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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焦點團體探討機構老年住民之

超越老化觀感

林沄萱1 、胡嘉容2 、王靜枝3

摘要

人口老化與社會變遷衍生許多老人相關議題，尤其老人面對入住機構

的調適過程常導致負向的自我觀感。西方學者Tornstam所提出的超越老化理

論，能引導老人以較正向的觀點看待老化過程，成為老人照護臨床實務之重

要概念。然考量本土文化特性，運用此概念之前，宜先行了解台灣老人本身

超越老化觀感。本研究運用焦點團體研究法，採半結構式訪談及錄音，分二

個團體進行16位機構老人之訪談，經轉譯及以內容分析法分析訪談資料。結

果發現機構老人超越老化觀感可概括為下列三主題：不畏懼老與死亡、察覺

自我並尊重他人、重新看待生活，且發現台灣老人與西方老人對超越老化之

觀感雖意境與表達方式不盡完全相同，但頗為相似。本研究結果可作為未來

設計照護措施之參考，且 對未來臨床照護實務訓練有重要參考價值。

Abstract

Gerotranscendence theory is an important concept in caring older people 
by introducing positive perspective on aging process. In Taiwan, it is essential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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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stand  the  perspective of  gerotranscendence  in  local  elderly  people.  This 
study utilized two focus groups and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ing technique to 
collect data from 16 institutionalized elders. Three themes emerged in relation to 
the perspective of gerotranscendence, namely: Fearlessness of aging and death, 
awareness of self and respect others, and new life view. These results were similar 
to western view of gerotranscendence but not necessarily so.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might serve as valuable guidelines for health care workers in clinical areas.

壹、前言

我國65歲以上老年人口於2007年12月底已佔總人口數的 10.2% （內政

部統計處，2008），而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2004）推估台灣地區65歲以

上人口至2051年時將高達 35.5% ，充分顯示人口老化速度。與老化相關的議

題儼然成為必須重視的議題。加上，子女移居外地的情形日益增多，使得一

向扮演主要社會支持系統的家庭已漸無法擔任此角色，以致有越來越多的老

人必須選擇接受機構式照顧（林、李，2005）。截至2007年12月底，國內老

人長期照護、安養及養護機構共有 1,034 所，實際進住人數為46,699人，占

老年人口的 1.99%；可供進住人數為62,881人，使用率為 74.3% ，其使用率

較2005年增加 1.2% （內政部統計處，2008）；顯見老人入住機構的情形有

日益增加之趨勢。然而，子女及親友亦因忙碌而無法常至機構探視老人，使

得老人與外界的聯繫減少，加上非自願進住機構者有被迫入住的無奈，故多

數機構中的老人有落寞、孤寂及調適困難之情形（黃、張， 2006；彭，

1999）。老人隨著生理、心理及社會等功能上的衰退而必須面對多重的失落，

如健康狀態、認知功能、自我照顧能力、喪偶、獨居等，這些失落加上社會

對老人的刻板印象，都會造成老人心理上的衝擊。倘若老人的壓力缺乏適當

的紓解，或者在調適過程中遭遇挫折，都將造成老人對老化的負向自我看法，

而此觀感將影響老人本身之健康、情緒、生活滿意度、甚或社交活動意願

（林、余、張，2004；李、廖、吳，2000；Ho et al., 2003）。因此，引導老

人以較正向的觀點來看老化過程為可運用於老人照護之重要策略。

近 年 來 國 外 學 者 Tornstam 提 出 超 越 老 化 理 論 （ theory  of 
gerotranscendence ），其打破傳統老化負向觀感，以正向且廣闊的觀點來看

老化的過程，並強調進入超越老化階段的老人之發展及改變 (Tornstam, 1994, 
1997) 。且根據Tornstam(1994, 2003)的研究結果顯示，超越老化的程度越高

