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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爾斯親王醫院精神科醫生 

黃德舜醫生 

      
 

       

 

     農曆新年快到了，祝大家新年快樂，身體健康！ 

 

     今期的快訊，我們很榮幸邀請到李兆華醫生接受李金

枝資深護師的訪問。李醫生是一位資深的老人精神科醫

生。他在老人精神科服務已經有二十多年。他的分享，實

在令我們對老人精神科有更深的認識。 

 

     大家還記得在上一期的快訊，馮頴心資深護師提供了

一篇有趣的文章？那篇文章是關於香港唯一的馴獸師。今

期馮護士為大家帶來另一篇文章，和上一篇是有點關連

的。 

 

     何英傑資深護師繼續介紹「斷捨離」與精神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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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兆華醫生是青山醫院第一位老人精神科主管。他從事老人精神科

服務超過二十年，對長者的需要有深入的了解，並有很多治療老人精神

病的心得。筆者在今次訪問中獲益良多，以下是我們是次訪問的內容。 

 

 

問：李醫生，你在老人精神科服務有着二十多年的經驗，可否作一個回

顧？ 

答：回想當年一九九四年，因為港督彭定康於第一個施政報告，提出要

發展老人精神科，並撥款招聘顧問醫生，我就成為青山醫院第一位老人

精神科顧問醫生。當時我們一班志同道合的工作者，就港督的理念，將

老人精神科服務步向社區化。 

在當年，社會人士對精神病和認知障礙症(痴呆症)不是太了解，所以第

一步，亦是最重要的一步，就是教育。我們當時做了很多社會教育工

作，並努力尋找合作伙伴，一同教育市民。 而服務方面，我們從老人

院舍開始，發展精神科到診服務。隨着院舍接觸增多，我們認識了其他

老人非院舍的社會服務單位，精神科服務也逐漸伸展到醫社合作層面。

加上社會護老方向的轉變，近年也開始發展很多以病症為中心的服務計

劃，例如認知障礙症和老人抑鬱症，它們是現時老人精神科發展項目中

的大課題。 

 

 

 

  

李金枝 

青山醫院老人精神科資深護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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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提到老人抑鬱症是老人精神科其中一個的大課題，我又想請教你，

從事老人精神科顧問醫生這幾十個年頭裡，對醫治患者有什麼心得？ 

答：長者的抑鬱症相比年青人的抑鬱症，在徵狀上沒有很大分別，但長

者抑鬱症通常情況較嚴重和自殺風險較高。 

講到對醫治抑鬱症患者的心得，我覺得一個好的治療就是一個個人化的

治療。面對患者，我首先會評估其自殺風險，高的話就一定要立刻用藥

和減低自殺風險，對於沒有自殺風險的患者，我便會進一步了解引起其

抑鬱症的生理及心理因素來計劃治療方向。在此我想重點分享本人在臨

床方面的心得，我相信最重要是建立醫生與患者的互信關係。很多醫生

都覺得與患者建立真正的互信關係很困難，而我卻相信任何患者都想與

醫生有真誠和互信的關係，那醫生如何行第一步？就是要〝認識〞患

者，讓我作個比喻，以看電影為例，我要〝認識〞患者睇電影的深度，

是要去到可以知道那一部電影他一定想去看，那些他一定不看，一定要

達到這個深度才可。 令到患者也感覺到我真的明白他的想法，這才可建

立互信關係，跟著就要給予患者希望和信心，令他相信他的病是可以治

療得到的，這個信心會對整個治療過程有著很大的推動力。 

 

問：有沒有例子可以分享？ 

答：我有一位病人，她本來是照顧者，她丈夫是我的病人，患有認知障

礙症，後來他因病突然過身。 所以這位太太很傷心，悲傷過度成了抑鬱

症，我沒有用藥，只是接納她，聆聽她的心聲，讓她明白丈夫就算去世，

他在天之靈亦不想她一直痛苦下去，因著我們的互信關係，逐漸她就康

復了。 

李金枝 

青山醫院老人精神科資深護師 

訪問李兆華醫生 

JAN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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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請問你對香港未來老人精神科服務的發展有什麼意見？ 

