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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爾斯親王醫院精神科醫生 

 黃德舜醫生 

      

     早前和本快訊的編輯委員開會，他們告訴我，原來有不少

讀者都有留意和讚賞近幾期的畫作，相信作畫的人知道後，

定會很高興！ 

 

今期的快訊，我們邀請了兩位醫生執筆。精神科專科醫生黃

啟初醫生寫了一篇「數學與精神病」。劉言（筆名）醫生寫

了一篇「自殺的三種助燃劑」。 

 

另外，李金枝資深護師訪問了社會福利署元朗區福利專員林

偉葉女士。林女士分享了關於長者服務的資訊。 

 

九龍醫院精神科徐漢明護士分享了三篇笑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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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言醫生  (筆名) 

     自殺是一個全球人類的困擾，它是難以預測，也難以預防的悲劇。作

為精神科工作者，更加不能避免遇上這些個案，可是醫護人員不是神

仙，根本不可能預知未來。然而我們雖不能預測自殺，但可以理解這心

理。 

 

     有預謀的自殺需要三種情緒助燃，包括焦慮、哀傷和絕望。如果大家

曾經偶遇過這些情緒，就明白它們的破壞力相當巨大。 

 

     有關焦慮，是壓力下的一種反應，都市步伐急促，競爭激烈，人人都

承受著壓力；有關哀傷，是人面對喪親，或者自身面對死亡的痛苦情

緒。根據 Kübler-Ross 的理論，這可以分做五個階段，包括否認、憤

怒、談判、抑鬱和接受。五個階段可以反複出現。有關絕望，心理學家

Viktor Frankl 把絕望定義為「無意義的痛苦」(Suffering without 

meaning)，在承受痛苦的同時，如果找不到生存的意義，自殺的念頭往

往會繞上心頭。 

 

     以上三種自殺的助燃劑，並非缺一不可，每一樣情緒都會帶來毀滅性

的想法。然而這些想法並不罕見，每天生活上的挫折、困擾和空虛，都

或多或少帶來這些情緒。一 旦身邊的人出現自殺的念頭，先別把他們蓋

上懦弱、麻煩等等的標籤，其實凡塵眾生都會有情緒，感受一下他們的

所思所感，多一重的理解，會帶來多一層的同理心。 

 

 

  

自殺的三種助燃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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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言醫生  (筆名) 

     我們無辦法令自己永遠暢快寫意而毫無困擾，一扭開新聞和收音機，

都盡是令人傷感的新聞和使人心痛欲絕的苦情歌。但是我們可能理解這

些情緒，控制這些情緒。如果困擾難擋，就要尋求醫生的意見了。  

 

 

 

  

自殺的三種助燃劑 

 

哀傷和損失 

(Grief and loss) 

 

 

 

 

焦慮 

(Anxiety) 

絕望 

(Hopeless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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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啟初醫生  

精神科專科醫生 學位統計師  

     數學與精神病似乎是兩樣風馬牛不相及的東西，除了它們同樣有數千年的

歷史外，在歷史上，它們也不時擦出火花。以下我們舉兩個例子。 

 

     費馬最後定理與抑鬱症。大家也許聽聞過費馬最後定理這條在 1637 年費馬

自稱已經證明的定理，但他並沒有寫下一個完全的證明。幾百年來，不少職業

的或業餘的數學家都想做出這個證明。其中一個是德國的佛爾夫斯克。佛爾夫

斯克本來是一位醫生，後來患上多發性硬化症而轉做商人，而他也是一位業餘

的數學家，費馬最後定理是他心愛的一條題目。傳說，有一天他在感情上遇到

挫折，結果他萌生了自殺的念頭。當他在案前準備遺書的時候，他發現他還未

完成有關費馬最後定理的手稿，他又被這手稿吸引了，埋頭研究，竟然忘記了

自殺的想法。他覺得費馬最後定理把他從死亡的邊緣拉回來，在 1908 年他宣

布以十萬馬克為獎金，獎勵在一百年內能夠做出費馬最後定理的完全證明的

數學家。最後，獎金在 1994 年由英國數學家懷爾斯奪得。除了獎金外，懷爾

斯也奪得菲爾茲獎。對佛爾夫斯克來說，數學除了救了他一命外，也減輕了抑

鬱對他做成的痛楚。 

 

 

 

  

數學與精神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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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啟初醫生  

