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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與回應  

 

從村上春樹「非現實夢想家」反省 

效率社會中的老人照顧 

余尚儒
1,2

 

 

    壹、效率社會後遺症 

    日本知名作家村上春樹本月初在西班牙加泰隆尼亞領獎時，公開在致

詞演講中反對日本核能發電政策，直指日本社會默許核電擴散背後的邏輯，

是集體追求以「方便」生活方式，對「效率至上」社會缺乏反省，終於承

擔核災的後果。曾在京都立命館大學留學返台的陳炯霖先生將村上春樹演

講稿翻譯成中文，讓更多人了解村上先生的批判，底下我節錄其中三段，

以我覺得和接下來我要提出的反省相呼應的文字做為本文開始。 

 

這是我們日本人在歷史上體驗的第二次大規模核災，但這次

並不是有誰把炸彈丟下來，我們日本人自己蓋起了核電廠，用自

己的雙手犯下過失，損毀了我們自己的國土，破壞了我們自己的

生活。為什麼會變成這樣？戰後我們長期對核子抱持的否定感到

底是從何時消失的？我們一直以來追求的和平富裕的社會，到底

是被什麼侵蝕，扭曲的呢？理由很簡單，就是「效率」(村上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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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2011/ 2011，p.28)。…依賴核電成為一個既有事實。對那

些為核電安全感到不安的人，我們就以威脅的口吻質疑他那你覺

得電不夠用也沒關係嗎？」在國民之間彌漫著「依賴核電是沒辦

法的事」這種氣氛。在高溫多濕的日本夏季，不使用空調是件形

同拷問之事。因此，對於這些對核電存疑的人們，我們把「非現

實的夢想家」這張標籤貼在他們身上。就這樣，我們遭逢了今天

這個困境。原本應是高效率的原子爐，如今彷如打開了一道通往

地獄的門，陷入了悽慘狀態。這就是現實(p.32)。…贊成核電的

人一直以來主張「我們要認清現實」。但那所謂的現實並不是現

實，只不過是表面的「方便」罷了！但他們卻把方便用「現實」

兩個字替換，製造出一個似是而非的理論(p.34)。 

 

    村上春樹用簡單易懂的語言點出人類的貪婪：為了追求效率，貪圖方

便，寧可冒風險犧牲安全和後代未來，可悲的是這種現象不只是日本社會，

台灣社會也是一樣。本文的目的是從村上春樹對效率社會的批評，來檢視

台灣社會中的老人照顧，並進一步提出反省。 

  

貳、消費弱者，照顧商品化 

    生活在奉行資本主義社會的我們，早已痲痹於生產、消費、和浪費的

循環之中，其中，推動此循環的重要元素正是追求效率。無論是供給或是

需求的一方，都被期待以最高效率在社會上實踐自己的角色，因此，只要

是可提高效率的事物，都理所當然被冠上正面的評價，而今日台灣社會的

「照顧」也淪陷在如此的扭曲價值體系裡。 

    傳統社會中功能強勢者照顧功能弱勢者是很自然的現象，弱勢者多半

是失能老人和小孩，照顧者則是以家人親族和社區為主，可以說是一種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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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行動，由家族共同承擔照顧責任。但是現代台灣社會中，許多人因為生