答：香港當年的戰後嬰兒潮現在步入老年了，眼下是一下子有一大班當

年一九五零年代的嬰兒成為今天的長者。而這批長者有別於三十年前的

長者，除成長環境、興趣和生活方式不同外，他們較有學識和富裕。所

以治療的方向也必須因應他們的需要而改變。就以認知障礙症為例，用

於懷緬治療的提材和訓練認知障礙症的工具，也要因著他們的學歷、興

趣和文化有所轉變。另一方面，因為現在的長者普遍都有較好的經濟能

力，所以我認為私營化的服務也值得發展，務求配合不同患者的需要。

還有，社區的服務單位應加強抑鬱症長者的接觸平台，例如教育照顧者

應多了解抑鬱症的早期徵狀，以便盡早轉介。而在設計社區長者活動方

向上，亦應該多元化一點，令不同學歷和興趣的長者，尤其男性長者，

能投入社區生活，建立支持網絡和互助的人際關係。 

 

李金枝 

青山醫院老人精神科資深護師 

訪問李兆華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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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捨離與精神健康(中)  

JAN 2017 

何英傑先生 

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 

精神科資深護師 

｢斷捨離｣由日本寫作家山下英子提倡，靈感來自瑜伽哲學行法｢斷行 

· 捨行 · 離行｣。山下以雜物管理諮詢師的身份，巡迴日本倡議人們減少

消費及掉走家中沒有用的東西。起初｢斷捨離｣並沒有盛行，直至二零一

一年三月十一日本大地震發生，震撼每個日本人心靈，實現災後重建工

作以外，日本國民也不謀而合需要一個新系統以反思人生，檢討過往的

一些消費、儲物方式，｢斷捨離｣也因此而盛行了。 

     

     ｢斷捨離｣的做法是教人將｢現在的我｣為本位，物件不論大小平貴或獲

得的途徑，符合｢現在的我｣最需要的，才有資格留低，其他物件做成

｢不愉快｣，｢不舒適｣等負面感覺的，一律應該拋棄。這種去蕪存菁的心

法，大至我們的家居，小至我們的銀包，以至人際關係，都可以應用。

這跟坊間收納術最大分別是，｢斷捨離｣的理論是在選擇和掉去的過程，

可以令人了解自己，提高察覺，｢面對物品就是面對自己，整理房間就

是整理自己｣; 當一個人身邊包圍的都是｢最需要｣，｢最喜歡｣的事物，自

然心情開朗，山下英子總結 ｢並非心靈改變了行動，而是行動為心靈帶

來了變化，只要行動，心靈就會跟上腳步｣。 

 

說到精神科健康護理，筆者也理解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有囤積傾向，

我們可能有一個雜物抽屜，裡面裝滿暫時不想處理的小東西，也可能有

一個雜物間，裡面塞滿用不著的電器，多餘的家具，不再翻閱的文件和

不穿的衣服。但有一種人的囤積規模要大上許多，他們的東西可能多到

讓自己和家人無法在床上睡覺，在廚房做菜，在餐廳吃飯，在浴室洗

澡，整間屋子最後只剩下儲物功能而已。他們是囤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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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英傑先生 

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 

精神科資深護師 

 斷捨離與精神健康(中)  

 

在美國精神醫學學會所出版的診斷統計手冊中，過度囤積行為被視

為需要治療的心理障礙。如果你的家人是購物狂，愛拿免費贈品，對

還不用的廢棄物難以抗拒，又不願丟棄任何物品，結果導致住處凌亂

不堪，甚至連下腳的地方都沒有，那麼他在精神科醫師眼下，很可能

是｢囤積症｣(Hoarding Disorder)的準患者。研究顯示，大部份的囤積者在

二十歲左右便出現囤積的行為，四十歲以後症狀較為明顯，過了五十

歲則漸趨嚴重，這可能是年紀越大購買力越強，積累的物品也越多，

或是初老之人在處理雜物上，可能有認知或身體方面的限制，因此不

自覺或非自願地任其囤積。 

 

雖然收集雜物通常是老人家的習慣，但囤積症跟本是從小已形成，

囤積與收藏大有不同，我們如何去區分、理解、了解囤積者的想法，

並要尋求適當的化解之道，筆者希望下回再跟大家一起去探討，齊來

於二零一七年之始，送舊迎新，邁步香港精神的健康。 

 

 

 

 

 

 

 

 

 

參考文章: 

1. 山下英子 (2011) .平安文化有限公司. < 斷捨離 > . 

