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居家養老到社區養老，從保險

支持到人才培養，《全球養老

調查》攝製組已經採訪調查了德國、

丹麥、荷蘭、美國、日本、新加坡等

國的實踐做法。這一次我們的關注焦

點，是一群生活在世人中間可是已經

把自己遺忘的人。

《我想念我自己》是去年上映的一

部美國電影，女主角愛麗絲是哈佛大

學教授，卻在 50 歲時被診斷出患有

阿茲海默症，也就是我們俗稱的老年

痴呆症。影片中，這種至今尚未找到

病因的疾病，把愛麗絲從一位聰慧的

語言學博士，變成了記不起女兒名

Buddhist Sangha Health Care 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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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我想念我自己》詮釋阿茲海默症患者心路。

▍《我想念我自己》女主角愛麗絲於病症早期發表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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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想不起丈夫長相、甚至忘記了自

己是誰的人。

正常人很難體會阿茲海默症病人的

感覺，愛麗絲於病症早期發表的這段

演講，可以幫助世人感受患者對於未

來的恐懼和無助。

愛麗絲：「我們早已不是原來的自

己，誰還能認真地對待我們呢？我們

怪異的舉止和笨拙的話語，改變了他

人對我們的看法，也改變了我們對自

己的看法。我們變得可笑、失去能力

又滑稽。」

什麼是阿茲海默症

阿茲海默症病人在逐漸失去思維的

同時，不僅會失去與世界的連結，遲

早也許會失去他人的尊重和親人的耐

心。這種病無法預測、無法根治，它

可能降臨到我們每一個人頭上。

陳生弟，上海瑞金醫院副院長、神

經科主任：「阿茲海默症是由於海馬

神經細胞的一個退行性改變，導致記

憶能力、認知能力的下降，不僅會導

致患者生活質量的大幅度下降，也帶

給他的家庭乃至社會非常沉重的負

擔。」

一般來說，阿茲海默症的發病率與

年齡有關。在中國 65 歲以上的人群

中，發病率為 4% 到 6%，而到了 80

歲以上，發病率直線上升到 25% 以

上。也就是說，每四位老人就有一個

阿茲海默症患者。上海目前阿茲海默

症患者人數已經超過 25 萬，並且以

每年一萬人的速度增加。

遺憾的是，這種早在 1910 年就被

命名、且在老年人愈來愈常見的疾

病，到近幾年才被公眾知曉並逐漸引

起重視。雖然不會在短期內令人致

命，阿茲海默症的可怕之處，就在於

無法治癒。

張乃子，上海市第三社會福利院院

長：「因為大家不了解老年痴呆的實

質性傷害，認為心臟病、心肌梗塞馬

上會往生，而老年痴呆得個兩年也不

會走了。第二個誤解就是認為老年痴

呆只是記憶力衰退，不認識人了；對

子女來說也不重視，認為爸媽記憶力

衰退是老年人的正常情況。」

▍中國 65 歲以上的人群中，阿茲海默症發病率為 4%

到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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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都把阿茲海默症稱為老年痴

呆症，但在學術界，這個說法備受爭

議。在日本，帶有歧視意味的痴呆症

甚至被禁止使用，取而代之的是認知

症或認知障礙。在上海，近幾年人們

大多使用失智症這一中性詞彙，取代

歧視性的老年痴呆。

對於失智老人的家人和朋友來說，

最大的痛苦莫過於看著那熟悉的人漸

行漸遠，直至面目全非。

雖然至今還沒有找到治癒方法，但

科學研究表明，藥物治療加上精心護

理，可以延緩病情的發展。不過，長

期以來對於阿茲海默症病人，更多的

是倚重藥物治療，而非日常護理。陳

生弟表示：「從早期臨床上能夠顯現

出來，到晚期完全失去自理能力，一

般而言估計在十年左右。如果通過很

好的治療和照料，幫助病人進行護

理， 可 能 就 是 十 年 以 上 甚 至 十 五

年。」

日本　老人挑選興趣活動

專業的失智老人照料機構，最早於

上世紀八○年代出現在瑞典。而上世

紀七○年代進入高齡化社會的日本，

隨著 2000 年長期護理保險的推出，

老年人的支付能力大大提高，養老產

業隨之迅速發展，護理水平也愈來愈

高。 

近年日本許多養老機構都把針對失

智老人的照護，作為護理攻關的重

點，因為這一特殊人群的增長速度十

分迅速，截至 2012 年，日本的失智

老人已達 462 萬，預計到 2025 年將

超過 700 萬人。

榎本健太郎，日本厚生勞動省老健

局介護保險計畫科科長指出：「上世

紀五○年代出生的人，即將步入後期

高齡者階段，罹患認知症的人愈來愈

多，預計到 2025 年，五位老人中就

有一位是認知症患者。」

1997 年日本根據《老人福祉法》

的規定，把對失智老人的援助事業制

度化。1999 年為高齡化制定的「黃

金十年發展計畫」中，就規定要在五

年內建造三千二百家失智老人護理機

構。緊跟著 2000 年長期護理保險的

實施，養老機構建設的速度也不斷加

▍�日本失智老人增長速度，預估到 2025 年將超過

700 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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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至 2012 年，全日本專業的失智

