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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養中心、仁愛之家、護理之家、養護中心、長期照護中

心，或某某樂齡學習中心等等，這些機構到底有何差異？

所謂長期照護機構，是以罹患長期慢性病，且需要醫護服務

之老人為照顧對象。養護機構，以生活自理能力缺損，需他人照顧

之老人，或需鼻胃管、導尿管護理服務需求之老人為照顧對象。安

養機構，則是日常生活能自理之老人為照顧對象。護理之家，收住

對象為日常生活上須協助，或是插有管路（尿管、氣切管、胃管）

的老人家。仁愛之家，是指臺灣省政府時代的老人照護機構名稱。

此外，社區照顧與居家照顧，都是最近幾年推動「長照十年計畫」

發展老人照護的一種模式，也將是未來發展的趨勢。

這些機構分類的發展，正反映了產官學對高齡化問題的重

視、關注的細密，與老年人喜歡在家養老的心態文化。因應老

化問題，世界衛生組織繼2002年提出「活躍老化」觀念（active 

ageing，使健康、參與和安全達到最適化機會的過程，以便促進民

眾老年時的生活品質。）2007年又發布「高齡友善城市指南」，

具體提出營造高齡友善城市的八大面向，包括：住宅、通訊與資

訊、交通運輸、無障礙與安全的公共空間、工作與志願服務、社

會參與、社區及健康服務、敬老與社會融入。

概括起來，不外乎是老人的生活環境，老人對社會的參與，

及老人自身的工作與心理狀態三個部分。意即如何營造年老時舒

適的生活環境？如何增加老年對社會的關懷？如何讓老年正向而

有智慧的關注自己？這三個層面，若論輕重本末，自當以「如何

讓老年正向而有智慧的關注自己」為重為本，因為這是以心靈為

主體的學習。

據我的觀察，長照機構硬體環境的豪華舒適，對一個老人

的照護往往不是最重要的嚮往，因為年老隨著身體機能的減退，

豪華設備能享用的有限，加上需要經濟的長期負擔，多數崇尚節

儉的老人家往往不忍再花費，居家護理與社區護理的興盛正反映

了這個問題。還有，年老時對社會環境的關懷心力，也會逐漸降

低。年老時，所關懷的事物會越來越少，內心的念頭也會相對減

少。因此，如何穿越生理的障礙，有效率的、真實的、長遠的、

根本性的、心靈的角度來關懷老年的生命，是我們要思考要學習

要實踐的課題。

上述內涵，仔細深思歸納，可簡約成一個詞，即孔子的「老

者安之」。用現代話說，就是讓老年人仍然能夠安心的學習（今

日終身學習是也）！「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中的「之」

字，其意涵是指著同一種內涵方向的。至於所要安住的學習是什

麼？依儒家教育思想，無非就是成賢成聖之道。依佛法來說當然

是指成佛。這種崇高的目標，凡是人都應該要去建立長養的，年

齡越早越好。從學習的條件說，一個老年人要能夠安住於這樣有

系統的學習當中，意味著其生活環境或是自身心態，應該都有某

種程度的優質，或者已不是內心會掛慮的問題了。這樣境界層次

的學習是極為崇高的、長遠的、根本的學習系統！

總之，讓老年人無論健康或病苦，能依著某種程度的生活環

境和正確的思惟智慧，安住於終身學習的目標中，便是一種理想

的照護理念和文化。然而，今天的老年，不也就是我們每一個人

的未來嗎？今天照護老年，也等於照護未來的自己！照護年老，

真是我們生命當中一樁利己利人的莊嚴盛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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