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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最美是回憶 

黎卓琪 職業治療師 

 

最近一部賣座電影《玩轉極樂園》內容講述關於靈界的家族團聚及當下親情

的衝擊，令人感動落淚。劇中主角米哥為了挽救瀕臨「最後死亡」邊緣的太太公

阿德，奮力喚醒太婆 Coco對自己孩童時爸爸阿德的記憶。墨西哥人認為人死後，

靈界的生命延續，是需要依靠仍活著的人對他們還存在的記憶，這樣將來才能與

陽間的親人再重聚。 

最後太婆 Coco重拾了兒時的回憶，更為家族成員帶來破冰的溝通機會，化

解了多年以來的怨恨情緒，使各人對往昔的人和事都重新體味了! 

這部電影講述親情的核心價值，激起了觀眾的思考，同時提醒我們，快將被

遺忘的回憶其實也是構成我們生命的一部分。從懷抱過去到思想未來，使我們體

會到生命或精神的延續性。 

 對於認知障礙症患者來說，他們的記憶每天都在一點一滴地流失。他們恐懼

不安，日常生活充斥著無助和挫敗感，負面情緒不斷地蠶食他們的生命，直至終

結。 

慶幸「懷緬治療」是其中一個積極的出路。治療能協助患者在過去的回憶當

中，尋回自己與親人曾經維繫的親密感和經歷，甚至預備面對生命的盡頭。猶如

電影主題曲《Remember me》，中文版為《請記住我》，其中歌詞：「Remember me，



趁未忘記了彼此，一點差池，掠過就似葉落，如緣慳不見也為著留低我句或字，

唯求這歌叫你日夜，記起一些最初…，世界變化太快也有這首歌，唱過聽過每片

記憶中有我，你我變老太快也有這首歌，也算有愛過…」。 

 每一段回憶都代表著生命的印記，「懷緬」是讓患者找回人生中缺失的那塊

拼圖，讓他們再次展現自己生命的角色。 

主 角 米 哥 的 太 太 公 最 後 靠 米 哥 在 太 太 公 的 女 兒 Coco                                                                                                                                                                                                                                                                                                                                                                                                                                                                                                   

面前唱出《Remember Me》，使她記得爸爸，讓太太公可以活下去。（《玩轉極樂園》

電影官方劇照） 

 

懷緬治療 

懷緬治療是藉回憶對過往的事物及經驗重新整合及體驗，為參與者在情緒、

認知功能、生活的滿意程度及自我形象方面帶來正的影響。在懷緬的過程中，可

以運用恰當的「引導物」來觸發記憶，例如舊相片、懷舊音樂、懷舊服飾、舊傢

俱、昔日的生活用品等，從而打開話匣子。治療的過程能鼓勵參與者有效運用剩

餘的認知能力，從而推遲大腦功能退化。 

 在治療的不同階段，職業治療師會採用不同的形式來進行懷緬活動。例如在

醫院、院舍或活動中心，治療師較多使用小組式進行活動。因為懷緬可被視作社



交活動的一種，能避免了強迫長者參加治療。利用懷緬小組亦能鼓勵參與者一起

回顧生命的歷程，並透過組員之間的互動，讓參與者以不同的角度來面對往事，

從中肯定自己過去的付出和貢獻。部分機構更會設立「懷舊閣」，目的是借助環

境的佈置去營造一個易於懷緬的氣氛，讓參與者可以更立體地投入懷緬主題。 

 

 

  

即使在長者的家中亦可以個別面談或家庭聚會形式進行懷緬活動。在職業治

療師適當的指導下，家屬也可把懷緬活動應

用於生活及日常交談之中，藉此把長者與現

實生活連結起來。例如逛街時路過「天星碼

頭」，便可以談論以往有關的回憶或歷史，

從而打開話題。又例如在中菜飯店吃豬腳薑

時，可利用視覺、味覺和嗅覺來引發長者分

享自己的家鄉小吃或兒時生活。此外，職業

治療師亦可以把懷緬活動個人化及恒常

化，來幫助家屬更容易地掌握活動內容。例

把房間佈置成較生活化的環璄能更容易引發長者的記憶 (位於青山醫

院職業治療部的「懷舊閣」) 

治療師指導家人與認知障礙症患者一同製作屬

於長者獨一無二的照片故事集。 



如鼓勵家人與長者一同製作屬於他們的照片故事集。透過翻閱舊照片作為引子，

帶領長者與家人分享過去與照片有關的感受、意義和回憶，並增強彼此的溝通和

連系，以延續患者在個人經歷，甚或家庭角色上的體驗。家人可以重復地與長者

閱讀故事集，把它成為一個恒常而有意義的活動，以減少部分認知障礙症患者因

欠缺日間活動而出現的行為與心理症狀。 

個案分享 

【被遺忘的杏林中人】 

 「我以前在港大帶很多學生，我是中醫博士畢業的……」，張先生用他剩餘

的語言能力向家訪的職業治療師說出他過去的成就。因為患上初老期認知障礙

症，身體狀況急促惡化，他早在六十中旬便被逼終止行醫生涯。「他又說這些，

看來他還要跟你說好一段時間呀。」張太一臉無奈，不耐煩地聽著丈夫失去重點

而又重重復復的說話。 

每天不間斷地照顧丈夫，由起居飲食、梳洗、穿衣、外出覆診等，張太都是

疲於奔命。六年間，張先生由一位身穿白袍、受人敬仰的中醫師變成一位需要二

十四小時看顧的患者。張太形容丈夫性情大變，即使已失去大部分自我照顧的能

力，他仍堅持要自己獨立完成日常起居的活動。每當張太嘗試阻止或提供幫助，

便會刺激他的情緒，令他變得暴躁並出現敵對的行為。張先生亦因為欠缺有意義

的日間活動，而半夜經常在家中漫無目的地遊走。 

當丈夫的記憶只是停留於過往零碎的片段，妻子就已經被每日實際的照顧工

作淹沒掉。兩夫妻不再像以往般有質素地進行對話，剩下的只是沒有意義的互相

角力。 

 



