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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白髮的人面前，你要站起來；也要尊敬老人，又要敬畏你的神。我是耶和華。

Rise in the presence of the aged, show respect for the elderly and revere your God. I am the L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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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

《撒母耳記下》二十一章15-17節
記載了一段記事，大衛年紀已老，當非

利士人又來挑釁時，大衛帶領僕人下去

接戰，大衛疲乏了。有一非利士人的戰

士要殺大衛，還好有亞比篩殺了他，替

大衛解圍。跟隨的人向大衛發誓：以後

大衛不可再與他們一起出戰，恐怕熄滅

以色列的燈！

大衛疲乏了談老年人的關懷
老年人最在意自己活在世上有沒有被重視。

文／陳光照  圖／蕭沈

1

大衛沒有考慮到自己的年紀，已經

不像年輕時那樣的勇猛，雖然勉強出戰，但險象環生，所幸有年輕的勇士伸出援手，

才使他脫離險境。老年人受限於體力，無法再像年輕時的強壯有力，反應敏捷；如果

沒有自知之明，一味地強出頭，可能帶給別人更大的困擾，反而會敗事。因此，跟隨

的人才發誓，不再讓大衛參與危險的戰爭了。

老年人最怕被別人看作「無用」，以前在職場上的成就，是他們念念不忘，甚至

津津樂道的，但自從退休以後，會有明顯地悵然若失的感覺。因此，事事都有意見，

處處都想參一腳，好像捨不得放手一般，令年輕人很頭痛，不知如何應付才好。孔子

不是說過「有事，弟子服其勞」嗎？老年人所要做的是：提供寶貴的經驗和做事的方

向，就像隨從要求大衛，只要作「以色列的燈」，指引他們方向，成為他們精神上的

支柱；至於拚命、出力的事，就交給年輕人去辦就行了。所以，老年人不是無用，而

是掌握方向盤的那一位，是掌舵的身分，也可說是顧問的身分！

201507版權所有



33http://JOY.org.tw    holyspirit@joy.org.tw
網路線上雜誌             雜誌社信箱 33

台灣已面臨高齡化社會的難題，根據

「經建會」提供的數據，到了2017年將有

328萬名65歲以上的老年人，佔總人口數的

14％，到了2025年估計將達到475萬名，佔

總人口數的20％。屆時，每五個人當中就有

一名是老人，也就是說，當那個時候，三、

四個年輕人要養一個老人，再加上養自己的

小孩，照顧長輩將是難以承受的重。

如何讓老年人過著安心、快樂優質的生

活呢？從老年人居家生活的型態，我們來找

尋該如何面對老年人的問題。目前台灣老年

人居家型態，概括可分為六種：

一.大家庭居家型態

遵循著傳統倫理觀念，父母與成年的子

女同住，子女晨昏定省，盡心地奉養父母，

又有兒孫圍繞，膝下承歡，享盡天倫之樂；

當父母生病時，子女馬上可以發覺，陪伴看

病，實在幸福無限。但是，若在管教下一

代方面，與子女的觀念不同時，容易發生磨

擦，造成雙方不快；或是婆媳不和，常常讓

和諧的氣氛，降到冰點。有些家庭是由子女

輪流照顧年老的父母，如果父母固定住在老

家，由子女輪流回家陪伴爸爸媽媽，父母對

身邊的一草一木、鄰居往來，瞭若指掌，情

緒會較安定。若是由父母輪流到子女的家

住，因每個家庭的環境各不同，也沒有熟識

的鄰居，變成老人家要去適應不同的家庭，

情緒會較不穩定。因此，子女奉養父母，不

要只從自己的立場著想，也要考慮到父母的

感受，這才是真正的孝順。

二.改良型居家型態

現在因經濟現實的壓力，小家庭中夫妻

兩個人都在上班的情況，比比皆是。年幼子

女一大早載到阿公阿嬤家，託給兩位照顧，

既不用花費請奶媽，又可和阿公阿嬤作伴，

真是一舉兩得。祖父母疼孫是天經地義，孫

子女可得到無微不至的照顧，能過一個快樂

的童年。由於與子女天天見面，父母有甚麼

需求，子女馬上可以知道，馬上伸出援手，

這對於老人家而言，就像吃了一顆定心丸，

減少許多煩惱。因為沒有住在一起，給了大

家很大的自由空間，可以少掉許多不必要的

摩擦及顧忌；老人家陪伴著孫子女的成長，

可以得到快樂和滿足，也不會無所事事了。

三.隔代型居家型態

年輕一代為著生活離鄉背井，到外地工

作，因還沒有經濟基礎，只好把子女留在

家鄉，託年老的父母照顧；祖父母若教育程

度不高，又限於體力，無法教導孫子女的學

業和節制他們平日的言行，很容易就產生偏

差的行為，這對老年人不啻是一種負擔。因

此，身為父母的，務必時時與子女連絡，隨

時掌握子女的交友情形，教導平時的言談、

做人的態度，負起養育的責任。另外也要多

多與年老的父母交談，了解他們的身體狀況

和生活起居，以盡子女的孝道，更要教導兒

女對祖父母行孝（提前五4），這在神面前

是可悅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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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空巢型居家型態