則生活滿意度也越高。因此若能提昇老人自身超越老化之觀感，不僅可協助

http://www.ncku.edu.tw/~geront/TGF/2



老年論壇期刊第 6期

老人重新體認週遭的人、事、物，重新審視自我，發現生命的意義，提昇其

生活滿意度，實為提供老人照護時之一另類選擇。但超越老化理論源於西方，

故應用此理論之初，須將本土老人文化特性一併納入考量，也因此本研究作

一先趨性探討台灣老人的自我超越老化觀感狀況。本研究結果可作為未來設

計照護措施之參考，以促進老人邁向超越老化的階段及提昇生活滿意度，且

對醫護人員的教育訓練或臨床照護實務，富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貳、文獻查證

因超越老化理論源於自我超越理論，因此文獻查證將含蓋二者使讀者能

深入了解超越老化的根源，再敘述老人自我超越老化觀感相關研究與中國人

的超越觀。

一、 Reed 的自我超越理論

Reed 認為人到了老年時期，雖然身體功能逐漸退化，但是在心態上，

會將外在形體的改變轉換成因應環境的資源，對自己的生命階段進行統整，

重建自我的價值，而對自己的人生感到滿意，而在此時幫助個體朝向成熟發

展階段的動力即是自我超越的能力 (Reed, 1983, 1991; Upchurch, 1999) 。自我

超越是一個動態的過程，亦是老化過程中的一個自然現象，其反映個人靈性

的成長與成熟，且擴大個人的觀點，在生命的過程中不斷地去尋求生命的意

義，而個人是宇宙整體中的一部份，故個人與環境、過去與現在、身體與靈

魂等都是無法分割的 (Levenson, Jennings, Aldwin, & Shiraishi, 2005; Reed, 
1991) 。自我超越亦與晚年生活的心理安適狀態有關，而晚年生活會傾向於

朝向超越目前所處狀況的侷限、身體的限制及自我與生活之狹隘的觀點，且

當面臨生命終點時更易使人趨向於自我超越 (Reed, 1991) 。因此，自我超越

是將個人視為宇宙中的一份子，能跳脫身體與心靈、時間與空間的限制，是

一種老化過程的自然現象，而使人趨向於更成熟且更具智慧，最終能創造生

命的意義。

二、Tornstam的超越老化理論

超越老化理論是由社會學家Lars Tornstam所發展，其強調老人進入超越

老化階段的改變及發展(Tornstam, 1997)。超越老化之定義為：老人對事件的

看法從唯物現實面昇華為宇宙廣闊面的一種整體的觀感，並伴隨著生活滿意

度的提昇(Tornstam, 1997)。老化現象是一自然過程，當老人能揮別以往，重

新去體會生活中的一切，而能以更廣闊的觀點重新來看待老化的過程，此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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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超越老化的階段，此階段的老人會變得更加成熟且充滿智慧 (Tornstam, 
1994, 1996a) ，正因如此， Tornstam (1994)更認為老人不需太拘泥於外界對

於老人的看法，如認為老人應從社會中脫離或者該努力維持社交活動等。

超越老化理論分為宇宙、自我及社交互動三面向 (Tornstam, 1996a, 
1996b)。在宇宙面上，認為老人對生活中的一切有全新的體認，能跳脫現實

的框架，在過去與現在的時空背景裡來回，重新喚起對大自然美好的感覺，

對生活中的任何事情都能享受其中，即使是微不足道的事物，當心態轉換了，

也可從中獲得樂趣，且與前人之間的距離縮短了，能感覺到與過世的祖先有

心靈上的連結，並了解生與死是自然現象，因而能夠坦然的面對死亡 

(Tornstam, 1996a, 1996b, 1997, 2003; Verbraak, 2000)。在自我面上，認為老人

不在意身體外觀及功能的改變，因而能達到身體的超越，且從自我中心轉變

為利他行為，能設身處地為他人著想，因而達到自我的超越，並意識到自己

是宇宙整體中的一部分，故無法與其分離，同時亦降低對外在物質的需求，

而能將其轉換為精神及靈性層面的需求，最終能進行人生經歷的自我統整，

重建自我的價值並且創造生命的意義 (Suzanne, 2005; Tornstam, 1996a, 1996b, 
1997, 2003; Verbraak, 2000) 。而在社交互動面上，則認為在人際互動上會減

少表淺的人際互動而轉為重視少數知己好友，故其在乎的是朋友之間的交情

而非朋友的多寡，且增加了沉思、冥想的時間，進而享受自我內在心靈層面

的世界，以無拘無束的態度過生活，不在意他人的眼光，能夠超越對與錯，

不再事事替他人做決定或者給予他人忠告，因而變得更加成熟 (Suzanne, 
2005; Tornstam, 1996a, 1996b, 1997, 2000, 2003; Verbraak, 2000) 。總之，超越

