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筆下心澄︰我在遠方為您的幸福而祈禱 

多年前有位年輕的中國籍女子被車撞倒，嚴重受傷及骨折，在醫院接受治療。她智商有問題，而

且家人下落不明，輾轉便流落在醫院智障科，由病房經理為監護人。因為懷疑她不是香港居民，

所以入境事務處給她發出行街紙。 

因為她發生車禍的日期為 12 月 6，院方為她取名「不平凡的 126」；而出生年份是利用病人骨格

的成長而推算的，所有數字都是賦予意義的。 

病人情況穩定，只需服用少量鎮靜劑。只是她間歇性將自己的拖鞋當作耳機、收音機和不能言

語。 

因為一直找不到她的身份國籍，所以她不能申請到殘疾院舍。過去 10 年，醫管局總部、入境事

務處及社會福利署都有高層跨部門討論有出院困難的病人的解決方案。這個病人也被列為討論

個案，但是討論一直沒有出路，令人氣餒。如果有人捐錢，支付私人院舍費用，她可否出院？這

些討論，結果都不了了之。我一直感到浪費大家時間，覺得大家只是「走程序」。但醫院資源何

其珍貴，尤其是智障病房，這裏並不是長期護理院。 

在一個秋意漸濃的早上，入境事務處突然通知病房，他們在 12 億中國人口中，找到疑似「不平

凡的 126」的家人。他們明天會由中國到醫院病房認親，我們很是雀躍。 

在認親的那一天，我們看見甚麼叫血濃於水。雖然他們已分開了多年，但病人看見親人的一剎

那，眼睛很是明亮和驚喜。儘管她不能言語，但一切盡在不言中。 

姐姐一眼便認出自己的妹妹。她淚崩了，眼淚不停流落。病房亦安排視像會議，讓病人與內地的

親人見面。大家都很激動，忙着對照多年前妹妹的照片。這跟現在幾乎都是一樣的。 

然而，在病房一旁的母親卻很奇怪，她很冷靜地說 : 「雖然很像，但是多年沒有見面，我要求

做 DNA 測試，驗清楚她是否我的女兒，否則我不會接她回去。當時眾人站在原地動彈不得。」 

入境事務處說從來沒有人提出這種要求。他們亦都沒有這項服務，於是向病房求助。我們輾轉找

到院長、醫管局代表及社工，但都說沒有這項服務。 

母親和姐姐即日離開香港，說等到我們有 DNA 測試結果，才會再回來。我的心情跌落谷底。奇

蹟消失得真是快。 

他們畢竟是一個貧農的家庭，父母年紀亦都很大。究竟是否再有機會回到香港呢？都是未知之

數。 

一星期後，入境事務處又再通知病房，家人會來把病人帶回中國團聚，亦沒有再提驗親的要求。 

出院那一天，「不平凡的 126」恢復她的真實姓名和年齡。原來當日醫院為她估算的年歲比實際

大了 10 年。 



無論是在香港或內地，照顧一個智障病人都是十分困難的。社會是否有提供足夠的支援？家人

不接納病人回家，是否鐵石心腸？還是因為無能為力？ 

何小姐：我在遠方為您的幸福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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