【由觀眾席重返舞臺】在回憶裏尋找自己 

離開了熟悉的中醫館，還有藥材、手寫藥方、把脈軟墊……，張先生不但失

去了醫師的身分，也失去了自我肯定的價值。勞碌大半生曾投入的工作，卻消失

於受認知能力衰退而不斷縮小的世界。 

治療師細心瞭解張先生的背景和機能衰退的情況後，借助了不同的「引導物」

來觸發他的情緒及記憶，並開始聆聽著他的人生故事。手上拿著當年撰寫的中醫

學博士論文，他笑顏逐開地急忙向治療師展示，「我以前就是做這種工作。」雖

然簡陋的句子已經不能再清楚地說出當中的典故，但是從那本厚厚的論文、硬皮

釘裝、並印上燙金的字，這位老中醫師曾擁有的卓越成就經已一目了然。 

「桑寄生、防風、半夏、白芷……」治療師取出真實的藥材和名字牌，邀請

張生一邊讀出藥材名稱，一邊配對面前的藥材樣本。他執起藥材往鼻子一嗅，每

種藥材散發出獨特的氣味，感覺既熟悉又似陌生，彷佛時光倒流到以前贈醫施藥

的懷念日子了。儘管已忘記了大部分的藥材，他還是樂於投入配對名牌的過程。 

張先生翻閱著相片簿，當看到一張中醫館開幕的舊照，再度喚起昔日濟世為

懷的回憶，禁不住熱淚盈眶了。抺過淚水，他指著相片中很多在他印象中熟悉的

面孔，繼續慢慢細味前塵往事。「照片中這個人是你的工作夥伴嗎？當時身處何

地？你們在做甚麼？以往讀醫是怎樣的？」治療師順應著他感興趣的照片去追

問，耐心地聆聽他談論以往如何排除萬難，一步一步走過充滿挑戰的歲月。從他

的分享，可見他的自尊和自信心再次提升。感恩張生的心田得著澆灌，重拾朝氣！  

從師徒制的醫術傳承到結婚、生育孩子、修讀博士，張先生與治療師分享的

主題橫跨不同年代，涉獵人生不同階段的歷程。在每次進行懷緬治療，家人和治

療師的焦點全都停留在張先生身上。而當下這刻，他不再是平日活在迷惘中，只



能被照顧的人，而是一位能夠給予身邊人講述歷史的專家！ 

每個生命都有一出獨一無二的劇本，他是自己人生的主角，亦是擔綱獨特經

歷的演出者。相信透過治療師耐心的引導及聆聽，定能幫助主角再次踏上舞臺演

出，展現自己人生每個最美、最關鍵的時刻！ 

【共偕白首】重拾親密關係 

經過數十次的懷緬治療，張太和其他家人都開始掌握懷緬活動的應用技巧。

治療師除了示範如何在活動中引導張先生投入過程，亦鼓勵家人讓他自然地表

達，去肯定他的感受。治療師透過活動來現身教導張太適當的溝通技巧，提醒張

太即使張先生表達的說話內容與事實不符，也切忌立即否定或與他爭辯。 

為了使活動能持之以恆地進行，治療師與家人一起為張先生訂立每天規律化

的活動時間表，使治療活動能成為他生活習慣的一部分，減少他因為適應新轉變

而出現的行為與心理症狀。而活動日誌亦有助家人跟進及具體實行居家治療活

動。 

張太慢慢體會到如何運用適當的溝通技巧來配合懷緬活動，便能在輕鬆的氣

氛下與丈夫再次連系起來，把時間留在有質素的對話和相處。丈夫一邊暢談往

事，太太一直坐在旁邊，時而探身為他整理儀容，互相依偎向著對方微笑。在張

太眼中，雖然認知的殘缺為彼此的生活帶來許多轉變，但丈夫仍舊是那位滿有抱

負、熱愛家庭的中醫師！ 

 

結語 

 職業治療師在懷緬治療中擔任著重要的角色。除了評估患者的能力及需要、

選擇合適的治療形式及媒介外，更需要把當中的技巧傳授予照顧者或家人，讓雙



方面都能切身體驗懷緬的力量。進行懷緬活動時所帶來片刻的歡愉，對患者和家

人來說都是很有價值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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寵物機械海豹（PARO）於認知障礙治療的應用 

薛樂敏 大埔醫院職業治療師 

引言 

機械人輔助治療能有效減少認知障礙患

者的行為和心理症狀（BPSD），改善情緒，並

促進患者的社交互動和交流（Bemelmans R.

等，2012）。如圖 1所示，寵物機械海豹 PARO

在過去十年已經在各個國家應用，並取得積極

成效。然而，目前有關機器人治療於香港的應

用有限，其治療效果及相關資料亦甚少刊載。 

有見及此，沙田醫院老人科日間醫院開展了一個試驗計畫，研究竉物機械海

豹 PARO 如何有效穩定認知障礙患者的情緒，增加他們參與活動的主動性，以及

促進他們的社交能力。 

 

研究方法 

研究專案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 - 職業治療師制定每次使用 PARO作治療

的內容及標準程式;第二階段 - 職業治療師從沙田醫院老人科日間醫院的病人

中挑選患有認知障礙及出現行為和心理症狀的患者以個人（圖 2）或組別模式試

用治療（圖 3）。第三階段為檢討階段，在這一階段，職業治療師會利用標準化

圖一︰寵物機械海豹 PAR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