老化是一個全新的概念，老人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捨棄過去對於自身老化負向

的看法，跳脫現實的框架，而能以更開闊的視野重新看待人生中的一切，並

對現實有新的體悟，同時也是一種自然地朝向於成熟及睿智的過程，最終能

無懼死亡，而能重建自我的價值，創造生命的意義。然而，因每位老人都是

不同的個體，其過去生活背景經歷與所處環境的迴異，老人們對於老化的觀

感亦有所不同，並非所有老人皆能到達此境界，因此也影響到老人達到超越

老化的程度。

三、老人自我超越老化觀感相關研究

截至目前為止，探討超越老化的文獻皆為國外研究，且多侷限於探討影

響老人自我超越老化觀感之相關因素，對超越老化觀感之實證文獻亦相當有

限，僅二篇。其一為 Tornstam (1997) 採質性半結構訪談方式訪問了50位年在

52-97 歲之間的瑞典居民，藉以了解他們對於自我超越老化的觀感。訪談結

果歸納老人超越老化觀感為下列三個面向：宇宙、自我、及社交互動。在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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宙面，老人感覺到他們可以回到童年，在過去與現在之間來去自如，且縮短

與前人之間的距離，與祖先有心靈連結；在自我面，老人開始明白自己原來

是怎樣的人，而多數的人都談到關於自我的改變及發展；在社交互動面，老

人變得與少數人有深交，而與多數人僅止於點頭之交，不在意他人的眼光，

且勇於嘗試自己想做的事，在幫助他人做決定時也變得更為謹慎。第二篇為

Wadensten (2005) 選取 6 位年齡在 68-80 歲之間的瑞典婦女組成的討論團體

研究，於團體中介紹超越老化理論並請每位婦女分享自身老化的經驗。

Wadensten (2005) 仍以宇宙、自我及社交互動三個面向對其研究結果作解釋。

在宇宙面，發現多數參與者感覺到能與祖先連結，不再害怕死亡，且能在過

去與現在之間來去自如，並體悟宇宙中的奧妙；在自我面，發現參與者能統

整人生經歷，減少以自我為中心，且變得更勇於面對自我，但也有人認為她

們變得更關心自己，而所有人皆無法超越身體外在的狀況，因她們擔心身體

及疾病的變化，然認為這是正常老化的現象；在社交互動面，發現參與者減

少人際間的互動，而獨處的需求增加，且不在乎外在物質的需求，但也有人

因經濟狀況變差，仍重視本身的財務狀況。雖僅限於二篇研究探討，但從中

仍顯示西方老人之超越老化自我觀感頗能以宇宙超越、自我超越及人際超越

來解釋。

四、中國人的超越觀

   國內並無探討老人的超越老化觀感之相關文獻。因此，本研究查證中國

人的超越觀，藉以提供本研究討論基礎。在儒家思想中，超越的過程具有心

的覺察及哲學上的思維體認，且必須從生命的經驗中發現意義，對人、宇宙、

和生命的本質才能產生體認與自我充裕感，而達到超越（張，2000）。儒家

思想強調超越是由內而外，順序為先「超越自我」、再到「率性」階段、最

後到「宇宙面」（黎，2005）。在「超越自我」部分，能有話直說，道出事

物的本質，可以直接表達意見，但卻必須態度謹慎、克己守禮，拋棄主觀意

見、接受不同觀點，成為一個可以接納他人意見的人，達到內在超越。而此

種內在超越正是衍生為外在超越的橋樑，此橋樑即所謂的「率性」。中國的

四書中，《中庸》敘述「率性」為天命之謂性 ，率性 之謂道（曾參 ，

2007）。「性」就是人身的理性，至善至存不離開人心，是一種人的本性，

是一切智仁勇的總源，是一種天道（徐，2001）。「性」除了人性，也有意

指物性、天性的意思，是大自然的法則（黎，2005）。率性的率字，依鄭康

成注，是依順的意思，所以「率性」是指依順本性，不違背人性、物性、天

性，不傷天害理，能調節情感，達到中和之意，便能達到率性（徐，2001；
張，2000）。最後在「宇宙面」部份，可以知天命，了解人和宇宙間並非天

人永隔，是可以將「以人為中心」轉化成「以宇宙為中心」的，藉由生活於

宇宙中，生命能配合自然的律動與發展，了解宇宙的規律及程序，產生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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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考，而達到外在的超越（黎，2005）。而《論語》中子曰：「吾十有五

