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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起  

 
 

出版《老人愿》的启发来自于一个偶然的下午 

 

在一个炎热的中午，我和芬妮（老人愿主编之一）去了银行，刚巧银行正在装修，临时办

公室就在楼上，每一个人都必须走楼梯上去，当时，我们看见一位老婆婆拿着拐杖，以很

慢很艰辛的脚步，一步一步跨上阶梯，芬妮二话不说立刻上前扶老婆婆上楼梯，同时协助

她处理银行事项。 

 

处理完银行的事情，我们顺便和老婆婆闲聊，问老婆婆：谁载你来？你的孩子吗？ 

 

怎料，老婆婆却脸带愤怒的说：都死完了，我是自己招德士来的。 

 

经过了解，我们略懂老婆婆的身世，她已经九十多岁，行动不便，需要拿着拐杖行走，她

一共有 6 位子女，生活环境算是富裕，自从老婆婆的老伴去世后，孩子分了财产以后，

嫌老婆婆老了，长气又麻烦，就把老婆婆送往一间私人监护所，丢下老婆婆从此过着孤独

悲伤的日子。不但如此，老婆婆还必须自己缴付监护所的费用，她去银行就是为了提款缴

付住宿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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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婆婆住在一间只能容纳一个单人床和一张椅子的房间费用竟然高达 RM1400 一个月。

简陋的设备，普通的服务，却是天价的收费。 

 

激动的我们，闭住心中的愤怒，问了自己一个问题：我们能够为她们做些什么？父母为了

孩子，可以牺牲一切包括生命，孩子长大后却忘了父母恩。 

 

我们决定挑战《不可能任务》，发愿出版最少 100,000 本《老人愿》，让最少 100,000

个人，人人手中握有一本《老人愿》，唤醒人人心中的《孝心》。父母恩不能忘，老年人

是宝不是草。不再把自己的父母送往老人院，因为，有一天，你也会渐渐变老。 

 

100,000 本《老人愿》是一个创举，100,000 个人手中同时拥有 1 本《老人愿》，唤醒的

力量会变成无限量的扩散到每一个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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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猫爱心之家 - 《爱，是一种能力》 
 
 

这个世界有一种动物叫熊猫，熊猫是国宝，是受保护动物。 

 

这个世界有一群人，他们被遗弃，因为他们贫穷，因为他们智障，因为他们老了，因为他

们得了绝症或者因为他们是单亲家庭，可是他们都应该像熊猫般的受重视，受保护，他们

都是世界的国宝。 

 

透过《熊猫爱心之家》，我们要让世界看见他们，让他们重新融入这个世界，我们要告诉

世界，他们一样是国宝，一样应该被重视。 

 

我们从 2014 年 2 月 14 日开始成立，希望透过我们的能力，把弱势群体透过文字和媒体

让世界不要忽略他们的存在； 

 

《老人愿》是我们第一份传递的使命，我们以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信念开始了传递这份简

单的爱。。。希望世界会看得见我们的呼唤《爱，是一种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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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  陈志明老师 
 

【爱要适时，孝要即时】 

 

疑惑的女孩羞涩地问道:「老师，请帮我看一下他是不是值得让我托付终身?」」 

我说:「他一定是对妳很好，有共同的想法能沟通，对未来有期待，经济能力许可，而且

外表上还过得去，是吧?」 

女孩更加疑惑:「难道不就是这样吗?」。 

答:「我只能再多给您一个建议，就是去了解他是否孝顺父母，善待家人。如果连生命中

最亲近的人都无法敬爱，我很难相信未来的日子你能跟他一路走下去。」 

 

看看现代的人们: 

我们手机片刻不离手，可以跟虚幻的网友互相哈拉点赞，立即回复，却很少打个电话问候

妈妈过得好不好。 

我们可以跟猫狗宠物亲嘴、同床共枕，却很久没跟父母深情地拥抱。 

我们可以花钱买名牌服装包包送给女友，却没多关心爹妈穿得暖不暖和。 

我们可以跟情人终日甜言蜜语乐此不疲，爸妈关心说你几句就不耐烦嫌啰嗦。 

我们可以到处求神拜佛祈求健康发财，却冷落了家里的父母就是有求必应的活菩萨。 

 

假使我们不幸面临重疾，如果说这世上有人可以义无反顾跟你交换所有的苦痛，甚至用自

己的生命来换得你的平安健康，这个人一定是你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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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我们现在开始努力十倍，也无法报答父母给我们的恩情十分之一。 

 

爱要适时，孝要即时。古有明训:「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这本『老人愿』要告诉我们的，不只是警惕我们自己有一天也会变老，所以要将心比心善

待老人；更加珍贵的是提点了父母恩情的伟大，乌鸦尚会反哺，羔羊犹知跪乳，作为万物

之灵的人类，难道连牲畜都不如吗? 

