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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書籍編輯的觀點來看，《老後的好命自己拼》這本書，顯然不是很理想。第一，作者用

筆名，這當然可以，可是書頁裡缺乏作者任何的生平介紹。讀者在書店翻一本書，若不知任何

作者背景，一定會猶豫要不要買這本書；圖書館選購圖書，如在書目資料裡，發現不到作者學

經歷等出身訊息，也會對這本書的權威性打上一點折扣。

其次，這本書缺乏導論、前言或序跋之類的等一般圖書該有的資料，也不是出版社認真看

待這本書的態度。在目次編排方面，除了分十章之外，底下的條目細節，似乎未必和各章名稱

對應；在書頁中的條目細節之下，又出現另外一些字體、字型相似的標題，不僅讓讀者搞不清

這是條目還是甚麼的；綱舉目不張，也是缺失之一。

即如書頁內容的書寫，作者似乎有點隨興，雖有分章，但頗多想到哪，寫到哪，且內容頗

有一些重複。註解不符書籍常例，放置地方亦未統一。像註解提到一部日本電影「楢山節考」，

條目和內文卻常看到是「猷山節考」，顯見校對上似也出了一點問題。

這些缺失，若出版社有個責任編輯，出來與作者共同討論書中內容的編寫，或認真按體例

編書、校書的話，應該是可以避免的。只能猜想可能是作者自費出版，自負盈虧，出版社就不

太管事的樣子。最近有一部日本電影「貓咪收集之家」，劇中那位靈感枯竭，躲到鄉下的小說家，

卻有出版社一位認真的責任編輯，不斷地為他打氣、提供點子，每週更親自到他躲避壓力的鄉

下，拿稿、看稿、討論書籍的內容和該寫的方向。去年電視也有一部日劇「校對女郎」，劇中

的出版社，有責任編輯，更有責任校對，不僅負責校對錯別字，還從各種情境，抓出寫作內容

上的矛盾和缺失，這才是有大氣魄的出版社。可惜，出版事業不振，國內出版社在縮編、裁員

之下，能否有這樣的專屬編輯和校對的編制，可能並不樂觀。但基本上，即使作者自費出版，

出版社出書，就算是不講求美觀，編輯也應好好處理一些書中的基本規範，符合一般書籍該有

的體例才好。

下一站，如何走？讀《老後的好命自己拼》
文字工作者│王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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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本書為何要介紹？除了部份編輯體例，可當出版社負面教材外，這本書倒似乎是今年

政府年金改革法案通過前後之際，第一本出來吶喊如何因應年金改革後的生活之書；其次，書

中也頗多談到退休、老年生活及安養、照護的問題，故作者雖是隨興而寫，但內容也頗多與當

今社會老人家越來越多的趨勢相符合；作者提出的幾種觀點和實際的生活體驗，雖未必適合每

個老人或退休人士，但亦有頗多可參考之處。

年金改革，從去年 520新政府開始推動，一路熙熙攘攘，風波不斷，至今年六月底在立法

院終於強渡關山通過法案。在政府無法提升整體經濟動能，改善財政效率之下，年金改革成為

政府搶救財政黑洞的手段之一。於是打著「世代正義」的口號，第一波的公教人員年金改革完

成了。或許多年來，軍公教人員早已體認年改終不可免，但經過少數強勢立委提議通過的年改

法案，幅度之大，超過預期，讓公教人員覺得不僅覺得行業、人格受到屈辱，實際退休金也將

大幅縮水。其結果是，激情憤怒者發起不斷的陳情抗議行動，消極溫和者，就如本書作者，引

用臺大教授李茂生所說的：「終究，相信國家是一件最笨的事！」後，警覺到：「老後的好命

要自己拼」；因而，他寫下這本《老後的好命自己拼》，與大家分享如何因應年改後的退休老

年生活。

從書中，大概可看出作者約是五十多歲或六十初頭退休的中小學老師，正是年改中最常被

批判的「肥貓」、「繳少少，領飽飽」的「既得利益者」。但老師們過往的低薪和堅守崗位，

只求一份穩定退休俸的歷史，並不為現在年輕世代所了解，故本書前頭一章，作者自然充滿無

奈，自稱「江湖夜雨十年燈」和「末代武士」；比喻或許未盡恰當，但可了解的是，全國四、

五十萬退休軍公教者都有此份心情。

唯年改之路既已如此，要如何面對將來從中產階級，可能淪落成下流老人，總得想些辦法。

政府說「沒有人會因年改而餓死」，或許是真的，但生活舉步唯艱也是免不了的。日本作家藤田

孝典寫過《下流老人》和《續下流老人》兩本書，說國家越來越窮，以後政府養不起你，家人養

不起你；即使年金有五萬元，我們終將面對的是越來越窮的孤獨老人，除非我們能夠改變，否則

以後自己也養活不了自己。年改之後，面對下流老人的惶恐，不禁侵襲整個軍公教的人心 。

其實，老後生活現在已成顯學，描寫如何因應老年生活的書亦很多，《全國新書資訊月刊》

亦多次有專題介紹過。這本《老後的好命自己拼》，也不脫從健身（讓自己少生病）、養生、

理財等方向著手。唯作者的筆調，比較像在公園或鄰里聊天似的口吻，少了一些學理分析，多

了一些實際體驗，對某些讀者而言，或許較有親切感。作者算是初老之齡，但下有唸大學的子

女，上還有一位八十多歲的老母親，須要請外傭協助看護，因此書中多了一些老者照護更老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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輩者的辛苦和聘請外傭的體驗。好在作者還有兄弟幾人，能共同分擔母親請外傭的費用，否則