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

心所欲不踰矩。」，亦充分表現出儒家思想中超越的觀念，最終能以知天命

自任，聞他人之言而知他人之意，順心而為，不踰越法度（查，2007）。

   儒家超越意義最終指的是人必需要有內在主體的休養，進而內在主體的

超越，再進而達到外在的超越，更進一步內外超越合一，而達到宇宙超越。

如此人才能夠脫離時空與人性的限制，才能夠獲得自由，感受到生命的意義

與價值（黎，2005）。因此，中國人的超越思想，意指人或許無法脫離肉體、

時間、和空間的限制，但人可以在精神上有所超越，和宇宙合而為一（張，

2000）。

參、材料與方法

一、研究設計

本研究採質性焦點團體研究法（ focus group approach ）。焦點團體意指

針對某特定問題或特定族群組成團體進行資料收集，並且系統化的分析資料

形成結果。常被用於所關注但了解不多的現象之探索，探索人們的經驗、意

見、期望及關心之事。焦點團體著重於「互動」和「討論」，藉由「主持

人」 (moderator)之引導下，鼓勵參與者間公開及自由地討論及互動，激盪彼

此的想法，從團體討論互動中取得資料（Krueger, 1994 ）。小團體人數以6-
8 人為原則，訪談時間原則上以一小時為主（林，2002；莊，2003）。

二、研究對象及場域

以立意取樣選取南部二所政府立案之老人照護機構中之年滿65歲以上老

人共16位，各機構分別進行一個團體，共進行二次焦點團體。研究對象篩選

的標準為：（一）年齡在65歲及以上、（二）意識清楚、（三）可靜坐一小

時、（四）無失智之臨床診斷、（五）聽力良好，可聽說國、台語、（六）

最少須入住機構滿三個月或以上。研究者向符合收案條件之老人說明研究目

的及其重要性、會談時間、地點、會談大綱，並說明在團體進行時會以錄音

方式收集資料，且強調保密，經個案同意並簽署同意書後進行團體訪談。

三、研究步驟

研究人員於研究前一週至研究結束期間亦參與機構之活動，藉此增進與

老人之關係。本研究焦點團體由二位具老人與精神護理背景之研究人員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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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及觀察員，觀察員主要為記錄及觀察團體中成員發言順序及團體進行

過程中的團體動力。當研究對象到達會談地點後，由研究成員先協助個案如

廁，之後由主持人協助安排座位，並說明研究目的及焦點團體進行的程序，

並形成共識，之後依討論大綱進行討論，並由觀察員進行錄音及記錄。每次

團體進行時間約為60分鐘。團體開始時由主持人請團體中較健談的老人先發

言，再依序請每位老人表達其看法及感受，結束前由主持人總結當日訪談結

果，並再次詢問成員是否已充分表達意見。活動結束後研究成員立即進行會

後會討論，針對每一位老人從開始至結束的對話情境以及團體互動的過程一

一進行討論，作為資料分析之參考資料。研究者以超越老化理論各層面之概

念及其相關研究文獻作為擬定團體討論大綱之依據，討論大綱擬定後由研究

人員先進行討論及演練，以確定討論大綱內容之適切性。訪談大綱內容如下：

您認為老是什麼？您如何解釋老？您對自己步入老年或越來越老的想法如何？

您有沒有聽過「超越老化」這個名詞？（由主持人口頭解釋何謂超越老化）

請您解釋何為「超越老化」？您如何經歷超越老化的種種狀況或情形？若欲

達到超越老化的境界，您覺得自己可以作些什麼或調整什麼？

四、資料分析

所有團體訪談的錄音資料皆由研究者撰寫成逐字稿，以內容分析

（ content analysis ）進行資料分析。根據胡（1996）提出的焦點團體訪談資

料之分析策略，事先詳細檢視三個團體的轉錄資料，據此發展出分類架構

（ coding ），之後再從轉錄資料中根據分類架構分類後，選取合適的引用句

（ quotations ）來表達內容。

五、質性研究的嚴謹度

焦點團體的優點之一為表面效度高，主要乃針對某一特定主題，以與其

相關的開放式題目來進行團體討論（Krueger, 1994 ）。因此本研究的效度檢

定採專家效度，請一位具博士學位之老人護理領域的專家協助檢測訪談大綱

之適切性。研究者在資料收集過程中，遵循質性研究的規範，留下所有文字

記錄，以便於研究的考察。且訪談過程並配合錄音以確保資料的真實性，將

所獲得的資料反覆分析、解釋，並不斷的與研究成員進行討論，避免研究者

偏誤的產生，以求所得資料能真實的反映出研究對象的感受。

肆、結果

一、個案基本人口學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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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共有16位機構老人參與此研究。老人的年齡從69至92歲，平均