  精神科專科醫生 學位統計師  

     數學與思覺失調。在 2001 年由羅素高爾演出的「有你終生美麗」，除了奪

得四項奧斯卡金像獎外，他也演活了天才數學家、博奕論的創建者 – 納什博

士的一生。這位思覺失調患者的數學才能並非個別的例子，因為數學家的思

考方式通常往往會超越現實，與思覺失調患者的思考方式有異曲同工之處。

另外，有一位無人不曉的科學家也曾有患上思覺失調的經驗。他是微積分的

創建者 之一 — 英國的牛頓爵士。在他完成在物理學的研究後，他開始轉向研

究錬金術，這可能使他出現重金屬中毒的現象，而使他在五十歲那年出現思

覺失調的現象。但在十八個月後他便完全康復，往後他還成為英國皇家學會

的會長，及與德國的萊布尼茲展開一場在科學史上著名的有關誰是微積分創

建者的論戰。思覺失調的經歷似乎沒有對牛頓做成影響。 

 

 這只是有關數學與精神病的一些小故事。 

 

 

 

 

 

 

 

 

 

 

(由瑪麗醫院馮穎心資深護師提供)  

  

數學與精神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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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偉葉女士是社會福利署（社署）元朗區福利專員，林專員在不同崗位

從事社會工作超過二十年，對長者的需要及社會政策有深入的了解，令筆

者在今次訪問中獲益良多，以下是我們是次訪問的對話與大家分享。 

 

問: 社署在長者服務的使命是什麼? 

答: 社署在長者服務上是以三個大原則為發展方向，它們包括 「老有所

屬」、「老有所養」及「老有所為」。「老有所屬」是令社區成為長者熟

悉的地方，讓他們生活在一個安全及被接納的環境；「老有所養」是為長

者提供適切的照顧，包括為經濟有困難的長者提供支援，為有照顧需要的

長者安排住宿服務等；「老有所為」是協助長者自我增值及發揮所長，造

就他們貢獻社會，創造豐盛晚年。 

 

問: 你認為香港長者在生活上面對什麼困難? 

答: 長者在生活上的困難並不是單單長者需要面對，整個社會、家庭及照顧

者亦需一起面對。香港近年的人口政策已多次提及人口老齡化的情況，到

二零四一年，每三個人當中便有一位長者，加上家庭模式改變，造成更多

獨居和二老家庭，引致支援、照顧及經濟等問題；香港長者的平均壽命差

不多是世界之冠，很多長者都會因配偶離逝而變為獨居，在此情況下，長

者的身心都需要支援。針對上述現象，社署會以宏觀和微觀的方向去處理。

宏觀是在政策及資源上作配合，微觀是關顧長者們的實際需要。 

 
 
 
 
 
 
 
 
 
 
 

  

 李金枝 

青山醫院老人精神科資深護師 
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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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金枝 

青山醫院老人精神科資深護師 

問: 社署在設計長者服務上有什麼想法? 

答: 社署主要根據「老有所屬」、「老有所養」及「老有所為」三大原則作

為發展長者服務的方向。因應家庭結構、照顧模式及長者需要的改變，近

年社署在長者服務設計上加入了一些新的概念。 
 

     例如在「老有所屬」的發展方向上，政府在二零一三年推出『長者社區

照顧服務券』，以 「錢跟人走 」、 「能者多付」這概念，令長者可因其

經濟狀況及需要去選擇更到位的社區照顧服務。此外，為提升長者中心設

施和支援服務，政府在二零一四年將長者活動中心全面提升為長者鄰舍中

心，並增撥資源加強長者中心人手，增加外展探訪及輔導服務，從而加强

對隱蔽長者的支援，令居於社區的長者得到更全面的照顧。政府亦在今年

三月起增加 1500 多個『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名額，令更多居家正在

輪候院舍的體弱長者，得到更貼身的照料。 

 

     在「老有所養」的發展方向上，政府近年以多管齊下的方式增加院舍宿

位供應，包括於二零一三年推出的『私人土地作福利用途特別計劃』，鼓

勵社福機構通過原址擴建或重建現有設施，增加安老及康復服務名額；於

二零一四年推出的『廣東院舍住宿照顧服務試驗計劃』，為正在中央輪候

冊上輪候入住資助護理安老宿位的合資格長者提供更多選擇，讓他們可選

擇入住由香港非政府機構在廣東營辦的兩間安老院，分別為：(1) 由香港

復康會在深圳鹽田營辦的香港賽馬會深圳復康會頤康院；及 (2) 由伸手

助人協會在肇慶高要白土鎮營辦的香港賽馬會伸手助人肇慶護老頤養院。

政府更委託香港大學就推出『長者院舍住宿照顧服務券』進行研究，亦已

預留八億元，於二零一五至一六年度起的三年內，分期推出共三千張服務

券，以 「錢跟人走」及「能者多付」的概念，令長者因應其經濟狀況及需

要去選擇更合適的院舍照顧服務，並紓緩對服務需要的壓力及縮短輪候時

間。 

  

