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老服務消息【第三頁】　二○一七年四月十五日

對象為年老體弱行動不便人士及長期病患者，因不能出外理髮，致令儀容受到影響，需由社工轉介。查詢：2117-5847。

自己葬禮 自己話事 ◆李孟進

春
天
煲
袪
濕
茶
是

常
識
，
濕
易
令

人
倦
怠
，
雙
腿
沉
重
，
不

想
活
動
。
明
代
大
才
子
馮

夢
龍
顯
然
早
就
知
道
，
因
為

他
編
撰
《
廣
笑
府
》
時
說
過
：

「
春
天
不
是
讀
書
天
」，
為
犯
懶

的
學
子
提
供
了
躲
懶
的
理
由
，
哈

哈
。
形
象
不
搞
笑
的
白
居
易
，
也

在
唐
詩
《
自
問
》
中
說
過
：「
老
慵

難
發
遣
，
春
病
易
滋
生
。
」

詩
人
所
講
的
「
春
病
」，
正
是
現

代
中
醫
常
常
講
的
，
春
困
，
與
春
瘟
。

犯
春
困
，
人
易
疲
乏
。

犯
春
瘟
，
即
是
流
感
。
症
狀
包

括
：
發
燒
、
頭
痛
、
肌
肉
痛
、
疲
倦
、

流
鼻
涕
、
喉
嚨
痛
及
咳
嗽
。
部
份
患
者

則
伴
有
腹
瀉
、
嘔
吐
等
。

【
考
你
：
為
何
會
有
回
南
天
？
】

春
病
的
病
根
，
一
個
字
：
濕
。

香
港
地
春
季
特
潮
濕
，
回
南
天
彷
彿
屋

子
也
會
出
水
，
拿
舊
毛
巾
去
抹
，
幾
分

鐘
後
再
去
看
看
，
還
是
一
樣
濕
，
令
人

疑
幻
疑
真
，
以
為
自
己
失
了
憶
呢
。

讓
我
們
重
溫
一
下
中
小
學
的
氣
象

及
物
理
學
知
識
：
春
季
地
面
濕
寒
，
立

春
日
天
氣
回
暖
，
地
熱
上
騰
，
地
底
的

熱
氣
與
地
表
的
冷
空
氣
交
煎
，
形
成
環

境
加
倍
濕
。

當
陽
春
三
月
氣
溫
乍
升
，
物
體

（
尤
其
是
大
件
物
體
）的
溫
度
一
時
未
跟

得
上
，
低
溫
的
表
面
與
來
自
太
平
洋
的

濕
暖
南
風
相
遇
，
便
會
出
水
。
皆
因
南

風
穿
越
太
平
洋
時
，
吸
收
了
大
量
水
蒸

汽
，
水
蒸
汽
一
遇
冷
，
便
化
為
水
，
造

就
了
香
港
特
色
的
回
南
天
。
但
也
埋
下

了
春
瘟
的
伏
筆
。

【
廚
廁
出
水
，
是
人
體
的
反
映
？
】

試
想
想
，
當
回
南
天
的
出
現
，
令

牆
腳
或
地
面
滲
水
，
衣
物
、
皮
袋
、
木

椅
容
易
發
霉
，
人
體
又
怎
能
倖
免
呢
？

1993

年
由
諾
貝
爾
科
學
家
提
出
的
《
宇

宙
全
息
論
》
說
：
任
何
一
部
份
信
息
，

都
包
含
著
整
體
的
全
部
信
息
。

中
醫
的
望
、
聞
、
問
、
切
，
以

小
觀
大
。
舌
診
斷
症
、
耳
針
療
病
、
腳

底
按
摩
保
健
強
身
，
其
實
都
是
全
息
論

的
應
用
。所以

，
各
位
老
友
記
可
以
感
受
不

到
，
甚
至
否
認
自
己
身
體
內
藏
的
濕
，

但
當
你
看
到
廚
廁
都
出
水
，
還
是
趕
緊

執
劑
袪
濕
茶
飲
飲
吧
。

政府近幾年來大力倡導生命教育及綠色葬禮，
令到少數長者放開對「死」字的禁忌，他們

不再嚷「啋……大吉利是」，他們公然談論自己對
身後事的安排，亦不再堅持要傳統土葬形式且接
受火葬，甚至進一步選擇撒灰於紀念花園或者海
上。

根據食環署資料顯示，在轄下紀念花園撒灰
及在海上撒灰的總人數由 2013 年的 3,151 宗，增
加至 2016 年的 4,904 宗，增幅高達 56%，去年
在紀念花園撒灰人數是 4,004 宗，比起海上撒灰
的 900 宗高出 4 倍半，反映以撒灰於花園中較受
歡迎。

家族四代從事殯儀行業的喪禮策劃師駱敏儀
說，中國人自古重視殯葬，無可否認，近年香港
社會對身後事的意識形態有所改觀，加上骨灰龕
短缺及政府教育宣傳下，長者已敢於面對死亡及
自己處理遺骸等身後事。其中由土葬轉而接受火
葬是一項大突破，政府近年來同時提供很多方便
及不同撒灰點配合，增加長者在生前的抉擇。

不過，雖然香港自誇為國際大都會，市民普
遍對「死亡」仍然有一定忌諱，例如有人抗議骨
灰龕地區位置、很多人反對撒灰地點、又限制撒
灰海域範圍，這些相比其他先進國家，觀念仍然
是落後。外國人不會介意撒灰位置。例如：他們
會撒灰在平日嬉戲的公園、散步的小徑、慣常休

息的長椅下、游泳的沙灘、打哥爾夫球的
場地等。他們視死亡是一件自然的事，離
世時會親吻遺體、拖住先人雙手說再見。
反觀香港，很多人怕見先人最後一面，逃
避曕仰遺容，這都是大家對死亡及文化之
差異。

