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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人生發展角度來說，年老是一種福氣，因為能夠年老，意

味不是青壯便離棄，甚至童少就夭折；但難免的，年老常常伴隨

體弱多病、龍鍾老態。這是年老要面對的共同課題，也是每一個

人現在就應該正視的問題，而非等到社會老人化文化興起後才去

關注。

一項文獻資料顯示，高齡者面對生理、心理及社會急遽變

化，有許多必須適應的問題。從生命教育的角度來看，高齡者有

六項需要面對適應與對治：適應生理的老化、適應失去工作角

色、適應配偶死去、適應收入減少、繼續參與社會、維持良好人

際關係。這些問題，可能一個老年人會具有兩、三項乃至多項，

其中任何一項的適應、改善與提升，都需要正確的認知、引導與

智慧。否則忙來忙去，適應來適應去，往往摸不到邊，好一點的

也是治標不治本，解決了眼前的問題，卻無法究竟。

老年是人生最後一個階段，是總結一生善惡的階段。如果我

們在關懷樂齡族時，也能融入這樣的思惟角度，自然會有不同於

一般僅關懷硬體設備、生活環境、社會福利法案等方面的內涵。

要在年老時得到怎麼樣的照顧，就得先學習如何去關照老

人。針對這樣的因果關係，我在課堂上讓學生思考兩個問題：

一、老人照顧最重要的是什麼？二、當我年老時，我希望過怎麼

樣的生活？

就第一個問題，學生提出的前十項依序包括心靈寄託、活

得有尊嚴、良好的生活環境、受到尊重、親友陪伴、自主能力、

身體健康、心靈健康、社交活動。可見關照老年人時，心靈的問

題，內心的關懷，多數學生們也能觀察到它的重要性！也許，多

數老年人在其年輕時代，也具有這樣的思惟與價值觀。

關於第二個問題，學生的希望是：身體健康，家人和諧，夫

妻恩愛，生活悠閒，當志工，無憂無慮，養寵物，無疾而終，自

主能力等。對大多數學生所提出，分析其順序先後是從身體健康

為基礎，以家庭幸福和樂為重心，最後再提升到心靈上。

日本作家曾野綾子曾提出銀髮族要面對六項挑戰：生活要獨

立、要有工作、觀念要通達、有獨處的居家環境、要面對年老的

現實、內心要有信仰。這六項，其實是非常好的想法，但任何一

項都不容易做，即使年輕時代，也未必都能做到，何況是老人！

總之，如果想要真實獲得快樂，我們可以將這些課題視為樂齡族

可以學習的項目，甚至融入到終身學習的課程中。

此外，日常老和尚曾經說，老年人是一塊寶，具有豐富的

人生智慧與經驗等等。如何從關懷樂齡族的過程中，自身也能有

所學習，將老年人的經驗智慧傳承下來，這是一種具有智慧慈悲

遠見的學習精神。只有這樣的思惟，才能讓一個老人能真實度過

快樂的老年。要成為一個真正的樂齡族，也必須正視到這樣的課

題。

歷史文化、道德文化乃至種種對人類具有真實價值的文化

就是這樣傳承下來的，希望有志於關懷樂齡族群的人或產業也都

能稟承這樣的價值方向而共同努力。所謂有志於關懷樂齡族群的

人，當然是你我他每一個人，因為我們都有父母親長，有一天，

我們也都會年老。

老來寶，

現在耕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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