 

期待推广本书能唤醒人们对父母尽孝、对长辈关爱、对兄弟姊妹悌恭、对友朋善待、对众

生怜惜，由内而外让生活更温暖、社会更和谐，让身为人类的你我，生命更有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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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序 – 郑芬妮 
 

从我出世那一天，父母相续离开这个家，把我遗留给婆婆照顾，从小我就在婆婆的呵护下

长大成人，过着有父母却没有父母的《孤儿不是孤儿》生活。对父母的印象只能用模糊来

形容，什么叫做父爱？什么叫做母爱？我解释不出来，对父母的爱只有即渴望但又怨恨，

可是我依然选择尊重他们，这是婆婆从小给我灌输的正能量，她说：《孝》字当头，一个

人若果失去了孝，他已经失去了生命中最宝贵的一切，这句话我永记于心。 

 

可能因为缺少父母的疼爱，除了得到婆婆的呵护以外，家里的姑姑们也承担了代父代母的

责任，对我疼爱有加，同时也造成了性格叛逆的我，我想要的东西，他们都会尽量满足于

我，我发脾气是家人最害怕的事情，所以他们会尽量在语言上不让我发怒，迁就于我，我

的童年犹如一个小霸王。直到出来社会工作，我开始装备自己，把自己打造成一位很强的

女性，在家庭，事业，感情上，我都要完全掌控于手中，殊不知童年的阴影已经深深影响

着我，因为，我害怕被伤害的感觉。当你越抗拒一件事情的时候，抗拒的事情就会常发

生，我越害怕被伤害，就不断被伤害，一件，两件，三件。。。我开始把自我保护的围墙

越筑越高，不知觉中在人生道路上迷失了自己，开始做一些错的事来弥补内心中的创伤，

原以为自我放纵会令自己比较开心，我错了。我过得很不开心，外表显得非常坚强的我，

其实内心很脆弱，我很希望可以像平凡人一样过着简单幸福的日子，这种日子却好像离我

太遥远。 

 

三年前，我无意中在面子书看见了一本书《绝路》，这本书在面子书极受欢迎，每天都会

看到一些读者给予的正面评语，令我开始产生好奇，想看看这本《绝路》能不能给我一些

正能量。就这样，我认识了绝路的作者 Edmund 李雁杰，当我了解到他的遭遇时，回看

自己的问题，根本就是小巫见大巫，他能重新站起来，我也一定能，我大胆的问 Edmund

可以帮帮我吗？没想到他豪气的一口就答应了，让我顿时很开心。Edmund 很用心的引导

我回到童年，找出了童年所留下的阴影，他的用心让我在很短时间内了解到《心灵的力

量》，也解开了我内心中许多的心结，在这三年内，我看到他不断无私的开解身边的朋

友，甚至连我的几位好朋友也因为有 Edmund 的心灵疗愈而活得一天比一天更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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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真心要放下时，不可思议的事情真的发生了，Edmund 约见了我妈妈，他为我妈妈做

一次的心灵疗愈，他希望看到我们母女解开心结重新珍惜彼此未了的缘份，他要我们母女

把心里隐藏了多年的话对彼此真心的说出来，我们也照做了，Edmund 最后说：当你们愿

意面对一切时，真心说出心里话的同时，内心心结就会消失，新的种子就会开始播种。果

然，心结没了，和妈妈的隔膜消失了，我们相拥而泣，妈妈的爱回来了。不久之后，离开

十多年的爸爸突然也从外国回来了，爸爸妈妈重新回到了我的身边。 

 

Edmund 总是时时刻刻提醒我，无论在家庭，事业，朋友等等事情当中，一切唯心造，任

何事情的发生，首先一定跟内心的种子有关联，所以任何事情的发生，先听听自己内心的

声音，你就会找到问题的根源，把自己的内心修好，外在的一切就会变得无限好。修好自

己之前，家就是关键，和父母的关系就是一切根源，一个圆满的家，你会看见幸福，一个

每天争执的家庭，成员的生活一定潦倒不振。爱，就是一切。 

 

直到 2014 年 9 月份，我们遇见了 Maria 婆婆，Edmund 说想为这个世界做点事情，他想

出版一本书叫《老人愿》，我当然说好啊。可是，他叫我为这本书编写十多个故事，听

了，第一个反应就说：你是开玩笑的吧？我从来没有写过文章，你想毁了这本书的精髓

吗？ 

怎知，他却笑着说：请你相信我，《老人愿》这本书的内容不是要文章写得多优美，而是

要呈现出故事的真实性，你的生命故事，你对老人家的爱，绝对很有资格编写这本书。不

过，你放心，因为我会为你修改，而且我也会一起编写，要记得：写故事，也是一种心灵

疗愈的方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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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了《老人愿》的重任，从不知如何开始，到四天之内可以写出超过十篇的真实故事，