盡管長者不介意討論及交帶身後安
排，但與家人之間的矛盾死後仍時常發
生。舉個例，有位婆婆十分擔心死後家人
不去拜祭，她曾經告訴家人「你地咁忙，
我估我死後都無時間去拜，不如就燒左我
求其丟去公園啦！」家人以為婆婆想撒灰於花園！
其實，婆婆真正用意是火葬上位後家人能抽時間
去拜祭。因此，駱敏儀建議長者們，在安排自己
身後事時，明確告訴家人自己對遺體處理方式，
或與家人商量令家人知道先人真正意願。

目前環保葬禮逐漸受到推崇，但不要誤以為
環保葬禮等同廉價，有人認為紙棺材比木棺材環
保，查紙棺材在燃燒過程中較節省燃料及時間，
但原材料紙張經過漂染等製作繁複工序及大量人
手，也令紙棺材售價比部分木棺材貴，因此環保

與平宜是兩回事，是否環保亦見仁見智。
有些人覺得勞碌一生，死後不如自由自在水

上飄、也有人覺得有下一代拜祭下二三代不會延
續去拜，乾脆塵歸塵土歸土回歸大自然去、亦有
人偏向火葬或土葬…甚或捐出遺體。至於葬禮有
人喜歡簡潔、有人喜歡鋪張、有人傾向樸素、有
人選擇環保…也有不同宗教儀式。駱敏儀認為：
其實端賴先人喜好，包括是否要豪華或慳錢、或
選用循環再用物品、或用紙花取代鮮花…只要明
確告訴後人，她相信大家都會去配合。

是的，既然我們可以好好策劃自己
的生日派對、畢業禮或結婚喜慶，為什麼
去到人生終點，不為自己安排一個符合自
己意願的愜意葬禮，畫個完美句號呢。

「
前
望
我
不
愛
獨
懷
舊
，
名
利

我
可
以
輕
放
手
。
」（
鄭
國

江
，1982

）。
琅
琅
上
口
的
歌
詞
，

勾
起
熟
悉
的
旋
律
，
更
帶
給
我
們

不
可
取
替
的
回
憶
。
音
樂
，
有

著
微
妙
功
能
，
它
的
旋
律
、
歌

詞
、
和
弦
，
當
配
合
在
一
起
，

在
讓
我
們
抒
發
情
緒
、
回
憶

過
去
、
展
望
將
來
。
音
樂
治
療
師
伍
偉

文
認
為
，
音
樂
對
長
者
有
著
正
面
影
響
，

即
使
在
日
常
生
活
中
，
音
樂
亦
可
成
為
長

者
的
日
常
支
柱
。

「
如
果
君
心
碎
，
常
暗
自
下
淚
，

何
必
感
歎
唏
噓
，
還
希
你
莫
嫌
棄
，
這

一
曲
送
給
您
。
」（
許
冠
傑
、
黎
彼
得
，

1980

）。
音
樂
，
可
以
舒
緩
情
緒
，
音
樂

治
療
師
伍
偉
文
表
示
，
音
樂
的
旋
律
、

節
奏
、
歌
詞
及
情
境
，
可
以
營
造
氣
氛

和
塑
造
情
感
，
一
方
面
讓
長
者
產
生
共

鳴
；
而
另
一
方
面
，
則
可
以
排
解
心
中

情
緒
。
伍
偉
文
又
建
議
長
者
，
在
聆
聽

歌
曲
的
過
程
中
，
可
以
細
味
旋
律
、
慢

慢
咀
嚼
歌
詞
，
花
一
點
時
間
，
讓
自
己

的
情
感
全
情
投
放
在
歌
曲
當
中
，
這
樣

可
以
令
長
者
因
著
歌
曲
，
而
產
生

更
深
層
的
情
感
抒
發
和
回
顧
。

「
問
世
上
有
幾
多
愛
，
流
露

無
限
美
善
，
像
世
間
舐
犢
情
深
，

永
不
改
變
。
」 （
黃
霑
，1980

）。

一
首
又
一
首
耳
熟
能
詳
的
經
典
歌
曲
，

當
然
離
不
開
一
段
又
一
段
的
難
忘
回
憶
。

回
顧
過
去
，
讓
我
們
懷
緬
之
餘
，
亦
有

動
力
繼
續
向
前
行
。
縱
然
昔
日
定
不
會

盡
如
人
意
，
但
透
過
音
樂
重
溫
往
日
經

歷
，
必
帶
來
會
心
安
慰
。
伍
偉
文
建
議

長
者
，
閒
時
可
與
親
朋
好
友
分
享
聆
聽

歌
曲
後
的
感
受
，
當
中
或
會
談
及
親
情
、

友
情
、
愛
情
，
亦
或
會
講
到
社
會
狀
況
，

引
起
共
鳴
之
餘
，
亦
促
進
彼
此
的
情
感

交
流
。「

夜
上
海
，
夜
上
海
，
你
是
個
不

夜
城
。
」（
范
煙
橋
，1946

）。
此
外
伍
偉

文
表
示
，
長
者
可
選
擇
節
拍
合
適
的
音

樂
伴
隨
運
動
，
令
某
些
運
動
動
作
更
有

系
統
。

治老奇方之十九

◆
香
山
亞
黃

食
老
何
必
咁
唏
噓

天
增
歲
月
人
增
歲

手
上
一
張
長
者
咭

勝
過
少
年
買
酒
醉

濕
在
身
體
，

••
近
年
環
保
葬
禮
逐
漸
受
到
推

崇
，
當
中
以
撒
灰
於
花
園
中

較
受
歡
迎
。

音
樂

寶
藏
◆
江
馥
賢

◆
梁
穎
勤

易
犯
春
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