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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口不斷老化已成趨勢。據
香港政府統計處資料推算，65

歲及以上人口的比例將由 2010 年的
13%，顯著上升至 2039 年的 28%，
屆時每 3 個人中就有一位是 65 歲以
上的長者。人口老化主要原因之一是
人均壽命延長，截至 2012 年，香港
女性的平均壽命為 86 歲，男性的平
均壽命是81歲，為世界首位。然而，
活得久，不保證活得好。傳統「五福
臨門」，不是「長壽」那麼簡單。

隨著年齡增長，長者罹患慢性
病的比率增加，繼而增加醫療開支，
亦對現有醫療、長期護理及臨終紓緩
服務系統，構成巨大的需求及壓力。
因此，如何優化現有醫療系統以提高
長者生活質素、協助他們在生命終結
時能有尊嚴地離去，成為政府發展可
持續長者醫療服務的大前提。政府一
向制定的安老政策以儒家孝道為基
礎，除了提倡「老有所養、老有所
屬」、提醒子女有責任照顧父母、供
養父母外，亦強調「居家安老」，鼓
勵長者盡量留在熟悉的家居及社區環
境養老，以維持他們日常社會生活，
同時加強鄰舍之間的支持和幫助。顯
然地，傳統責任和孝道是推動香港長
者服務其中一大支柱。

孝道是儒家傳統文化中，組織
家庭關係和社會結構的重要價值之
一。孝道定義父母和孩子之間的職責
和義務，以維繫家庭中的輩分、促
進跨代的互動，以及作為個人尊嚴和
社會凝聚力的基礎。孝道也是一種生
活方式，其中團體先於個人，而長
輩不僅是透過單一行為上得到照顧，
而且也須通過尊重、表彰和服從來體
現孝道。因此，權力關係、絕對服
從和義不容辭的責任結合，形成了傳
統孝道的態度和實踐的精髓。然而，
從訪問本港成年子女照顧者的過程
裡，我們發現這種思想模式在現今社
會中已逐漸演變。

傳統孝道講究權威，要求子女
對父母的要求絕對服從。然而對受訪
成年子女照顧者而言，對照顧臨終父
母時，能夠討論和分享雙方的需求和
關注是十分重要－「我覺得我有責任
在我的父親生病後照顧他……我們
討論了有關我請長假，留在家關心他
的事。我們亦一同制訂了一個計劃，
以支持家庭的經濟…… 他（父親）表
示非常讚賞和感謝，我相信我們的家

庭關係會因此變得更牢固。」
〈Andrew、30 歲、照顧 64 歲

父親〉

傳統孝道著重子女單向的服
從。然而在生命晚期時，很多長者
仍希望能夠為家庭日常生活中提供某
程度上幫助和支持。這種雙方的互動
支持而獲得的成功感，往往令病人對
自我感覺及臨終尊嚴大大提高 — 

「即使我媽病了，她仍花時間與我的

兩個女兒一起，在我出差時照顧她
們…… 這真的幫了我很多，而我認
為某程度上，這也讓她感到更快樂和
更受尊重。」
〈Suze、44歲、照顧61歲母親〉

傳統孝道認為照顧年邁的父母
乃為子女義不容辭的責任。但在本港
成年子女照顧者的眼中，真正的孝道
不僅建基於義不容辭的責任，而是源
自於對父母的慈愛 －「在我父親最後

的日子照顧他，是我一生中所做過最
有意義的事。我這樣做，不是因為
我覺得欠了他過往為我所做的，而是
作為表達我對父親的愛和欣賞的一個
實在的證據…… 是的，作為他的兒
子，我有責任照顧他，但這並不是
因為我被迫，而是因為我想。」
〈Ming、38歲、照顧68歲父親〉

儘管儒家孝道仍為現今香港家
庭凝聚的主要動力，當中實踐孝道的
方式已逐漸演變，取而代之的是強調

父母子女雙向溝通及互動支持的平等
主義態度。在臨終照顧裡，成年子
女依舊服從父母，但亦會同時提出和
分享自己想法及需要，以制定最合適
患病長輩的照顧方法。此外，原來
將照顧年邁的父母視為子女義不容辭
的責任，不但不足以維持孝道，更
可能加重照顧者的負擔。相反，當
子女能夠真正理解死亡帶來的痛苦
後，更能燃起與生俱來對親人的愛和
奉獻去照顧他們的患病長輩。

總而言之，在決定照顧模式
時，無論是患病父母或是成年子女
照顧者都有需要坦誠表達彼此的需
要及顧慮。此外，在計劃安老服務
政策上，應以一個能以平衡臨終尊
嚴、家庭完整性及服務可持續發展
性為目標的照顧模式作藍本。在香
港，儘管政府在過去十年將以家庭
和社區為基礎的服務擴展到面對臨
終病患的家庭，全職的居家護士人
數少之又少，遠遠不足以應付急劇
增長、罹患慢性病或臨終的老人家。
此外，現時居家護士提供的服務種
類過於著重控制疼痛和症狀管理，
難以支援臨終病患照顧者的心理和
精神壓力。因此，除了擴大居家護
理服務外，政府必須進一步發展社
會工作專業去提供初級紓緩治療服
務，以及重要加強各醫院和社會服
務機構之間及其內部的多專業協調，
使年老的臨終病人及其家屬可在社
區使用有銜接性的一站式臨終護理
服務，以促進「居家安老」的概念及
實行。

人口老化是一個全球性的現
象。照顧老年患者不僅是香港要面對
的關鍵問題，亦是世界各地每個發達
國家要處理的議題。隨著孝道通過互
惠、慈愛和情感聯繫的表彰日益普
遍，當代中國家庭的照顧經驗可以不
分種族和民族地，作為紓緩治療發展
的指引，並支持及維護所有面臨死亡
的家庭的尊嚴。「五福臨門 」的抱
負，是以「善終」先為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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