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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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金枝 

青山醫院老人精神科資深護師 

     在「老有所為」的發展方向上，政府以推廣積極樂頤年為目標，讓長者透過

善用各種機會保持健康，積極參與社會事務並得到保障，以提升他們的生活質

素。當中措施包括： 

 

(一)        社署自一九九八至九九年度開始推行的『老有所為活動計劃』，透過

資助社會服務機構、地區團體、學校及義工組織，舉辦各式各樣的長

幼共融活動，推廣老有所為的精神及提倡關懷長者的風氣；在二零一

四至一五年度，計劃共資助 276 項活動。記得有一次我在其中一個活

動後與一群年青人交談，他們分享目賭長者設計的展板及與他們合作

後，發現長者充滿人生智慧及活力十足，改變了他們過往對長者的負

面想法，我感到非常高興，亦肯定了計劃的成效； 

 

(二)       由勞工及福利局與安老事務委員會於二零零八年開展的『左鄰右里計

劃』，由長者主導，透過跨界別合作，於鄰舍層面發展支援社區的關

愛網絡，推廣積極樂頤年和愛老護老的信念； 

 

(三)       由勞福局推動，支援學校與社福機構合作，讓長者持續進修的『長者

學苑』。現時全港共有 121 間長者學苑。政府於二零一四年三月向『長

者學苑發展基金』再注資 5,000 萬元，優化課程發展及導師培訓等，讓

長者與時並進，創造豐盛晚年。 

 

 

 

 

 

 

 

  

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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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此以外， 社署亦鼓勵長者積極參與社會事務，善用自己豐富的人生經

驗及專長，繼續貢獻社會。例如在元朗區每年舉辦的『愛心滿鄉郊活動』，

都會邀請不同的義工團隊，包括長者義工，進行鄉郊探訪活動；又如在過年

兩年在元朗區推行的『長者友善社區計劃』，組織長者進行社區考察，從發

掘、建議改善方法及跟進工作等都是長者親力親為；還有每年舉辦的『元朗

區傑出義工選舉』，嘉許對社會有貢獻的長者義工…等等。 

 

     與此同時，政府為鼓勵長者多參與社區活動以保持身心健康，亦不斷提升

各種福利和津貼，例如『長者咭計劃』、『長者及合資格殘疾人士公共交通

票價優惠』、『長者生活津貼』…等等，鼓勵長者積極投入社區活動。 

 

問：現時在元朗區有沒有什麼提升長者精神健康之服務計劃？ 

答：政府過去持續增加資源予全港十八區共二十四間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

心。至今，每年投放予有關中心的資源達二億五百多萬元。在二零一五至一

六年度，政府會增加綜合社區中心的社工人手，同時加強支援居於社區的精

神病康復者和懷疑有精神健康問題的人士及其家人或照顧者。亦會探討推

行先導計劃，由受訓練的精神病康復者在社區精神康復服務單位作為「朋輩

支援者」，分享復元經驗。元朗區兩間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均有提供提升

長者精神健康的服務及舉辦相關活動，包括小組及發展性活動，助長者建立

正面人生觀、積極對抗逆境及加強支援網絡。 

 

 

訪問 
李金枝 

青山醫院老人精神科資深護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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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關顧長者精神健康外，現時全港有超過二百間津

助長者中心為長者提供一系列服務，包括探訪、情緒支援、輔導及轉介，特別

是獨居及隱蔽長者，元朗區共有十間長者中心提供以上服務。此外，元朗區內

六間由社會福利署及受資助非政府機構營辦的綜合家庭服務中心亦提供多元化

服務以回應特定服務地域範圍內的個人及家庭(包括長者)的多方面需要。中心

亦與區內兩間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緊密合作，提供適切的輔導及情緒支持服

務予有需要的長者。  

問: 社署在長者服務的願景是什麼? 