2. Phyllis (2015) . < 囤積解密 · 用愛減量 ‚告別雜亂人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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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故事~港產馴獸師回顧篇】 

  

    

 

 

 

 

 

  

馮穎心 

瑪麗醫院資深護師 

JAN 2017 

在訪問過居於茶果嶺的馴獸師蕭國威後，發覺他的父親蕭雲厂也

是很特別的人，經一輪翻查後得悉他與鯉魚門大有關係。天后宮是到鯉

魚門遊覽必到的景點，原來它 在 60 年前左右差點倒塌，幸得蕭父及村

民相助。日佔時前，鯉魚門曾成為戰場，經戰火洗禮，天后廟變得殘破

不堪。因當時天后廟位置偏僻，沒有太多香油收入， 而居民以外來客家

人為主，多抱過客心態，終有一天要回鄉，即使賺到錢也只會回鄉投

資，住在附近的亦多是打石工人，家境清貧，一直未能籌款修葺。直至 

1953 年農曆四月，相傳天后向廟祝劉火燐報夢說廟快要塌，需要盡快維

修，劉向村長羅平匯報此事，村長說只有天后顯靈才會相信。幾天後劉

得到天后報夢說會在農曆四月五日顯靈。當日有大批村民來到，早上狂

風雷暴後放晴，中午時天空出現仙女形相的雲層，村長立即着攝影師拍

下，但卻無法按下快門，此時在《工商日報》當記者的蕭雲厂 (亦即馴

獸師的父親) 亦因得到天后報夢坐船而至，按指示坐船到茶果嶺對開海

面向東方天空指照，共拍了九張，其中一張拍到天后形相的雲層。 蕭得

到天后報夢說不能被地上凡人拍到祂的形相，所以找來資深記者腳踏船

在海上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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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穎心 

瑪麗醫院資深護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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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事十分哄動，村長率先捐出三百元，隨後得到鄉伸支持，終籌得款

項進行俢葺。此事相關的相片及故事亦有記載於廟內。 在修葺時發現寫

著「天后宮，鄭連昌立廟，日後子孫管業，乾隆十八年春立。」的石

碑，從而得知廟是鄭所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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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鯉魚門在明末成為海盜根據地，鄭成功部下鄭建的後人鄭連昌在

1753 年把海邊的天后龕建成天后廟。 重建後蕭廣邀文人雅士、書法名

家，欣賞鯉魚門及天后廟的風光，題字及以石刻作紀錄，其中一塊更由

蕭及劉廟祝題字，到天后宮遊覽時不仿觀賞石刻群。 

 

 

 

 

 

 

 

 

 

 

 

訪問內容由《在地.餐桌 小旅行》作者撰寫 

【香港人故事~港產馴獸師回顧篇】 馮穎心 

瑪麗醫院資深護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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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委員會 

黃德舜 威爾斯親王醫院精神科醫生 

何英傑 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老人精神科資深護師 

鄧笑嫻 

潘思穎 

馮穎心 

黃慧蓮 

李金枝 

黃家寳 

 

基督教聯合醫院老人精神科資深護師 

九龍醫院精神科社康護士 

瑪麗醫院老人精神科資深護師  

 葵涌醫院老齡精神科資深護師 

青山醫院老人精神科資深護師 

新界東聯網老人精神科資深護師  

 

 

 

 

  

 

 

 

 

  

  

  

  

本刊由老人精神科速治服務快訊編輯委員製作。 

委員會成員來自醫院管理局各聯網屬下的老人／老齡精神科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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