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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智障人士在求學、社交、就業等各方面，均遇上不少困難，而他

們的苦況，我們又豈能了解？扶康會的一群臨床心理學家，把他們輔

導智障人士的多年經驗，滙集成《幸福玻璃球——12個真實心理治療

個案》一書，使讀者能一瞥智障人士鮮為人知的內心世界。我謹此向

各位作者和故事主人翁說聲謝謝。

有些智障人士自立能力頗高，有些則需要周全的護理；縱使如

此，他們和智力健全人士都必須經歷喜怒哀樂，以及生老病死這人

生規律。不論智力是否健全，我們都是社會的一員。扶康會的工作， 

不但裨益智障人士，也向大眾展示如何實踐共融生活。這本書從輔導

人員的角度，告訴讀者智障人士經歷親情、友情、愛情的成長故事，

關心智障人士的朋友不可錯過這本書。我也希望讀者把這書推薦給不

甚了解智障人士的朋友，使更多人認識他們的真正面貌。

最近社會發生了一些侵害智障人士的不幸事件，引起大眾的熱烈

討論和關注。我冀望這些討論，能夠帶來真正的改變，使智障人士的

權益，得到更多保障。

最後，我謹祝《幸福玻璃球——12個真實心理治療個案》一紙風

行，使我們的社會多一些包容和仁愛。

香港中文大學校長

沈祖堯教授 SBS, JP

序 二

《幸福玻璃球——12個真實心理治療個案》藉本會服務使用者的 

親身經歷，與讀者一起探討殘疾人士對愛情、親情及友情的看法 

和需要。縱使智障人士的理解和認知能力與一般人有異，但他們亦 

有「愛」與「被愛」的需要，也希望得到別人的尊重和關懷。智障人士

其實和我們一樣，渴望得到身邊人的疼愛，擁有屬於自己的「幸福

玻璃球」。

當殘疾人士遇到感情上的困擾、家庭衍生的問題或人際關係上的

挫折時，往往因為缺乏足夠的判斷力去了解及處理問題，而容易感到

不知所措。這時候，專業人士的介入及支援便不可缺少。此書特別以

故事的形式，深入淺出地剖析臨床心理學家在處理個案時所用的心理

學理論、介入手法及成效，讓大眾從另一角度認識殘疾人士，了解他

們對「情」的需要，以及相關情緒處理的方法。

殘疾人士情感上的需要與常人無異，但他們更需要的是社會的諒

解和接納，認同他們是社會的一份子，享有表達愛與情及爭取幸福

的權利。

扶康會會長

葉恩明醫生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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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三

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自2008年8月31日起，在中華人民共和

國（包括香港特別行政區）生效。公約的宗旨是促進、保護及確保所

有殘疾人士，能充分和平等地享有一切人權和基本自由。 

作為本港首所為嚴重智障成人提供專門服務的機構，以及復康界

的一份子，扶康會積極履行公約的責任，並透過多元化的社區教育

活動，宣揚平等和諧、傷健共融的信息，以消除社會對智障人士的

歧視，讓他們得到應有的尊重及均等機會，全面融入社區生活。當

中，我們尤其重視智障人士在身、心、社、靈各方面的需要。

智障人士如普通人一樣，渴望愛與被愛，部分更會憧憬愛情，甚

至希望與情人組織小家庭。然而，基於智力和理解能力的限制、對有

關概念的認知、照顧者的看法和支援缺乏等因素，令他們在結交朋友

或與家人相處時常遇到波折和困難，而戀愛的路亦份外崎嶇不平。

因此，身邊人的鼓勵和支持，以及專業人士的跟進與輔導，是他們與

親人、情人和友人成功建立感情的鑰匙。

《幸福玻璃球—12個真實心理治療個案》一書由扶康會董事局

委員、資深精神科醫生范德穎醫生擔任主編，而書內的心理治療

個案由本會三位臨床心理學家一同撰寫。此書除了與讀者分享本

會智障服務使用者在愛情、親情和友情三方面的故事，亦講解臨

床心理學家的治療手法、當中的理念和成效。臨床心理學家在康

復機構處理的問題種類繁多，他們會以心理學的理論為基礎， 

配以實證為本的介入手法，協助智障人士面對生活上的挑戰，以及解

決在感情、家庭和人際關係上遇到的困難。

我誠盼這一本書能加深廣大市民及社福界同工對智障人士的

認識，了解他們的愛情、親情和友情觀，以及了解臨床心理學家在

治療方面的功能和貢獻，從而感染更多社區人士主動向智障人士伸出

友誼之手，共同締造關愛共融的社會。同時，亦希望各界人士，不吝

賜教及提出專業意見，讓我們集思廣益，不斷進步。

扶康會總幹事

陸慧妍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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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四