子女成家後，便搬出去，或住外地，或

移民國外，沒有與父母同住。老家只剩下

年老的父母兩人，獨自生活；老夫老妻若都

健康，還能相依為命。但若有一人生病，需

要長期照護，另一半就要很辛苦了。所以如

果父母是這種居家型態，子女務必天天用電

話聯絡、關心，這樣做除了隨時掌握父母的

生活狀況外，還能使父母在心靈上稍稍得到

安慰。應當想念父母含辛茹苦地教養我們長

大，如今他們年老了，正是我們反哺、報答

親恩的時候，這個時機稍縱即逝，若不好好

把握，將會悔恨終身啊！

五.獨居型居家型態

老而無子謂之獨，社會上最可憐、無依

無靠的就是這種人。雖然可以申請居家照

護，每天都會由社會局安排人員按三餐服務

到家，但內心的孤單、空虛卻是無法填補

的。有記錄片在描述一間國小的一個班級，

老師鼓勵學生要多多關懷社會上的弱勢同

胞，並要他們身體力行。有一位小朋友提供

了住學校附近的一名獨居老婦人，孤孤單單

地沒人照顧，學生們討論要如何去關心這位

老人家。放學時，大家都一起到老婆婆家，

陪她講話、唱歌給她聽、替她整理環境；以

後一有時間就來陪陪老婆婆，同學的感情變

得非常融洽，也帶給老婆婆很大的快樂，真

是一幅充滿愛的圖畫啊！同學深深感受到

「施比受更為有福」的喜樂。教會內若有這

種類型的老人，需要我們多盡一點心力來關

懷他們，主動成立電話聯絡網，時時打電話

問候，訪問組人員也要不時的探訪，了解他

們的實際需要，做隨時的幫助。

六.共居型居家型態

住在安老（養）院的老人，有看護人員

照顧，生活不愁吃穿，若身體仍硬朗，可以

種菜、栽花、學繪畫、彈琴或學一些自己有

興趣的技能作為消遣，沒有任何壓力，不啻

是過著充實又精彩的人生。本會有許多村落

是全村信主的，同靈住在一起，聲息相聞、

有無互通；有些原住民小區的教會聯合舉辦

「老人日托中心」，接送老人來上課，關懷

老人，彌補年輕一代外出工作，無法隨侍在

父母身旁的缺憾。這些老年人實在幸福，享

受被關懷、被照顧，又有其他的老人作伴，

不會感到孤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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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哪種的居家型態，照顧父母、孝

順父母都是做子女的天職，聖經上說這是

一條帶應許的誡命（弗六3）；也告訴我們

要有愛弟兄的心，加上愛眾人的心（彼後

一7），因此如果能行，除了關愛自己的父

母之外，也能關愛別人的父母，這就是做到

「不獨親其親」的要旨了。那麼，該如何具

體地關懷老年人呢？

1.敬重

父母的學歷或許比不上我們，說話的技

巧也沒有像我們一樣的有水準，行動緩慢、

沒有亮麗的外表，但我們不可因此輕視他

們，《箴言》記載：「你母親老了，不可藐

視她。」（二三22）。孔子也說：「今之

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

何以別乎？」都是在勸戒晚輩對尊長要存敬

意，不可認為扶養父母，就是盡孝道了，尤

其是老年人最在意自己活在世上有沒有被重

視。

2.陪伴

平時年輕一輩為了事業在忙碌，很少有

時間陪在父母的身邊。因此，一有時間便要

陪陪父母話家常，或出外走走，增加互動的

機會；一般而言，到了一定的年紀，身體機

能退化，總會伴隨一些老人疾病，這時若遇

父母生病，更要陪侍在旁，儘量安慰他們，

免得因為不瞭解病情而過度焦慮。老年人身

體協調力差、反應慢，常會發生絆跌而受傷

的意外，為人子女的，務必耐心照護，直到

痊癒。約瑟聽到父親雅各病了，馬上放下身

邊的政務，帶著兩個兒子來探望父親，溫暖

了老人家的心，並得到雅各雙倍的祝福，約

瑟的孝心值得我們學習。

3.順意

老年人常有固執的一面，再加上健忘，

常會堅持己見。年輕一輩也不用太與他們計

較，而發生不愉快，只要是沒有違背道理，

退讓一步，反而會給人有識大體的感覺。其

實老年人的資歷豐富，他們的經驗是寶藏，

若虛心接受教誨，將會受益無窮。大衛臨終

前，訓誨兒子所羅門要敬畏神，遵守祂的律

例、誡命、典章、法度，持定祂的應許。這

是他一生倚靠神親身所得的體驗，把這寶貴

的經驗傳承給了兒子。

結論

子女要打開耳朵，聽進老人家的心聲，

他們所要的很簡單，便是：覺得有用、安

全感及有受歡迎的感覺。因此，在家盡量讓

長輩覺得安舒、感受到親情的滋潤，讓他們

活得有尊嚴；在教會，則教導年輕人敬重老

人、扶助老人，讓他們有受尊重，感受一家

親的溫暖；並鼓勵更多的地方舉辦老人日托

中心、老人團契，讓老人家有許多機會走出

家門，免得窩在家裡，反而有礙身體健康。

藉由參與活動舒活筋骨，保持與人互動；學

習新知，可以刺激腦力，懂得正確的養身之

道，保持活力，使生活有好的品質，身心健

康、快樂度餘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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