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劉毓秀的故事

製造機會勞動老人家，才是新孝道

李瑟

＊ 李瑟，現任《康健雜誌》社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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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外文系教授劉毓秀 1980年代起投入婦女運動，體認到

如果把權力輸送到家庭主婦手上，將她們轉變為托育和照顧人

員，就能以一種「照顧」的眼光來施政，因為照顧好社區的小

孩與老人，社會就會穩定。 

1996年起，她幾乎年年去北歐取經，體認北歐長期照顧模

式經驗，可用以紓解台灣急速高齡化面臨的問題，例如健康促

進老人活躍的生活型態，壓縮失能時間，且儘量在地老化（住

在自己家裡，又有鄰里互助網絡），直到最後不得已才入住養

護機構。並發展彈性、平民、普及的居家服務員制度，依需求

每日到府照顧一次或數次。以多元化策略減少重癱與過度依賴

外勞、因應大部分老人其實喜歡留在自己家中老下去的實況，

以解決父母兒女的金錢負擔、互相歉疚感，以及政府健保與財

政的負擔、東南亞國家未來可能停止輸入外勞的困窘。

同時間，劉毓秀也是個中年兒女，老爸 91歲，老媽 82歲，

她與兄弟姐妹討論出一個鼓勵長輩獨立的照顧策略，讓長輩延

續獨立生活技能、快樂人際關係，減少生病風險並延後失能。

所以他們為父母換住有電梯的住宅，靠近她與弟弟家附

近，斜對面就是老人活動中心，菜市場、學校操場也在附近，

方便父母自己買菜、簡單開伙，中年兒女可以隨時去探望父

母，假日則相約一起穿漂亮、逛街、吃館子、談天說笑。

並且溝通兩老對人生要怎麼過的看法。例如爸爸是個興致

高的人，晚上十點還出門買晚報、吃吃速食店、欣賞熙來攘往

的人群，但媽媽就緊張了，打電話給劉毓秀抱怨「那麼晚了你

爸又跑出去了」，她請媽媽抱著「多活一天都是撿到」的豁達

心情，不要限制他、嘮叨他，他自由自在、開開心心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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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健康老化，不要變成疾病化

她也打探發現早上有人在教拉筋功，就拖了媽媽去上課，

幾次之後媽媽跟同學相熟，變成每天早上的運動也是跟朋友晤

面，自行開心前往。

這樣每天走路與拉筋，有了報償，有一天媽媽在路邊等過

馬路，有輛車竟對著她歪過來，幸好平常有運動，反應快，媽

媽本能地用手一推那車，後座力使人朝反向彈開，只有三根腳

趾被壓到骨折，因骨質夠，靜養幾個月就恢復活動自如，沒開

刀、沒住院、沒開藥不說，醫生甚至連鈣片也不給，原因是老

媽沒有骨質疏鬆。「要不是常運動、根基好，現在還躺在醫院

裡就糟了。」子女們以那次意外推論，若是一般老人可能就會

全身倒地被車子輾過，而造成多處骨骼及內臟傷害。

她還鼓勵爸媽能做的事儘量自己做，但另外請了彭婉如基

金會的居家服務員每週來父母家半天，做完老人家做不來的、

爬上爬下的、粗重的家事與清潔，每月開銷 4400元，擺脫別人

家依賴外勞24小時綁在一起且每月兩萬多元的負擔。

相對於一般子女不讓長輩做事，比如子女代填所有表格、

僱外勞餵吃飯、陪散步⋯⋯，劉毓秀家顯得很與眾不同，以致

於有一天，社區管理員看到劉老爸去超市買米抬回家，就打電

話給她說「妳太不孝了」。劉毓秀卻說「這才是新時代的孝順

之道」，讓爸爸有機會出門不要宅在家裡，且訓練肌力。「我

覺得大家要有預防觀念，提供父母保存生活技能與體力不退化

的照顧，而不要等重癱了才來談照顧臥床。」

其他「不孝順」的事例，還包括她只帶爸媽看初診，以後

複診就要他們自己去，訓練他們坐車、花錢、算錢、找錢、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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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訴說狀況、互相討論，因為她發現「每次只要有子女出現

在診間，醫生就只對著女子說話，好像老人家是多餘的人。」

她不願父母失去社會溝通能力，與社會沒有連結，久了容易孤

立、退化、憂鬱。

這些處心積慮其實源自父母定期健檢，長年用心維持正常

血壓、血糖、膽固醇等數值，全家人預知父母會長壽，那就要

想辦法建立父母活躍、自主的能力與體力，才不致變成「失能

臥床的長壽」。

「一直想保護長輩，不讓他們做他們本來可以做的事，

能力就喪失了。我們平常心，他們才能長長久久延續平常生

活，」劉毓秀說。

如果健康能幹又快樂的老人家佔多數，那就不需要那麼多

的外勞推輪椅，而多用本地的居服員代做難事來彌補；而愈多

人使用，讓居服員收入變多，就會有愈多人投入居服事業，形

成自助加共助的普及模式，這是劉毓秀的盤算。

（原載《康健雜誌》2013年10月第179期，頁114-1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