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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年臺灣出版參考工具書評選諮詢會

議」結束前，有一個分配入選參考工具書撰

寫書評的程序。

輪到《老人照護安心百科》這本書時，其

他還算年輕的評審委員莫不噤聲，但都把眼光

投向座中年歲最大的我。主席曾堃賢主任相當

能察言觀色，馬上拍板說：「那麼，這本《老

人照護安心百科》就請王先生寫囉！⋯⋯」

我有點悲憤─我看起來那麼老了嗎？

我每週還在打激烈運動的羽球呢！怎就把我

歸類為老人家呢？參考工具書書評，一向把

書籍依專長或類屬性相近的，分給相關評委

寫，這不就擺明認定我是老人家了嗎？

但回家一想，悲憤自消。自己確實是

老人家了。莫說坐公車或搭捷運，偶而也有

學生要讓座給我了。去年起，我也開始吃高

血壓的藥了，這雖不算甚麼，但常常在晚上

時，卻有這樣和老妻的對話：「Hello！我今

天吃過脈優（一種高血壓藥名，據說是全臺

銷售量最大的）了沒？」、「你有沒有吃過

藥，怎還問我？」（老妻說）

常常忘了自己吃過藥了沒，不

就是老化的現象嗎？不得已，老妻

也幫我買了一個一週藥盒，省得我

常去問她；但我還是偶爾會忘了去看看

盒裡的藥有沒吃掉呢！

還有，早上閱讀報紙配著看MLB美國職

棒轉播，經常看到第二局，洋基隊還領先兩

分時，就失去知覺一下，待醒來時，卻發現

第四局戰局翻盤了，那第三局是甚麼戰況，

我卻一無所知。於是也有這樣和老妻的對

話：「奇怪，剛剛明明洋基2比0領先，甚麼時

候變成2比4落後了？」、「你看報紙兼電視，

還能打個盹呢，真是厲害！」（老妻說）

看電視會睡著，不就是老人經常有的現象

嗎，該睡的時候睡不著，不該睡的卻睡著了。

又如以前寫文章時，要引用已看過的那

部電影，自然就記得那部電影的名稱和男女

主角的名字，最近幾年，卻常常心中知道那

部電影，卻老是想不起來那部電影叫甚麼，

男女主角又叫甚麼的，三者總要缺失一、兩

塊記憶的軌跡，這不也是老化的象徵嗎？ 

我那好同事雪珍小姐，也三不五時傳來

「老人飲食需知」、「去除老人斑特飲」⋯

⋯等等網路資料，在在關心但卻也暗示，你

是老人囉，要注意這些事了⋯⋯。

於是回家後，對著已生華髮，老眼昏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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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下垂的眼袋，我不得不承認自己老了，只