79.38 歲（ SD ＝1.75）；男性 6 位（ 37.5% ），女性10位（ 62.5% ）；教

育程度以不識字居多（ 37.5% ），其次為小學畢業（25%）；宗教信仰以傳

統信仰居多（ 31.25% ）；婚姻狀況以喪偶居多（ 56.25 ）；罹患慢性疾病

數平均為2.56項（ SD ＝1.55）；入住機構年限從 0.3 至19.9年不等，平均

為5.77年（ SD ＝6.09）。見表一

表1 個案基本人口學資料（ N＝16）

變項 人數 %
年齡

65-74
75-84
≧85

5
6
5

31.25
37.5

31.25
性別

男

女

6
10

37.5
62.5

教育程度

不識字

小學肄業

小學畢業

國中畢業

高中畢業

大專以上

6
2
4
0
2
2

37.5
12.5

25
0

12.5
12.5

宗教信仰

傳統信仰

佛教

基督教

天主教

其他

5
4
1
4
2

31.25
25

6.25
25

12.5

婚姻狀況

已婚配偶仍在世

已婚配偶已過逝

未曾結過婚

2
9
5

12.5
56.25
31.25

二、老人自我超越老化觀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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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就團體訪談的內容，經內容分析所歸納出的三個主題及其下的次主

題與例子：

（一）不畏懼老與死亡

1 、人老當看開—知足常樂：意指老年人能以開闊的心面對現實，轉變

自己的想法，達到知足常樂。許多老人提到當生活中有不如意時，過去年輕

時多出現悲觀想法，因此常陷於煩惱痛苦之中。然而隨著歲數增加，普遍認

為與其煩惱生活瑣事，倒不如看開一點，即使生活不順遂，也能正向面對，

不去想不愉快的事情，而轉換看待事物的觀點，以更豁達的態度面對生活，

如此一來生活變得更加快樂。舉例如下：

    “過去就過去了，現在就好起來了，現在就想說把它想的開一點比較快

活。”

“…我可以來住這裡，吃自在，睡也自在，每一項都有人照顧你，這樣

我們就很滿足的意思啦，…我們可以住在這裡，人家照顧…這樣就很樂觀啦

…。”

“就有人可以準備給我們吃，就在這裡睡，在這裡吃方便。”

“吃老就大家看開一點，…不要看別人有就要有，看別人好命就要好命，

兒孫大家也要賺錢，富有的有的也送來這（指老人被兒女送來），要看破啦。

” 

2 、生死有命—毋須害怕：意指老人能了解生死乃自然現象，是人生必

經之路，能坦然面對死亡，甚至可以不忌諱的與家人或朋友談論死亡，不會

感到擔心害怕。許多老人認為以往對死亡感到畏懼，極避諱與人談論死亡話

題，但隨著年齡的增長，體會到生命必有終點，了解死亡是不可避免的，因

此能以平常心來看待死亡，不再感到害怕，然從言談中仍可見老人期望好死，

意即死亡過程不因病纏身而痛苦。舉例如下：

 “生死都有啦，生死這條路大家都要走的，沒需要煩擾，要死的時候

別太辛苦就好。”

“對死亡的看法，我說過棺材是裝死人的不是裝老人的，我是最年輕的，

但也可能是最早死的，我不害怕死，該來的會來，我已經把遺書放在袋子準

備給家人了，所以我不怕死。”

“這是（死）很正常的，因為人生免不了死，所以我覺得討論死亡也是

應該的，因為我精神上有寄託，有一天天主招手要我去，我一定會去的。”

（二）察覺自我並尊重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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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了解自我—省思己身：意指老人能了解自己真實的想法、真實的個

性，不以自我為中心，能先省思自我，在乎別人的感受。老人提到自己過去

年輕時較不會顧慮到他人的感受，也不懂得自我省思，但隨著年齡增長，能

更了解自我，去掉私心，而能多為他人著想，顧慮他人的感受。

    “…去掉私心、自我，多為別人著想，把別人放在前頭，自己在後面…

”

“我覺得在從前小時候我是家人很保護我，所以我是性情很暴躁，後來

一直作事也信了天主教…將心比心，…凡事能夠待人寬厚，不要太自私太把

自己放在前頭，什麼事情把自己放在後面…”

