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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與電影 

社會框架下的高齡活動---「台北的老人義工們」觀後反思 

林修民1 

 

 

 

「台北的老人義工們」是由全景映像工作室於 1996 年所拍攝的的紀錄片。內

容詳細記錄五位在台北市 60 歲以上的高齡者生活與他們的義工活動。片中除了記

實五位高齡者（三位奶奶和兩位爺爺）的日常狀態與義工服務外，也與這五位長輩

有深入的訪談，以了解他們從事義工的緣由、活動過程的心境、與適應狀況。 
 

影片中讓我瞭解這些長者參與志工活動的原因可分為兩類：一為因人生歷程上

的轉變而決定參與；另一則是過往經驗或習慣的延續。第一類中，63 歲的高玉女

阿姨與 63 歲的許麗卿阿姨因為切身感受到喪偶後所受到的困境，因而決定參與志

工活動，幫助更多人。而許阿姨更專注在老人訪視服務與諮詢平台上，以個人的經

驗去輔導更多高齡者跟他們的家屬。而 66 歲的高秋霞女士則是因受到過往疾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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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所以投身於健身操的推廣上，甚至積極主動在台北的青年公園等幾個大公園做

免費推廣，以期能將自身獲益的效果推廣出去。更讓我驚嘆的是，這位人稱「先生

嬤」的高女士甚至為了可以在健康操推廣上不受限制、更順利和跟著他做健康操的

長輩用國語溝通，最後跑去註冊唸補校。而 76 歲的尹伯伯與 67 歲的阿塗伯則屬

於第二種動機類型：尹伯伯因跟著政府遷移來台，抱持著同袍間應相互照顧的心

情，於年輕時就相當熱衷於公益活動，影片拍攝當時一週從事四天的志工活動，可

說是相當延續過往的習慣。阿塗伯則是因為年輕時喜歡游水，加以青少年時期親朋

溺斃的經驗，讓他毅然決然於中年時投身於義務水上教練的志工服務，期望能將水

上的安全知識傳播出去。 
 

這個記錄片讓我對高齡志願服務有嶄新的認識之外，心裡同時也生起另一種疑

惑。個人由於建築系畢業設計的原因，開始著手老人慾望的相關研究，期間發現：

在台灣或華人社會裡，高齡者的慾望受到相當大的社會限制與錯誤的期待。每當看

見電影與傳媒在報導高齡者的樂團或表演時，會發現相較於許多自發性的活動參

與，這類的報導或電影通常都是「非老人」依照他們內心期待高齡者應有的樣子而

設計的。在畫面中，高齡者就像動物一樣，被安排在適當的時刻做這些「非老人」

設計好的事。不可否認有些長輩是樂在其中的，但所有人都是嗎？相當令人懷疑。

尤其在台灣，這類的活動通常只在意「溫度」，而不在意「專業」，所以呈現的結

果往往並不會是一個好的表演，而是一個大家好像自得其樂的狀態，底下的觀眾也

抱持著應該鼓勵台上長者的態度，即使不滿意表演也仍然拍手。整個活動就像為了

滿足設計者腦中「高齡者應該有的樣子」在進行。 
 

我在開始到社區實地訪談後，發現了一個長照設計裡慣性的問題：我們太習慣

於將高齡者歸類為一個群體，試圖找出這個群體的需求與慾望；但老年其實是年輕

的延伸，一個長者以前的想法與習慣，在因老化而對環境的適應力下降後，這些想

法與習慣成了他生活的主要依據。在這樣的情況下，每個老人的個體性相較於年輕

人更大了許多，那麼，我們又怎麼能試圖將這些長輩的需求與慾望簡化歸類成某些

共通的幾種呢？另外，相較於年輕人，老年人能夠去自我實踐的管道少了許多。現

行的老人活動設計裡，常侷限於唱歌、跳舞、教學等，但這是某些高齡者的興趣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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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好，卻不見得適用於所有高齡者。當只提供某幾種選擇，卻強迫所有人都必須參

與（如果不參與的話，還常被認為是固執、不夠社會化），就形成了某種近似於霸

凌的行為與新的壓力。 
 

我認為「台北的老人義工們」這部記錄片在諸多高齡者相關影片裡值得被討論

的原因在於：片中的受訪者都有「自願做這件事」的共通性。可以判斷他們自願與

否的理由之一是-----因為他們做這些服務短則 5 年、長則 15 年，再者，樣本數少

而且地域分散，所以很可以確定這樣的參與是基於個體性的表達。更甚我們可以發

現：受訪者自願成為義工的原因，通常都與他們過往的經歷有關，也就是個人固有

習慣與興趣影響了他們自發性活動的選擇。像尹伯伯以前就有做義工的經驗與習

慣；而高阿姨除了因為喪偶的關係外，本身個性即喜歡與人接近、不喜待在家。這

些例子都顯示，在高齡者的活動裡，其自發性與本身興趣指向都是活動的基礎。同

樣地，我們反向思考義工活動的參與就可以理解：在常態的情況下並不會有原本不

喜歡社交的高齡者（請注意，這裡指的不喜歡並不是「想要卻害怕」）突然願意當

志工的情況。因此，在高齡活動的參與裡，我們應對參與者本身興趣與自發性有更

多的討論。 
 

因為這部影片，我回頭重新反思老年時期「社會參與」這件事，我認為：在高

齡化的各項設計裡應該更重視「多元性」，如何提供多樣的活動參與管道，以符合

高齡者不同興趣的滿足才是重點。藉由片中深入與高齡者討論以及追蹤他們在活動

時的狀況，有助於我們了解高齡者參與活動的背後原因，尤其像是高阿姨與許阿姨

於喪偶後開始加入志願服務的行列，而高阿姨甚至因孩子搬家而需到新的志工單位

服務並重新適應，這些更讓我們明白在高齡活動的設計裡，應該要同時接納長者正

面與負面的情緒，以及留意活動的參與如何去轉化負面的情緒。高齡者擔任義工的

意義並不在於「義工」兩字聽起來輕鬆、又可以創造讓高齡者回到社會的表象，也

不需因為要營造這樣的社會表象而強迫高齡者參與。高齡者活動的重要性，在於提

供了不同的「選擇」給高齡者參考，使他們的晚年生活能有更多元的發展，並且有

更正當的管道去抒發及面對自己內心的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