能靠著平日閱讀一點書報，免得「三日不讀

書，面目可憎」，更添加了讓別人覺得「老

之令人憎惡」的感覺罷！而既要閱讀，就也

看看這本與自己切身相關的《老人照護安心

百科》罷！

這本《老人照護安心百科》其實並沒有

參考工具書─特別是名為「百科」全書應

有的編輯體例，（國家圖書館編目組就把它

歸為一般書，而非參考書），但因為圖畫及

表格很多，有圖鑑及手冊的的味道，故主辦

的參考組王明玲小姐仍然把它列為邊緣性參

考工具書而參選，筆者認為是有道理，而且

以書後能編有筆畫索引而言，編輯們也有心

讓本書有較方便的查檢功能，因之，列入工

具書，也確實是可以的。

就本書整體內容而言，主要資料應是

來自日文，故版權頁還有譯者之名字，但書

籍封面及書皮內頁只有三名「監修者」─

柴田博、七田惠子、竹內孝仁等的名字和介

紹，實際原作（編）者及繪圖者是何人，並

無顯示，就參考書評鑑的權威性而言，可能

要被打折扣。但本書如同外來速食連鎖店進

入臺灣市場，勢必要顧及一些本地的口味，

而要有幾許在地化的改變一樣，本書在內文

中，如有資源性的資料，盡量用國人所需的

臺灣資料，如介紹失智老人的智能評量，本

書是用日本的「長谷川智能評量表修訂版」

（頁91），但同一章老人的「走失協尋」，

其失蹤老人的協尋專線及網站，皆是國內資

料（頁104）；老人中毒時，該打的「臨床

毒藥物防治諮詢中心業務」電話及其業務介

紹等，也是臺北的資料。這顯示本書不是純

翻譯自日文圖書或資料，臺灣的出版社編輯

也做了一番資源蒐集和整理的功夫，特別是

第10章，「老人福利及居家安養服務」，不

論法規內容及相關機構查詢資源，均是國內

的，就讀者適用性而言，本書應不是急就章

的翻譯、移植而已，這是值得肯定的。

本書書名《老人照護安心百科》，看似

是以家庭成員或第三者（外請的看護），站

在一位照護者的觀點，如何認識老人的各種

疾病和心理，從身體到心理，談如何全面照

護老人的方法，但實際上，內容也頗多老人

們如何自己照護自己，或事先預防、延緩會

有的各種疾病或意外。此種將老年人本身還

具有的能力誘導、開發出來並發揮到極致，

毋寧是更重要的。筆者認識的一位已逝世女

作家的先生，今年已近80歲了，平時不改樂

觀、風趣的習性，還經常閱讀、運動，保持

身心的健康。他說：「自己健康就是不給兒

孫添麻煩的最好辦法！」他最令人敬佩的還

是有防範任何意外的細心。他的妻子過世後

不久，他就請人將房子整修為適合獨居老人

的環境。首先，浴室的浴缸打掉，改為淋浴

設備，免得老人家抬腳進浴缸增加危險；同

時浴室牆上及馬桶邊，也都釘上不鏽鋼扶

手，讓老人站不穩時，能有撐握的工具。客

廳和所有房間也一律改成無障礙設施，不僅

地磚換成木板，如有高低門檻也一律鏟平。

一來避免行走時跌倒，二來預防日後自己行

動不便時，可以坐輪椅或電動車。長輩走路

還很穩健，但他仍備有好幾支柺杖，出門盡

量都帶著柺杖，他笑說：「不是為紳士派

頭，純是為避免意外的發生！」

長輩的兒女其實都很孝順，常要他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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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住；但他不想打擾兒女的生活，堅持自

己獨居。後來，兒子搬到附近居住，照顧雖

較方便，但他仍以各種「小心意外」的心態

過生活，讓子女放心讓他獨居，貼心地不增

加子女後顧之憂！

這就是自我照護的最大意義─能減

輕或盡量延緩照護者的負擔；本書對「自我

照護」方面，著墨不少，也提到不少「避

免過度保護，讓老人有生命感和生存的價

值感」、「讓老年人在家裡也能擔任某個

角色，負責某些任務，是很重要的」（頁

29），以及「老人們即使是在療養中，也要

注意像平常一樣，起床後更衣、漱洗、⋯⋯

打扮整齊；打扮整齊，就會想到外面走走，

轉換心情⋯⋯」（頁31）等等，讓老人們也

能自我體會做為一位老者，不管有無疾病，

應該有的觀念；故本書不只適合照護者閱

讀，也頗適「後中年」、「前老年」者事先

閱讀的。歲月列車大家都在搭乘，每個人都

會到「老」的這一站，事先知道如何自我照

護，也是人生功課上的預習。

但本書第1章「照護開始首要之事」，

提到有組織的家庭成員參與照護，立意良

好，但即使只是以兩位兒子（加上兩位媳

婦、一位孫子）的近三十年來所謂傳統家

庭，做為家族全員參與照護體系，在目前少

子化的國內（日本應該也是一樣）趨勢，可

能也是很難做到了。筆者經常到植物園散

步，黃昏時刻的植物園步道，清一色都是外

勞推著需要照護的老人，坐著輪椅出去兜

風，有時竟然老公公一排，老婆婆一排，相

互默默對望，而照護者外傭，相互聊天或打

手機。所以，本書的家庭照護組織，是有點

理想化，期望政府能多建立照護醫院，讓獨

子、獨女的家庭成員，也能夠獲得照護機構

較有組織和功能的協助，而現在的小家庭，

如何能依照本書的各種照護觀念和方法，傳

授給外傭，可能也是照護者本身該知道的。

就老人各種疾病的認識和各種症狀的

發生，本書雖有介紹，但恐有不足，照護者

如有疑難，最好仍需請教醫師或看更專門的

醫護介紹文章。本書最著重的老人常有疾

病─失智症（在日本已改稱認知症，頁

85），則有專章介紹，頗值得參考，尤其對

此症又有詳細的分類和診療解說，並強調在

住院及居家時的腦部活化訓練（如摺紙、裁

縫、編織、七巧板活動⋯⋯等等），都是照

護者可參考的；另外，利用「團體家屋」

（group house）的觀念（頁105），也是政府

可以協助各社區推行的好方法。

但無論就本文上述所提重點，或本書

其他篇章，如「貼心照料日常生活」、「健

康檢查及家庭看護」、「居家復健及協助照

護」、「遇到事故、受傷、急病時之緊急處

置」、「臨終安寧照護」⋯⋯等，大致都已

將老人們可能會遇到的狀況包含進去了，本

書的優點之一，就是圖解很多，讓許多文字

解說，透過圖片，可以得到較清處的了解。

本書教導大家如何能輕鬆（書頁廣告

語）擔任照護者的手冊，但照護決不會是輕

鬆的工作，所以書中也教導老人如何自我健

康管理，如果老人們除醫療防治外，亦能藉

由從事園藝、書法、編織、電腦⋯⋯等等自

己喜歡的身體活動，讓自己有多一層的預防

照護網，（即使自己得病了，在身體復建

中，這些活動也有助於心理復建），相信這

更是本書主要理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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