活忙碌，不得不選擇將長輩送入養老院、將子女送去幼兒園，再者，由於

台灣社會可以方便取得移工、外傭，是以，上述的幾種方法被用來減少家

庭照顧心力的付出。對扶養者來說，「托老托幼」被視為是為了增加工作

效度的一種方便，其背後反映的真實，是滿足資本主義社會的需要，使社

會整體維持在高效率勞動，以便為資本創造更多的剩餘價值的循環。資本

主義社會將照顧活動變成一種「商品」，一方面可不使社會產能減少，一

方面可以創造更多照顧服務市場。將「照顧」變成「商品」，看起來是種

方便、有效率且美好的方式，但是，事情真是如此美好嗎？ 

    隨著人類壽命的延長，未來，當長期照顧都變成「商品」之後，被定

義為「失能老人」的人自然進入這系統中接受照顧，致使大多數人失去以

前人類普遍共有照顧弱者的經驗。資本主義社會將原本屬於每個個人及家

庭扶持與照顧親友的生命經驗抽離，或說是剝奪，經商品化加工之後，再

賣回去給社會，創造更多照顧服務市場。在如此的系統下，「照顧」的生

命經驗從過去家族或社區共同承擔，轉變成必頇透過購買的「消費性照顧」，

而隨著高齡人口的增加，消費性照顧服務市場可以想見將會不斷擴大，大

到要求整體社會集體承擔變成理所當然，換句話說，隨著人口結構老化，

高齡社會需要一個系統來處理越來越多的長期照顧，這樣需求在照顧商品

化的價值觀下，「托老托幼」自然更被認為是自然、迫切、且必頇的。 

   

參、追求效率照顧，不友善飲食環境  

    民以食為天，今年六月初台灣老年醫學年會中，前台北市立聯合醫師

老年醫學中心召集人洪建德醫師中午請我們一邊體會適合高齡者的飲食

（吃沙西米和壽司），一邊聽他的演講，席間， 洪醫師分享一種「慢活

慢食」的生活方式—一種與追求高效率正好顛倒、完全相反的概念。就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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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而言，大概沒有人會質疑慢慢準備食物、細細品嚐，這樣飲食方式的正

確性和正當性，不過，現在大多數人生活好像不是這樣過的。在台灣，好

好吃一頓飯越來越困難，老人尤其辛苦，根據 Wang(2005)以國健局台灣地

區老人營養健康狀況調查資料（潘文涵，2002）的分析發現：2000 年左右

在台灣約有 17%老人有貧血現象，不過根據最近國內一項以中部社區老人

進行的研究，發現已有將近四分之一台灣長輩貧血，約莫四成老人屬身體

虛弱（趙敏君，2011）。這結果對於自認為富饒的台灣社會是多麼諷刺，

除了老人本身身體機能退化，整體飲食環境對老人來說並不友善。 

一般說來，和子女同住的老人，飲食情形隨家庭狀況可能有很大個體

差異，但無論是從過去研究發現或是作者實際從事居家訪視的經驗來看，

獨居老人的飲食狀況相對比和子女同住的老人要差。例如謝玉美（2006）

發現獨居老人發生營養不佳的危險性是非獨居老人的 11.1 倍，而作者實際

居家訪視觀察發現：只有老夫婦倆人獨居時，由於生活多半依靠自己，所

以常常煮一頓吃三餐，萬一喪偶的話，煮一頓可能要吃上兩三天，整體飲

食情形無論質與量都差。過去其他研究也顯示機構式的老年住民營養狀況

明顯比社區的老人差，當然其中的因素很多，包括飲食狀況、身體疾病狀

況、腸胃吸收能力或照顧品質都有關（台北市立陽明醫院，2004）。若從

照顧品質角度看老人的飲食情形，機構畢竟是團體生活，可依個體差異提

供膳食，但很難配合個體差異調整進餐方式。如果到過一般老人院觀察他

們午餐進行的方式，不難發現老人家都坐輪椅，魚貫地被推到一個大房間，

以ㄇ型陣形圍著一臺電視，或是坐成兩排在走道上，或是六人一桌就像在

學校一樣排排坐，通常旁邊有兩三個外籍和一兩位本籍看護協助他們吃完

飯，為了配合團體作息，吃飯時間需要控制，進餐也需要以很有效率的方

式完成。然而，這些以效率導向照顧而呈現的現象已不知不覺產生對老人

而言不友善的飲食環境，但卻不容易在老人福利機構評鑑量化指標（另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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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2010)中被仔細討論，雖然該評鑑指標也有針對住民個別化營養評