    “我覺得一個人想超越自己是很不容易的，第一我們要常常反省，反省

自己哪些做的不對，就應該改過，應該改正，雖然說這樣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可是我們有這種想法對我們還是有幫助的，所以常常有時候自己受一點委屈

我是可以忍受的，每一個人都是很自私的，所以盡可能的把自私的念頭壓下

去，這樣也算是超越自己吧 …”

    “我覺得不管年輕或老了，都要律己，不能無視他人。”

2 、接受所有人—相互尊重：是指老人能接受所有的人，無論對方好壞，

都可以互相尊重，與他人和平相處，不計較。老人認為平日人際關係中，人

們常計較金錢、意見或者其他生活瑣事，但隨著年齡的增長，老人慢慢地轉

換人生態度，揮別以往愛計較的心態，以更寬廣的心胸重新面對人生，因此

與人相處就更為圓融，懂得進退之道，且能尊重、接納所有的人。舉例如下：

    “…你如果想說他攻擊他，他攻擊他，他罵他，他罵他，心情怎麼會好，

不可能啦，不好，對人不好啦，所以我們人，年輕人、老人也好，大家要進

一步退一步，大家互相尊重，大家互相尊敬，這樣才會快樂。”

“…我不會去跟人怎樣，人家如果在說我怎樣難聽的話，我有聽到聽，

沒聽到我不會去和人打攪…”

“有個人很兇，會罵我、常發脾氣，我都忍耐，被佔便宜也沒關係，那

個人常常跟人吵架，我自己可以忍受一步。”

（三）重新看待生活

1 、朋友不在多—知己為貴：意指老人能轉變對人際關係的看法，不再

只重視表淺的人際互動，而轉為重視少數知己好友。老人以往較喜歡一群人

聚在一起談天說笑或飲酒作樂，但隨著年齡的增長，老人不再只熱衷於熱鬧

的場合或酒肉朋友，而較重視與少數好友之間的聚會，即使朋友只有一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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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關係，意即重質不重量。舉例如下：

“以前的朋友很多，喝酒啦、唱歌的啦，一大推，酒肉朋友、卡拉ok也
有，很多…朋友有兩三個就好。”

“有知心只要有，不要太多，這樣就夠了。”

“朋友有兩三個就好。”

2 、無憂無慮過生活—拋開愁煩：意指老人在生活當中能將憂愁與煩

惱拋開，盡情享受人生。以往常會煩惱許多事情，但隨著年紀的增長，老人

能拋開憂愁與煩惱的枷鎖，以無憂無慮的態度生活，即使入住機構，與家人

分離，雖偶會感嘆，但能自己想開。舉例如下：

    “少想就是少煩惱，不要想太多，就是這樣嘛！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

如果你去想難道不會煩腦嗎？所以我想少想少煩惱，多往快樂和喜歡的地方

去想，也許是幻想，但是快樂幸福的也無所謂。”

    “我都不會想那麼多，想是會想，想一下煩惱一下，馬上忘記，沒什麼

好煩擾的。”

    “煩惱五分鐘、開心也五分鐘，有人有喜事也高興，就像老人孩子，這

樣就很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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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討論

