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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乳癌患者的心聲：

「我覺得每天的時間過得好漫長；白天等黑夜，黑  

   夜等天亮」

「我好脆弱，好容易灰心」

「我知道要積極，要樂觀，但好難做到」

「我的家人個個都對我好，但我更覺得自己好無 

   用，一些簡單事情也做不到」

「當我逛街時，所有人的眼光都在注視我，我感到 

   周身不舒服」

「平日生活感興趣的事情，我現在一點兒動力也沒 

   有了」

「我成個人也好灰，毫無動力」

「醫生說我的病情進展良好，藥物對我也適合；但 

   我總是心情低落，想不到好的事情」

當疾病來臨，身體上固然不適，但心靈上的煎熬有

時更難以啟齒。說出來像自己好脆弱、不說的因

怕家人擔心、以致自己越來越感鬱結、焦慮、難

受……；內裡頭隱藏了許多負面情緒，好想好想說

出來，但又有許多顧忌和限制。這時候，作為輔導

員，有時可以做的，可能就是細心聆聽，感同身受

患者的痛苦；到適合時機，才作出恰當回應，好使

患者能有力量面對此時此刻的疾病和往後生活。

從輔導中，經驗過患者的高低起跌，體會到怎樣的

說話能帶給患者有力量。以下就把過去的經驗歸納

些小點子，與大家分享。

(本文章摘自中心通訊﹕2016年秋季。文章未經許可，不得翻印或轉載。)

與患者同行之路

1. 細心聆聽

試試設身處地專注於患者的病況，感同身受若然自

己患上同樣的病情，自己會有怎樣的感受和想法，

會有怎樣考慮和掙扎，好壞也考量。經過考量後，

才給予患者回應，你可能發現到自己的心更能貼近

多一點患者處境。一個能將心比己的關顧者，卻不

會把自己認為最好的，加在別人身上；反之會懂得

明白諒解，讓患者有空間渲洩內心感受，而又不懼

怕被關顧者拒絕。其實患者能自然地在人面前流露

病患的情緒感受，其實已是對患者的一個很大支

持。

2. 恰當回應

有些親友會忌諱提到一些名詞，如：「癌症」、「

死亡」、「無收入」等，因不知提及這些名詞，患

者會有何反應，又或親友會假設提及這些名詞會令

談話觸景生情，故此害怕提起。試想像你自己就是

患者，現在確實面對這些困難，但卻沒有人敢同自

己分憂時，自己會有怎樣的感覺呢？孤單、被拒、

絕望、害怕的感受可能湧上心頭，因此部份患者可

能因著未能講出內心深處，情緒變得鬱結，因而產

生其他情緒問題。所以，觸景生情是沒有問題的，

只要患者願意談到自己的病時，親友就不妨勇敢聆

聽，適時給予拍拍膊和點點頭；若然患者仍繼續分

享，當然就由得對方，待適合時候，又可提到一些

可能會發生的處境，如：對工作的影響、照顧孩子

的影響等；試試患者水溫，若患者願意提到或表示

都有這擔心，這就確切關顧者的考量，那麼關顧者

就可以再深入談論。請謹記「聆聽」勝過「問題解

決」！患者在患病時刻，會明白他們的困擾是不能

即時解決，畢竟病患是需要時間治療和康復，是急

不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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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尋求幫忙

香港人生活忙碌，每天要處理的事情多不勝數。當

家人患上重病，一下子作為關顧者的你，除要處理

自己和患者的感受外，也要搜尋適合的資訊和治

療。這時候，請你記住：「許多事情，你覺得不認

識和束手無策，這是正常的反應，你是需要尋求幫

忙的」。現在網上的資訊豐富，且各公營醫院和私

家醫院都設有病人資源中心或諮詢服務。只要你願

意聯絡，這些服務的專業人員都會樂意與你談論有

關問題。

      (病患心理輔導
紓緩病人及照顧者的情緒

負擔，詳情可致電本中心 

2339 5812 了解更多。

4. 貫徹委身

患病之路可以是漫長的，當中要視乎準確診斷、排

期輪候、適合治療、身體復原等情況，過程中患者

的心情可以像坐過山車般，上上落落。因此，患者

很需要身邊人對自己全然委身，與自己同行面對患

病的歷程。從起初發病到身體逐漸復原，這一段路

看起來是漫長，但是亦有無數的家人與患者同行

中，經歷不一樣的親密關係，重新感受到對自己的

重視和愛的流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