估及紀錄辦理，但實務面的操作往往就依各機構自己情況而定，難以有效

監督。  

    本文無意批評機構管理、空間設計、或現行評鑑指標要求，因為這些

現象背後都只是反映效率社會中「看不見的腳」—效率至上的意識形態而

已。機構經營者必需用最低成本，在符合評鑑要求並維持收益下照顧最多

長輩，於是結果通常是如此。或許有人理直氣壯地說：沒錯，這就是「現

實」，但我認為將上述現象視為「現實」是整個社會的默許，大家都只圖

個「方便」而已，也因此，對於機構照顧老人的品質要求通常不高，只要

不要太誇張（例如一年沒幫老人洗澡，或是老人被不合理地綁在床上，甚

至遭到虐待），尚不至於受到輿論攻擊。當然，還是有許多人在機構照護

品質上做努力，近年來台灣也引進日本的所謂小單元照顧(unit care)（曾思

瑜，2010），但筆者認為若只是空間和制度上的摹仿，在觀念上仍以「效

率」為導向，其實還是治標不至本。 

  

肆、國家角色、看不見的腳 

    假使一個社會中絕大多數的人過著加班、過勞，拼業績的生活，因而

無法陪伴家人、照顧老人和小孩、慢食慢活，那麼，這個效率社會是可怕

的，只是製造了越來越多窮忙族。如同前述，資本主義社會為了怕老人照

顧問題擴大，影響整體生產力，不同國家紛紛提擬社會安全制度來保障老

人照顧，例如 2000 年日本以社會保險方式開辦高齡介護保險，更早還有其

他西方國家不同型式的福利政策（古允文譯，1996）。不過，我們都知道，

制度不僅會改變人類的行為，制度本身也會創造需求，例如 2000 年（平成

12 年）日本實施介護保險之後，從平成 11 年到平成 12 年短短一年間，住

進機構老人從 22.3 萬增加到 60 萬人，原本以家庭為照顧老人主體的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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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進入機構養老的高齡者因而突然增加（日本厚生勞動省，1999，2000），

這個現象告訴我們什麼呢？ 

    原本不願意進住機構的長輩，除了不想花錢、害怕脫離原生生活環境

外，還可能是對團體生活的恐懼，儘管如此，有趣的是，當制度改變，許

多長輩也不得不接受「看不見的腳」，以效率至上觀念來說服自己：自己

的犧牲是讓晚輩不用操心，讓晚輩專心工作以換取更多經濟回饋，離開家

庭對於家裡經濟才是最有效率的決定。 社會上許多人在「看不見的腳」

驅趕下，又要拼經濟，又要照顧老人，這時候自然覺得老人社會安全制度

幫了大忙。 

    誠然，社會人口老化日益浮現，政府端出眾多福利政策，多半是服應

資本主義運作社會需要，國家在面對人口老化時候，難道祇有建置福利制

度而已嗎? 然而，如果我們看得更遠，國家介入老人照顧，可以只是建構

社會安全制度，好讓效率社會順暢運作；國家也可以選擇積極的改善整體

經濟環境，讓家家有生活品質，不只讓老人被照顧，而是從效率社會解放

每個窮忙家庭，讓他們有選擇陪伴家人、照顧老人和小孩、慢食慢活的機

會。 

   

伍、結語 

    每個人生命總有結束，「個人生產效率」總有用盡的一天。當我們年

輕時候面對父母老化，但卻從社會安全制度中選擇對自己最方便（有效率）

的程度來決定對他/她的照顧， 那麼，有一天，當你我都變老，被子女要

求接受對他們最方便的照顧方式時，你/我還能有什麼選擇？ 

    我並非極端反對效率存在的必要性，只想對追求效率無限上綱的社會

做反省，藉以提醒大家：在健康照護上盲目追求效率是可怕的，凡事要追

求效率的思維，在健康照護上是很值得被挑戰的，特別是針對老年人和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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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的照顧上。高齡化、少子化社會的來臨，讓我們有機會當個「非現實的

夢想家」，重新思考效率社會中老人的照顧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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