本研究結果之「不畏懼老與死亡」與國外研究結果之「宇宙面」有些類

似但表達出來的意境不盡相同。在本研究中，僅少部分老人有超越時間與空

間及回到童年或過去時光之感覺之經驗感受，且少主動提及體會到並經驗大

自然的美好及了解宇宙間的奧妙，而甚至有許多老人對於往事有不堪回首之

感，偶而會掉落過去悲苦的經驗中。然有此想法的老人卻又能適時跳離負向

思考，就如同中國人「率性」的超越觀點與孔子所述「五十知天命、六十耳

順、七十從心所欲不踰矩」一般，能順從本性及順天命。此外，本研究亦發

現，能表現出超越宇宙的老人多為虔誠的天主或基督教徒，可能因其常閱讀

聖經及與修女互動，靈性生命較活絡，使得其宇宙超越觀感較明顯。而多數

參與對象多於室內活動，少接觸到大自然的景物，且少有人與其討論或分享

宇宙之奧妙。 Tornstam (1997) 及 Wadensten (2005) 的研究發現，在老化的過

程中，老人能體悟到宇宙中的奧妙，且能超越年齡與地域的限制，在過去與

現在之間來去自如、藉懷舊時光回到童年、能與祖先有心靈上的連結及享受

大自然的美好。因此，無論國、內外老人，均表示最終能以更開闊的心坦然

地面對老化的過程。在次主題「生死有命—毋須害怕」上，本研究發現老人

不畏懼死亡，將死亡視為人生中的一部分。從國外學者 Tornstam (1997) 及

Wadensten (2005) 的研究發現，老人普遍上亦不害怕死亡並認為死亡是自然

的現象。而本研究發現老人較擔心的是身體的退化、疾病纏身及無法超越身

體上的限制。此部分頗能以中國人的超越觀來解釋，其認為人雖無法跳脫肉

體、時間、及空間上的限制，但可轉為心靈上的超越，藉由中國人「率性」

的特色，進而和宇宙融合（張，2000）。在次主題「人老當看開—知足常

樂」上，本研究發現與國外不同之本土文化特色為台灣老人對「吃」、

「住」相當看重，尤其是吃，例如老人常以“吃飽了沒？”來作為最真誠的

問候語，且多表示有的吃、有的住就該感到滿足了，而在吃方面不一定要吃

很好，只要吃的飽就頗能滿足他們。在物質面的滿足過程，老人會聯想到祖

先的庇祐、兒孫的孝順，並對機構的照護感到滿意，覺心理幸福感。例如老

人表示「小孩賺錢讓我們來這裡住」、「天主爺保佑讓我可以來這裡」、

「政府的補助讓我可以來這裡，有人照顧我們，有得吃有得住，這樣就很感

恩滿意了」。可見在吃、住的部份，老人們也是很「率性知天命」，容易知

足惜福。

在「察覺自我並尊重他人」這個主題上與國外研究結果之「自我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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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完全相同。本研究發現老人能了解自我、去除私心、多站在他人的立場為

他人著想，而不再事事都只想到自己，或以自我為中心，較能尊重他人，但

卻很少以統整的言詞或行為觸及其一生過程甚至會不願提及其過去某些事績。

例如，多數老人表示：「過去的事就別提了，過去就過去，沒什麼好講的」、

「每次想到小時候說多辛苦就有多辛苦，能不想就不想，很可憐，想到都會

哭」。而 Tornstam (1997) 及 Wadensten (2005) 的研究卻發現，西方老人能重

新審視自我，在乎他人的感受且能進行人生經歷的自我統整。推測可能因本

研究對象多經歷台灣光復初期社會動亂與復甦等童年困苦生活及日據時期，

老人表示當回想過往時，容易掉入悲傷情緒，因此對於往事，老人大多表示

較不願意去回想。本研究在「了解自我—省思己身」這個次主題上發現，老

人頗了解自己的個性，且多表示為人處事不能太自私，因而能多為他人著想。

此與國外學者 Tornstam (1997) 及 Wadensten (2005) 的研究發現，老人能重新

審視自我、不以自我為中心類似。而在次主題「接受所有人—相互尊重」上，

本研究發現老人在與人相處上能懂得進退之道，學會尊重與接納他人，例如：

多數的老人表示：「被人佔便宜都沒關係，我們不要佔別人便宜，也不要害

人就好」、有幾位老人也自述心態也有隨著年齡增長有所轉變，如：「以前

脾氣說多不好就多不好，但是現在不一樣了，知道自己的個性，不會亂發脾

氣，大家都老了，要互相尊重」、「看看別人，也要想想自己，好的就學、

不好也不要去害人」、「有的老人脾氣不好，我們知道他有問題，就不跟他

計較，被罵…，就忍下來」。此與國外學者 Tornstam (1997) 及 Wadensten 
(2005) 的研究發現，老人能接受所有的人，不與之計較類似。另又與中國人

