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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欲靜而風不息、子欲養而親
不在。」雖是源遠流長的一

句話，然而至今仍有很多人自覺未能
善用共處時間，在父母離世後將餘生
的光陰用在懊悔及內疚。

朋友陳小姐為未能在爸爸離世
的一刻陪伴在他的身旁，否定了一直
照顧爸爸的貢獻，沉溺在內疚當中。
李先生作為長子，同意為腦幹死亡的
母親拔去輸送氧氣喉管後，時常質疑
自己是否做錯決定，活在自責的陰霾
裡。張太因經濟考慮，決定尊重母
親的意願火化後撒灰於花園。但因親
友的竊竊私語，她覺得自己不孝，
沒有為母親找到有瓦遮蔭的地方而感
到罪疚，花費大量金錢去購買大型紙
扎房屋，去彌補內心永不磨滅的歉
疚。王小姐因工作及進修的關係，
沒有很多時間陪伴兩老，及後父親突
然急病死亡，她變得精神彷彿，工
作及進修上不再有動力。何太亦有類
似情況，悔恨當初只顧照料自己的兒
女，而忽略獨居的年老父親，以致
沒發現他中風身亡。她時常問自己，
若早點發現，父親會有救嗎？她便
跌在這永遠得不到答案的胡同內。以
上的例子，並不是鳳毛麟角；在我
們的身邊比比皆是。

在現代社會生活，為「樓」奔
馳的人工作時間長，又要兼顧照料子
女，更期盼盡孝義照顧年長父母，
是名副其實的夾心階層；加上每個家
庭的子女數目也減少了，以往由十多
名子女分擔的責任，現多由少於五名
的子女去面對。儘管年長父母體諒，
但又如何能讓子女好過一點呢？

相信大家都收看過食物及衞生
局在電視上播放的宣傳短片。片中主

角朱維德朱翁的一句：「捉棋同做
人，都要諗多幾步！」，呼籲大家購
買骨灰龕位時要謹慎。此外，亦可
考慮各種處理骨灰的方法，如撒灰於
大海或花園中。

近年，隨著社會對死亡的態度
漸漸開放，為自己的身後事作出妥善
規劃逐漸地變成一種風氣。聖雅各福
群會應被記一功，他們所籌辦的長者
生死教育及開創先河的殯葬旅行團，
在這躍進中扮演著一個重要的角色。
相信很多讀者也曾參加過這些活動
吧！但購買了合法的骨灰龕位或決定
處理骨灰的方法後，是否就能在死後
讓子女安心？

筆者曾與香港大學行為健康教
研中心團隊推行「美善生命計劃」，
當中推展三「囑」概念，相信能減少
孝子們不必要的內疚。三囑為遺囑、
預囑及叮囑。遺囑為死後才生效的安
排，如財產的分配、安葬的方法以

及餘下責任的安排。財產及安葬的安
排能減免子女的猜測，能在傷痛軟弱
時，短時間作出適切的決定。有些
時候，責任的安排也十分重要，特
別是對祖先神位的安排。傳統中國家
庭對侍奉祖先神位視為孝道之一，但
香港居住環境狹窄，年幼孩童又多有
鼻敏感症狀。若兩老死後，歷代祖
先的神位放在子女家中，因燒香拜祭
時產生煙火而刺激孫兒孫女氣管，子
女便陷於孝道與為人父母之道的兩
難。若子女本身有宗教信仰，不能
供奉祖先神位，理性上明白決定的理
據，但感性上亦會有虧欠的感覺。
故此，若長者能事先對祖先神位有所
安排，不單讓自己安心，也能減輕
子女的壓力。即使家中沒有祖先神
位，各祖先山墳的安排也會是個難
題。試想想，在春秋二祭時，要到
港九各墳場拜祭歷代祖先絕不是一件
容易的事。究竟要拜祭對上多少代，
一個清晰的指示也助子女減輕壓力。

預囑者，為當立約者失去判斷
能力或知覺後才生效的安排。這類多
為一些預設醫療指示，如使用心肺復
甦法與否，或接受維持生命的治療與

否。這些吩咐，亦能協助子女在擔
心及六神無主時，能有方向地依循父
母的意願，作出無悔的決定。醫管
局正在草擬預設醫療指示的指引，日
後可能透過醫療人員的協助，與家人
一起商議預設醫療指示，並將意願記
錄下來。更重要的，是讓親友得知
想法，以免對子女日後作出的決定有
所質疑。

三「囑」中最易訂立而又最重要
的是叮囑。它的生效期是即時性，
而範圍亦很廣泛。簡單如對子女表達
欣賞及滿足之感覺，一句：「能做你
的父母，我已感到無憾。」或「你可
算是個孝順仔，不要太辛勞了！」。
然而，傳統上一代社會認為父母不應
稱讚子女，指出其不足之處才能令他
們成大器。故此，現代中年子女常
自覺得做得不足，對父母總有一份虧
欠之心。加上，四五十年代社會資
源貧乏，當時的父母辛勞工作，亦
養成節儉性格。到現在為子女者生活
相對富庶，即使子女願意讓給父母有
較好的生活，父母許多時會婉拒。
對到消費較高的酒樓飲茶會面露不
悅、對舉家旅行的提議作出諸多的推
搪或對子女送贈的禮物轉回子女使
用。這些行徑的出發點乃為子女著
想，然而有時卻成為子女內疚的源
頭，覺得沒有給父母一些好生活。
父母若能欣然享受子女的美意，讓大
家有美好的回憶，及讓子女得知父母
的滿足，這必能讓子女在父母親死
後，不至充斥著內疚懊悔。

中國古代禮儀，在父或母死
後，要守孝三年。穿蓑衣、吃簡單
的食物、住在父母安葬地附近的棚
屋，以報養育之恩。然而，你希望
子女在你離世後能為你守孝三年或是
內疚一世？抑或是，能夠有溫馨的
回憶及你留給他們的智慧，充實及自
信地活出無悔無疚的每一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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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重的孝道

周詳計劃、減少疑慮

減「疚」三寶：

遺囑、預囑及叮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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