”、“安宁养护”、“生命尊严”等等无一不在传

递着“仁爱义”文化信息。可以这样认为，李嘉诚基金会“人间有情”宁养计划

在全国范围内提供给癌症末期病人的全方位免费照顾，就是这种大爱文化的集中

体现。而这些，就是真正的“以人为本”，同中央所倡导的“以人为本”是一致

的。但在落实方面，全方位服务病人这一块，大陆与香港相比，差距却是明显的，

需要奋起直追。 

4、思考了下一步的行动和将来的发展 

培训交流、参观学习，均是为了更好的服务患者。在三天的行程中，也在不

断的思考下一步我们怎么做的问题。不成熟，只提一个方向性的内容： 

（1）坚持参与宁养项目，从这一可持续的“高层次服务计划”（从服务对象

上是社会上最需要帮助的一部分人，从服务实施上是最具有专业性的社会工作服

务）学习我们最需要的医务社工服务技能和管理经验。 

（2）从小事做起推进内地医务社会工作的发展。医务社会工作的进行需要

多方面的条件，如人才培养、政策扶植、意见领袖的影响、实业家的资助、义工

的全力配合、医护人员的配合、资源的整合利用和发掘方面等等，但实务的开展

却是不能等这些条件完全具备了才做的事情。需要的是现在就做，从小事，从一

点一滴做起，一步一步的去改变、去影响。这是我们的责任。 

（3）实务推进和文化建构并进。无论是宁养计划还是整个医务社工，实务

是基础，但是项目的持久性根本上要取决于助人文化的建构。从香港同仁那儿，

我们看到的那种开拓精神和助人意识，那种对于案主的爱，那种对于事业的执着，

那种服务的专业性，他们是在做事业、做人生，打动着每一位参访的人，需要我

们学习和推广。宁养理念、宁养文化，助人理念、助人文化的普及和宣传非常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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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要让大家了解我们，更要让大家了解宁养，最终让大家接受一种爱的理念，

人人都献出一点爱，这世界就会变得非常美好。李嘉诚先生用他的普及性的大爱，

影响的不仅是受益者和服务者，还有可能重塑的是国人的观念，影响历史。这点

可能先生也未想过，因为他的爱是无私的。 

（4）机构和高校的合作是个非常好的探索。这次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和

“人间有情”全国宁养服务计划开了个好头，后续如何进一步推进所在高校与宁

养院的合作、宁养理念的宣传等，还需要我们大家共同探讨。 

助人之路，只有起点没有终点；医务社工，任重而道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