超越觀之「內在超越」及「率性」相似，意即能調節自身情感，接納他人意

見（徐，2001；張，2000）。從老人們的言談中可以發現，隨著年齡的增長，

週遭友人一一去世，以及家人離開身邊，多數老人獨自在機構中生活，也因

此特別珍惜及尊重其他人，對照顧者抱持感恩之心，當機構中發生一些衝突

時，特別是有精神情緒問題的老人，這些老人多能以同理心去體諒及幫助他

人。在團體討論中，老人們都覺察到自己個性上有所改變。 

最後一主題：「重新看待生活」與國外研究結果之社交互動面在人際互

動及生活態度上頗為相似。本研究亦發現多數老人在人際交往上的態度有所

轉變，多表示朋友只要有就足夠了，且能以無憂無慮的態度過生活，不杞人

憂天。 Tornstam (1997) 及 Wadensten (2005) 的研究亦發現，老人不像年輕時

熱衷於人際間的交往，僅與少數知己好友有所互動，且能不受社會或個人規

範的限制，能以快樂的心情過生活。在次主題「朋友不在多—知己為貴」上，

本研究發現老人對於人際互動的看法有所轉變，不再只熱衷於熱鬧的場合，

較重視與少數好友之間的聚會，就像老人所述：「以前都是酒肉朋友，知心

沒幾個，老了就散了，現在留下來的都是好朋友」、「現在我的知心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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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是偶而會來看看我，很感動」、「我的幾位老朋友知道我住進這裡，還特

地從很遠的地方一起來看我」、「我有我的好朋友就夠了，也不期待交什麼

新朋友」。與國外老人表示能減少表淺的人際互動，轉為重視少數知己好友

相似 (Tornstam, 1997; Wadensten, 2005) 。另在次主題「無憂無慮過生活—拋

開愁煩」上，本研究亦發現老人可以容易的拋開煩惱的枷鎖，感嘆之餘，可

以用超越的心態看待人生。而國外學者 Tornstam (1997) 及 Wadensten (2005)
的研究發現，老人表示能拋開煩惱，以全新的態度盡情享受生活。就像本研

究多數老人說的：「過去就過去，想那麼多有什麼用，想現在過的很好就很

開心滿足了」、「住在這裡很好，有吃有穿有活動，什麼都不用煩惱，有喜

歡的活動就去參加，不喜歡就在房間也沒關係」、「什麼傷心難過，一下子

就過去了」。推測本研究對象幾乎無經濟壓力，有政府補助或家人撫養，無

須擔憂經濟，兒女也幾乎都成家立業。而中國人最重視的就是家人，當家庭

穩定，老人們就無後顧之憂，加上在機構中有許多照護者，也有老人們喜愛

的休閒活動，自然而然可以藉由活動轉移注意力，且老人們多會告訴自己不

要煩惱，且大多老人是非常感謝機構的照護，可以放心過生活。

陸、建議

以下針對臨床實務、研究及教育方面提出幾點建議：

一、臨床實務：以超越老化的徵象為指引，設計符合老人個案的措施，於提

供照護時，不全然以照護者本身的觀點來提供照護活動，應尊重老人自己的

選擇。例如，有些老人不喜好結交新朋友，偏好一至二位知心好友，則照護

者不宜強迫其投入團體活動。除此之外，可設計較符合本土的超越老化討論

團體措施方案與相關性活動，例如，宇宙面的體驗。不宜以西方方式進行，

但可利用多數老人的習性談論老人「吃」、「住」的需求與看法。

二、研究：國外陸續有少許學者應用超越老化理論的觀點進行臨床研究，然

而因東、西方文化的不同，是否適用於本土文化，則需進一步探討。建議未

來研究方向可朝更深入比較台灣本土老人及照護人員二方面對超越老化觀感

的差異；以質性訪談的方式探討照護人員是否察覺到老人超越老化的徵象；

以及老人與照護人員對超越老化的看法。在量性研究方面則可探討影響超越

老化的相關因素及對生活品質、生活滿意度、社交活動滿意度、自尊及憂鬱

等之影響；及設計以超越老化為主軸的老人團體及照護者團體。

三、教育：不論在學或在職護理人員教育上，勿將老人的照護重點著重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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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層面，應以多元的角度引導學習者看老化，以能於臨床上顧及老人心靈層

面的需求。例如，在課程編排上可將超越老化及文化與社會變遷等主題納入

課程內；而在臨床在職教育上，則可教導臨床照護人員區辨超越老化徵象及

如何協助老人邁向超越老化的能力。而本研究為前趨性研究，以質性焦點團

體僅進行南部二所老人照護機構的十六位老人，因此對本研究結果的代表性

與推論性有所限制。

柒、結論

本研究旨在探討台灣老人的自我超越老化觀感。本研究發現老人雖無法

脫離身體的限制，但能以正向的態度來看待老化，且不畏懼死亡，並能經由

自我省思更加了解自我，能接納他人不與之計較，而以無憂無慮的態度過生

活。經由對老人自我超越老化觀感的了解，可作為未來在老人臨床照護實務

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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