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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記得今年中秋前夕，一位住在花蓮的老者因不知如何網路購票，

訂票電話也打不進，連續兩天趁著天微亮就去車站排隊，卻因買不到

票與站務員起了爭執，不但誤了上班上學者的購票時間，還可能觸犯

「妨礙站車安全秩序法」。看到這樣的新聞，筆者除了遺憾外，卻也

感受到媒體朋友在檢視長輩的失序行為時不忘的體諒和寬容。只是，

這冰山的一角是否喚起社會大眾對老人需求的省思？有關單位除了

建議可由服務台協助訂剩餘票外，似乎也提不出有利老人安心購票的

遊戲規則。浮上新聞的問題在數日的關注後便不再是媒體討論的焦點，

這種狀況在當今社會一點也不足為奇，因為除了拖累財政的醫療問題

外，老人的社會問題總在有意無意中被人們忽略或遺忘。  

                                                        

1行政院退輔會白河榮譽國民之家保健組醫師  

2成功大學老年所 99 級畢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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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號稱擁有世界最多的高齡長者，因為文化民情與台灣相近，

本國學者、實務工作者、與政策制訂者常取經於其對老年生活的觀察

和照顧經驗，有鑑於此，本文特介紹日本記實小說家藤原惠美的新作

《暴走老人》，以增讀者對類似狀況的更多思考。該書用寫實的筆觸，

以家庭與社會新聞作題材，討論近年日本社會偶爾出現的失控老人行

為，如暗殺事件、街頭鬥毆、垃圾屋等。過去，老人被視為一群有經

驗、有智慧、生活簡樸安樂的族群，但隨著老年人口增加與平均壽命

延長，媒體資訊發達的今日卻顯示越來越多老人為小事失控，甚者更

犯下社會暴力案件。這樣的轉變是屬於現代老人特有的生理與心理失

常，抑或工業社會發展之後果？  

  作者指出過去的古訓和教育是形塑老人德高望重或相對弱勢的

源頭，例如：孔子論人的一生，應是「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順，七十

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古印度亦將 50 歲到 75 歲的年齡層歸為「離開

工作，找尋人生真正意義」的時期。但作者認為充滿距離感的哲理，

雖然藉壓抑欲望、斥責怠惰、提升精神層次可以達到另一理想層次，

但這些格言的本質卻隱藏著與社會和時代脫勾的缺陷，讓一旦老人出

現脫序的行為，僅被視為「例外」個案處理。從日本法務省提供的犯

罪資料即可發現：60 歲以上的舉報事件從 2000 年到 2005 年增加了

1.8 倍，這些看似無害的脫離常軌、恣意怒罵、透過暴力行為與週遭

人士產生摩擦的老人，不安的作者將其視為「暴走新老人」，以此名

詞形容現代社會中因調適不良等因素而出現脫序行為的老人。不茍同

於媒體僅報導健康長壽與美好老者的形象，1955 年出生的藤原惠美

透過自身經歷世代差異和生活變化的感受，從時間、空間、情感三方

面探討日本老人的社會適應和適應過程可能的阻礙。本文僅針對時、

空兩部份作摘要介紹，更多內容可見原著豐富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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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  