答: 政府十分重視長者。為回應人口老化帶來的挑戰，香港的安老服務近年正迅

速發展，而政府在安老服務投放的資源亦不斷增加。就最近的財政預算案所列，

於二零一五至一六年度而言，社署用於安老服務的開支預算為 66.7 億元，較二

零一四至一五年度 59.8 億元的修訂預算增加 11.4%，亦較十一年前（二零零四至

零五年度的 32.1 億元）增加超過一倍。 

 

政府亦一直積極面對香港人口老齡化的情況，並已委託安老事務委員會就安老

服務長遠計劃方案作全面性研究，他們透過五個聚焦小組，包括社區照顧服務、

護老者服務、院舍服務、老有所為計劃及其他支援服務單位吸取意見，同時亦會

透過分析老年人口數據、健康情況、壽命、生活條件、政府現行政策及財政承擔，

制定一個更全面及持續性的安老服務長遠計劃。希望在「居家安老為本，院舍照

顧為後援」的政策下，致力為有需要的長者提供優質和具成本效益的長期護理服

務。也可讓長者將擁有豐富的經驗、知識及技巧，傳承下一代。 

 

 

 

 

  

 

  

訪問 
李金枝 

青山醫院老人精神科資深護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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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金枝 

青山醫院老人精神科資深護師 

 

問: 最後，請分享一下你對多年來從事長者服務的感受和意見 

答: 我過往曾於不同工作崗位從事與長者服務相關的工作。回顧過去至近年，

長者的需要及服務發展隨着社會文化、家庭結構模式的改變，也有顯著不同。

以往長者較希望獲得經濟援助及照顧服務，但近年長者亦同時關注身心靈的

需要，希望能傳承智慧、活得豐盛及貢獻社會，所以政府的長者政策及服務

發展亦以靈活及多元化、適時回應長者人口概況、需要及具備前瞻性為重要

方向，使長者能安享晚年。過去政府一直不斷增撥資源於長者服務上，相信

大家也有目共睹。我們希望透過發展更多元化及到位的服務，讓長者有機會

多參與及選擇適合自己的服務，活出積極人生。我們亦關注護老者的需要，

故此除現行支援例如訓練課程及護老者津貼外，亦會加強暫顧及家居配套服

務，相信可以減少護老者的壓力。其實長者及護老者的精神健康亦是我們的

關注，所以社署多年來致力透過發展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服務及持續增撥

資源，鼓勵跨界別協作，令長者得到更專業的精神健康服務。我期望社會各

界能攜手合力，提倡長幼共融，締造一個友善關愛的環境，讓長者真正能「居

家安老、活得豐盛」。 

 

  

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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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漢明 

九龍醫院精神科註冊護士 

第一篇 

     李先生向張先生詢問：「張先生你上月到記憶診所接受治療進展怎樣？」 

 

     張先生回答道: 「非常有幫助，中心教導我們最新的心理技巧，感官認知和

身心反應，令我有脫胎換骨的感受！」 

李先生說： 「真為你開心！你接受治療那間記憶診所叫甚麼名字？好等我也

光顧。」 

 

     張先生想了很久，總是記不起。突然間，他若有所晤地指著身旁的鮮花滿

面笑容地問道:  「這種長柄鮮紅色長滿刺針的鮮花叫甚麼名字？」 

李先生回答道: 「這叫玫瑰。」 

 

     張先生立即向著他的太太說: 「玫瑰，我光顧的那間記憶診所叫甚麼名

字？」 

 

第二篇 

     一個從鄉下到大城市尋找工作的年輕人到百貨公司買西裝準備面試，一名

兼職女售貨員一臉傲慢的態度，挖苦的說話說: 「這些名牌你是買不起、穿不

襯的，你還是去小舖購買吧！」 

 

     年輕人忿然離去，不久回來找女售貨員理論，驚動了經理到來了解；售貨

員立即道歉並說: 「我是一個心理學的準大學畢業生，剛才我對你的一切是一

個實驗，研究人們在被歧視時的尷尬反應！」 

年輕人立即大聲地對著售貨員回應說： 「妳那頭飾還掛著價錢牌，像妳一樣，

只值區區數元而已！」 

 

  

精神科笑話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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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因為驚恐自己睡床床底有多隻怪物，志偉因此接受了心理分析治療醫生

四年的治療，但是他仍是嚴重失眠。更壞情況是他知道自己沒有進展，他決

定停止接受治療及尋找其他方法。 

 

     數週後，心理分析治療醫生在超級市場遇見了志偉，他發覺志偉非常平

靜、歡容及充滿力量。志偉向醫生說: 「醫生；我很快樂，我的病痊癒了！」 

醫生回答: 「真是好消息，我也替你的努力及痊癒高興，你的治療過程是怎

樣的？」 

      

     志偉興奮說： 「我接受了一次療程便痊癒了！」 

 

    「一次？」 醫生充滿疑惑地問。 

 

     志偉輕鬆回答： 「是，他是一個行為治療醫生！ 他教我把四隻床腳也鋸

掉, 把怪物通通都壓死了！」 

  

精神科笑話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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