在我們日常忙碌生活當中，總糾纏著千絲萬縷的關係，我們同

時也背負著不同的角色。我們是別人的兒女，也是其他人的父母； 

我們是別人的上司，也同時是其他人的下屬。理想地，我們的另一半

也是最熟悉自己的知己。在這些錯綜複雜的「情絲」裡，編織著豐富

的感情生活；當中有笑，有淚，有苦更有甜，百種滋味在心頭。

一般普羅大眾對於智障人士的理解都不太全面，更容易忽視了他

們的情感生活。他們其實跟我們有很多共通之處。情感生活都是容易

落入「剪不斷，理還亂」的境界。

在慶祝和紀念扶康會四十周年的特刊上三位獻身於智障人士的臨

床心理學家，把多年寶貴經驗一點一滴娓娓道出智障人士跟家人的情

絲，跟同伴難捨難離的情，以及跟職員的情深。她們三位臨床心理學

家更協助故事主人翁以智導情，理順情絲糾結。在過程中，讓他們跟

我們一樣過著有尊嚴和色彩斑斕的感情生活。

在今天飄風驟雨的大環境中，香港充斥著負能量，莫不有短，

非黑即白，投訴文化！常被忽視、被邊緣化的智障人士，他們對 

悲歡離合，對「天不老，情難絕」的真誠，好像在呼喚我們審視， 

觀照在急促忙碌生活中，我們的價值去了那裡？什麼是我們應常持守

的價值呢？

感恩這群智障人士的呼喚！

資深臨床心理學家

黎玉蓮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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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的
話

智力發展障礙，簡稱智障，是一種神經發育障礙，患者在成長階

段，對比同年齡人士而言，在智能、生活技能、社區適應能力等方

面明顯地較為遜色。他們一貫是容易被社會忽略的一群。事實上，

智障人士大多性格純真，平易近人。不過，由於語言和溝通障礙，

智障人士較難表達需要及宣洩個人情緒，在與人相處方面表現亦較

被動。有些人認為智障人士是不會長大的孩子，不會理解一般人在

成長過程中面對的經歷、起伏和挑戰。

對一般人而言，親情的建立、愛情的追求及友情的維繫，是平凡

不過而又理所當然的事。可是，智障人士礙於溝通、認知、社交等

障礙以及缺乏解決問題的能力，他們在追求情感滿足時，往往會遇

到不少困難。有時候，當他們的需要不被滿足時，便很容易出現一

些情緒及行為困擾；若旁人只將注意力集中在減少這些行為，便有

機會忽視了這些問題的根源所在。

作為臨床心理學家，我們明白智障人士在生活細節中均有機會處

處碰壁，當中包括家庭、交友、學習、工作、感情等範疇。其實，

智障人士和普通人一樣，也有個人的感情需要；例如需要被愛、被

尊重、感到安全等。在生理方面，智障人士亦與普通人一樣，擁有

正常的生理和性特徵，他們在性方面的發展亦與常人無異。因此，

普通人嚮往與異性在一起，喜歡與心儀的對象建立親密關係，甚至

追求美滿的婚姻、生兒育女的自由和權利，智障人士亦應該一樣可以

享有。

此書以故事形式，描述及分享在過去的工作經驗裡，與殘疾人士共

同探討及協助他們解決有關親情、愛情及友情的問題。我們除了希望

讓讀者更了解他們的需要，以及提供可參考的處理方法外；最重要是

希望大眾認同和尊重殘疾人士同樣有權利表達自己的感情，在身邊的

人協助、鼓勵和推動下，讓他們體會和欣賞自己的價值和能力，促使

他們建立自信，不懼困難，努力不懈地追求更有意義和精彩的人生。

扶康會臨床心理學家

何穎兒
扶康會臨床心理學家

梁凱琪
扶康會臨床心理學家

王千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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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編
的
話

第一次閱讀扶康會三位臨床心理學家撰寫的十二個真實心理治療個案時，當下除了

被故事中彌漫著濃厚的「情」意所感動之外，心中更泛起了「幸福玻璃球」這個比喻。

幸 有人曾經說過：
「 幸福就好像一個玻璃球，這個玻璃球從天上掉下凡間，福
玻璃球打碎了，碎片散落全地，玻
幻化成無數晶瑩剔透的碎片，璃
落在每個人的身旁，於是人們開始努力地去拾這些碎片，

球 有人拾得多一點，有人拾得少一點；
但是，沒有一個人可以拾到全部，
也沒有一個人一片都拾不到。
各人所拾到的碎片，數量、大小和形狀可能不同，
無論如何，你我都拾到一點。」

節錄 小芝芝看天下 lovelychi318.blogspot.hk

雖然書中的十二個故事都是關於殘疾人士如何面對人生經歷的波折和挑戰，如人與

人的溝通阻隔、朋友反目、情海翻波、親情成重擔、面對疾病痛苦及生離死別等種種

情況，彷彿與快樂和幸福扯不上任何關係；而且故事結尾也不能稱得上是快樂的結局  

（happy  ending），更不是從此永遠快樂（happily ever after）的童話；但細讀之下，心中自然

泛起一種溫暖和諧的感覺。反覆思量後才領悟到這就是「幸福的感覺」。而這些故事就是

一些「幸福玻璃球的碎片」，反映出人與人之間的真善美，讓讀者彷彿可以看見它們在黑

暗中閃爍生輝，體會到甚麼是幸福的元素。

扶康會董事局委員

范德穎醫生

玻璃球打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