  手持厚重文件、久候服務台前的老先生突然爆怒；白跑一趟的老

人不顧老伴感受和他人安撫而持續咆哮店家草率態度數十分鐘；焦急

等待治療的老年病患卻意外與醫護人員發生衝突…，上述事故履見不

鮮，作者藤原惠美認為這些行徑主要導因於「等待」或「被迫等待」

的焦慮。最常見的就是科技資訊進步，帶來全新的溝通方式，過去習

慣在車站留言給等候的人，如今卻被手機通訊的取代而產生焦慮。而

迪士尼業者了解等候者的心理變化，在大排長龍的隊伍前安排了可愛

又逗趣的米老鼠玩偶不時串場、發送禮物，此時，「等待」的意義轉

變成驚喜，在到達目標前的時間越長，獲得的喜悅越多（頁 59）。  

  不過，長久習慣於「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農業社會步調者未

必能適應不規律或多驚奇的生活，突然改變預定的計劃也常讓忙碌的

現代人跳腳。三代同堂或隔代教養的家庭中，孫子被教導要照每日既

定的時間表做功課和玩耍娛樂，可是，退休的祖父母除了睡眠外，許

多時間卻在期待著含飴弄孫的喜悅與滿足。遇憂鬱老人跳軌自殺的電

車臨時停駛時，焦急的乘客或許心情沉重，但絕大多數是擔心上班遲

到或與人爽約。由此可見，再嚴謹的時間管理也無法讓想法和感覺與

行動同步，這是「人」；而一人時間的停滯，牽動一群人的生活，也

意外改變其他人的時間表，這就是所謂的「社會」（頁 73）。面臨這

樣個人與社會的時間拉扯，「等待」因而產生複雜的效應。  

  當面對等待時，為何年紀越大越缺乏耐性？透過生物理論，作者

藤原惠美做出解釋：當高齡者的新陳代謝減緩，生理時鐘跟著變慢，

原本二十四小時的作息，卻在完成午餐、午休後不久，又見到暗下的

天色，外在時間的流轉相對加速（頁 77）。這樣的解釋雖然偏頗，然

而，如果常感受到生理活動追不上社會時間，一旦遇上非預期的「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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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等待」，不安的心情就可能轉化為憤怒或與社會脫軌的行為。為何

過去不曾對老人有這般的聽聞？作者自問不解老人情緒失控之因，但

筆者以為答案昭然若揭。除了生理感官的退化，文中提及外在社會不

斷啟動新系統，擴展未知的新世界，均一而再、再而三的帶給渴望參

與的老人族群挫折，間接摒棄了學習緩慢又生命有限的老人。進入網

路世代後，這些老人則成為資訊難民，不懂  「^ ^」  或「=.=」等繪

圖文字的表情傳達、不熟電郵的互動平台，與網路溝通基礎的不合多

少增加老人們在適應現代人際關係的困難，在此狀況下，若當其在各

式場合上加重其委屈與不平時，就容易失控成為「暴走老人」。  

 

空   間  

  結夥犯罪的行為在老人身上並不多見，但行為幼稚的長者卻多存

在左右鄰舍，例如囚禁社區裡的離家少年或誘拐兒童，只為滿足自己

仍為強者的心態。作者同時觀察恐嚇工具的不同代表老人不同的心理

訴求（頁 118）：當老人白看書遭店家驅趕時，拿出車內電鋸用馬達

巨響達到恐嚇效果後將之放在店外，只為求持續數年來都站在書攤前

閱讀的習慣時，敏銳的作者因這種絕妙平衡而感動。把狗兒當恐嚇工

具的老人，不但造成公共安全危險，吵雜無比的夜吠或惡臭四竄的排

泄物，也讓鄰居因不堪其擾而紛紛遠離，雖然，老人得到了空間的勝

利，越來越孤僻的生活終將成為社會的隱憂。  

  此外，退休後沒有工作的老人如果調適困難，無法延續或創造活

躍的銀髮生活，平日的生活範圍只會在住家附近，生活模式固定之外，

亦少與鄰居互動。此時，不和睦的點頭之交，如仍舊選擇同一空間（如

居酒屋）找尋緊密人際關係時，更容易引爆小摩擦，2002 年於宇都

宮市郊的鄰家殺人事件即是如此，精闢的犯案分析可詳見書中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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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128）。透過社會案件，作者提出「同質性帶來的不是融洽卻是

競爭與磨擦頻生」的觀察（頁 130），筆者以為這點值得老人居住安

排與機構照護者留意，而作者的敘述也再次提醒我們：高齡化的社會

中，有限的空間足以帶給長者身心健康與社會參與的變化。  

  再者，近代新興的市郊住宅沒有鄰里的網絡支持，後代離巢、老

友凋零後，失去扶持基礎的老人比常人顯得更為脆弱。老舊房舍堆滿

髒亂雜物，成為老人們填補心靈空洞的方式，因為在他們眼中，這些

看似垃圾屋裡的雜物，盡是熟悉的物品和過往的回憶，更是心靈的支

柱（頁 136）。觀察老人的奇特行為或舉動，作者認為許多暴力事件

的共通點為自暴自棄的犯罪，老人犯行的根源則在懷抱自己的境遇不

安與憤怒時，希望埋沒於社會中的自己能再次被世人所看見（頁 143）。

對於這樣的連結，從事醫療工作的筆者也深表認同，與其讓這些行為

異常的老人接受藥物治療、轉入失智或法治機構，不如從害怕孤獨、

擔心被遺棄的角度立足，建全社會與家庭網絡，以給予老人們更多的

扶持和認同。  

 

後   記  

  起初，筆者以為本書如坊間許多書評所言，著眼於科技創新為老

年社會帶來的變化，但深入閱讀後，筆者認為作者藤原智美想呈現的

是更多老年社會中存在的自我衝突與適應矛盾，以及家庭關係、時間、

空間等改變對老年人際互動的影響。如果社會仍然對他們發出的警訊

視若無睹，或視為偶發的例外個案，相信這些暴走新老人只會越來越

多，並癱瘓下一世代前進的齒輪。  

  這是一本從非醫療角度剖悉老年社會的好書，願與諸位讀者一同

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