將更不堪設想。作者想表達的是，政府不能說以後退休金樓地板三萬兩千元不會餓死人，有些

高階退休者四、五萬元退休金更應算寬裕；但獨身者或許可以，如上面仍有老父母者又如何？

物價會年年上漲，退休金卻年年下跌，都是令已退休者頭疼，未退休者更需長期思考、警惕的。

本書講照護母親及與外傭相處的篇幅頗多，作者也提到或許以後外傭想來臺灣的，會越來越少

了，問題也會越來越嚴重，這顯示政府計畫的長照制度之實施，已迫在眉睫了。

作者在書中也從老年文化和可能面對的貧窮地獄談起，呼籲大家先從儲蓄和節儉做起，他

引古書《計然之策》，要大家「必先憂積蓄，以備妖祥⋯⋯」，若沒有早作積蓄，老了就是悲劇。

一些被制約性的花錢和浪費，可能也須提早改變和節制了。

面對老後的生活，當然也要有一些智慧性的投資，作者鼓勵長期而穩定的投資股票，不鼓

勵短期炒作以及以房養老等方式，或許見仁見智，也是個人見解的問題，但理財的確是須要學

習的。倒是多讀書也是學習的一種投資，作者提到了，這是值得讚許的。

老人的生活如何過？是獨居好呢？或是與家人同住？還是到養老之家？到鄉下住呢？還是

住城市比較方便？作者有一些比較、分析；連安養中心、護理之家不同的房型之收費標準也都

有列出，這因為各家環境題條件不同，讀者或許可多參考看看。不過作者提出一個「朋友般的

集體住宅」──三、五好友，找一塊農地，一起蓋個三、五戶，然後一起請個外籍看護、幫忙

煮飯、洗衣⋯⋯等等，大家平時也可相濡以沫，相互協助。如此，在健康時決定住所，在身體

衰弱時受到照護，也是一個住不起養生文化村的好點子。

老後要省錢，一定要顧好自己的健康。只要能流汗的運動或活動，都是老人可以選擇的健

身方式。書中的作者是選擇種樹，這更貼近山林；他也快步走路和做平甩功、另外，書中也提

供名人李開復和張忠謀等人的健康養生方式，讀者可依自己狀況參考。

心靈的健康也很重要。年金改革固然令人憂愁，但如何應用各種生活模式，讓自己確立憂

而不煩，而能堅忍地迎接未來的生活，倒是一項挑戰。作者在書中提倡閱讀是抒發的力量，以

學習新知帶來力量，並懷抱希望，燃起生活的力量。這其中，有些生活的態度需要改變，千萬

不要把老年生活想成「人生剩下來的時間」 ，確立樂活、互動、互助的信念，就能讓身心安定

下來，像作者就抱著少抱怨、並多與親朋好友間維持良好關係的方式，來營造心靈的健康。此

外，宗教信仰也是一種心靈安頓的方式，但作者認為每個人觀念不同，千萬不要去干涉別人的

宗教信仰。

但書中最重要的應是強調如何找到快樂的人生。「相信國家是一件最笨的事情！」──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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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的悲情是或許是一個分號，以後是否可以開啟另一段人生？你要重新工作嗎？要選擇自己的

夢想嗎？要豐富老後的生活嗎？要走向自己的道路嗎？這些都是自己可決定思考的。其實，

「老」是遲早要來的事，我們終究要面對。對老者而言，或許每個明天都不會比今天更好，因

為每個明天都只是更老的一天，但我們就應該淡然處之，雖不一定要汲汲追求快樂，但至少要

活在當下才是快樂。尤其對大多還有活動力的初老之人而言，能夠做甚麼就趕快去做甚麼，或

許就是你該做的了。作者在書中就選擇正面的快樂，把時間步調放慢一些、種樹、鐵道旅行⋯⋯

等等方式，都呈現在最後一章裡。  

或許本書的書寫，較為零亂、細瑣些，但不能否認的，談到的內容也很真實，平凡地猶如

你與鄰家、朋友談到的老後生活。年改雖然殘酷，但老後之路終得繼續走下去的。本書編輯專

業或書寫方面的確有些缺失，但傾聽作者之聲，亦能有所收穫並當作老後生活之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