简直超出了自己的想象，自己也傻眼。原来，当一个人决心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时，内心

潜能是会被激发。在编写《老人愿》这段时间内，采访了部分老人院，也访问了身边一些

朋友的家人，更聆听了多位老人家的心声，我的思维成长了不少，我感觉到这个世界真的

需要我们的爱，编写并推广《老人愿》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我真心呼吁更多的你，一

起参与这份有意义的活动，让我们一起完成 100,000 本的心愿。 

 

最后，希望看到更多的朋友踏出公益的第一步，你的一份简单的爱，可以令这个世界变得

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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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序 - 李雁杰 
 

记得小时候有一首歌，其中歌词：没有天哪有地，没有地哪有家，没有家哪有我。 

天地因为有了伟大的父母，才有你和我的出现，形成一个《圆满的家》。父母奉献了毕生

的爱来温暖这个家，永不遗弃抚养我们长大成人，最大心愿只是希望我们平安和健康，这

份伟大的爱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永存感恩来歌颂。 

 

2014 年 9 月份，偶然机缘遇到了 Maria 婆婆，她的遭遇让我孤枕难眠，被遗弃或失去爱

的老人家日趋严重，我很想尽一份力让世界重视这股歪风并愿意一起献出爱心推动传递这

份简单的爱。2014 年 10 月份，0 预算之下，我冒然决意以生命影响生命的方式单独走上

传递《老人愿》这条路，我深知传递《老人愿》这条路不容易走，我不怕面对失败，我只

怕没有尝试过就认定失败。 

 

在推出书之前，我先推出《福报卡》来执行传递的任务，第一份设计题目写着《老人

院》，推出之后，得到不错的响应，连台湾著名讲师陈志明老师也留言告诉我说：老人院

是一个很棒的传递概念，可是格局不够大。他还亲自为我取了《老人愿》这个名。名师出

招，果然非同凡响，以《老人愿》新名称重新推出，反应更为热烈，支持的声浪来自四面

八方，让我在传递的路上不再一个人。 

 

推出《福报卡》目的在于传递这份简单的爱，开始每一天向身边的人分享《老人愿》并要

求对方拿着福报卡让我拍一张照片储存在面子书《老人愿》专页，以记录每一次分享的过

程。带着每天传递一点点，每天进步一点点的信念，不间断的分享感动了身边一些朋友，

他们主动向我索取了福报卡，想陪我一起完成这项《老人愿》任务。短时间内，索取福报

卡的数量暴增，有来自：台湾，香港，中国，英国，日本，韩国，新加坡，澳洲等等国家

的朋友，甚至有一些朋友把福报卡带在身上，出国旅游却不忘在旅游景点留下美好回忆。 

令我感到意外惊喜，福报卡的传递在短短一个月内突破 1000 名以上的响应者，数量还日

趋增加，令人鼓舞的参与。当我宣布定下了要出版 100000 本《老人愿》的目标时，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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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讥笑我脑筋出了状况，在马来西亚要畅销 5000 本都已经天方夜谭，我还想完成

100000 本的大愿，简直就是想欺骗大家。 

 

我打算找出 100 位《老人愿》联盟，以十个阶段分批推出，每 10 位的配合，每 10000

本的数量分批推出，直到完成目标为止。首批 10000 本《老人愿》预期在 2015 年双亲

节前提早推出市场，在这期间，经由一位好朋友 Desmond Kan 的引介，《老人愿》得到

了本地著名创作组合《等巴士的小孩》挺身相助为《老人愿》创作了主题曲《爸爸妈

妈》，同时我们也和一位资深香港导演升儿配合拍了两套《老人愿》公益短片。全部会在

双亲节前强力播放，势必以生命影响生命，用感动感染感动，一个感染一个。 

 

加上《老人愿》另一位作者郑芬妮的相助，以她的生命故事写出了每一位老人家的心声，

她以身边朋友家人的真实故事，经过一个采访一个，用心聆听每一段心路历程再细心化为

简短故事，让大家简单读懂老人家的《心愿》。 

 

2016 年，我们希望在传递这份爱的路程中可以更完善，所以决定推出公益爱心 CD 专

辑，除了《老人愿》主题曲之外，额外用爱心编写 4 首新歌加入专辑，以全面的爱发

行。歌曲包括有：（爸爸妈妈），（如果不是深爱过），（宣誓），（猪朋狗友），（有

你有我）。 

http://www.decliningyears.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