老人護理機構已經超過三萬家。

這棟隱藏在居民區的平樓屬於日醫

集團，其中有三層屬於失智老人之

家。每層有 9 人，一共住著 27 位失

智老人，還有 10 位以上的老人在排

隊等候入住。

日本的長期護理保險制度，對老人

居住的房間有面積要求，大約在 7.43

平方公尺，但這間失智老人之家的房

間都在 13 平方公尺左右，顯得挺寬

敞。這個房間的主人顯然很愛讀書和

手工製作，而房裡的所有用品，都是

從家裡帶來，這也是為了幫助他們保

持對家和過往生活的記憶。

尊嚴，可以說是日式護理體系中的

一個關鍵詞。在日本人看來，自己能

做的事情自己做，本身就是個人尊嚴

的最大體現。公共活動區的一角，一

個開放式的廚房引起了我們的興趣。

湯川弘一：「在工作人員幫助下，

一起做飯、買菜。每天去附近的商店

街和各種人打交道，保持交流，然後

再回來一起烹調。」

在這裡，三位老人配備一位介護

員，但他們的職責不是代勞和照料，

而是看護和引導。

吉田順一，日本日醫白金照護中心

工作人員說：「認知症患者常常會有

突發性的、出人意表的舉動。完全出

乎你的意料，但同時也會覺得有收

穫，對他們有更多了解。」

失智症的一大特徵就是大腦機能的

退化，因此鍛鍊大腦的活動顯得尤為

重要。在這個失智老人之家，每天至

少要安排老人們參加 120 分鐘的創造

活動，從動手到動腦，做做手工、寫

寫畫畫，多種內容全由老人按照自己

的興趣挑選。 

記者：「拼得很不錯呢！」

長者 A：「過獎過獎啦！」

記者：「您喜歡玩拼圖嗎？」

長者 B：「年輕時常玩，年紀大了

腦子轉不過來了。」

從以上的對話，這幾位老人思維、

反應能力都和健康老人沒有太大差

異，幾乎要讓人懷疑他們是否真的是

失智症患者。但也許這是機能訓練產

生了效果。

陳生弟肯定地說：「只要多用腦、

▍平時鍛鍊老人的大腦機能，使之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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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用腦，一定能對他的認知功能有幫

助。」

德國　「個人傳記」護理法

由於發病機理複雜，每個失智老人

的症狀都不同，因此刺激他們大腦機

能的興奮點也不盡相同。隨著科學研

究的深入，有針對性的個性化護理手

法，開始在一些養老機構運用。

這家位於德國馬德堡的維塔納斯失

智老人護理中心，住著 120 多位失智

老人。從硬體設計上，這家專業機構

充分考慮了人性化、個性化的需求。

記者，方婷：「人性化是貫穿在養

老院各方面的細節裡，比如說從設計

上，院內壁紙都是用暖色調，牆上掛

的畫都色彩明亮，這樣老人看到的時

候心情自然會愉悅。而失智症老人一

個重要特點就是健忘，經常會忘記自

己的房門在哪裡，他們就做了一個非

常精心的設計，像這個老人他最喜歡

家裡的一隻小狗，所以他的門口就掛

著一隻絨毛玩具小狗，這樣子老人每

次回去時，就知道自己住在哪裡

了。」

為了給老人營造家的感覺，每一間

房間都是獨一無二的，在他們入住

前，工作人員會去老人家中測量房

間，和老人一同决定帶哪些家具來；

這也意味著，養老院裡的家具、花草

的布置，都和老人自己的家很接近。

在護理方式上，這些失智老人更是

得到個性化的照護。整個養老院老人

們，都按照其不同照護方式，被安排

在不同區域。

這裡的二樓是專門運用「個人傳

記」心理治療法來護理的區域，一共

住著 33 位老人。這種心理療法是由

德國埃文‧伯姆教授提出，在他看

來，失智老人希望自己仍然是有用

的，需要獲得更多的認可和自信。而

要做到這一點，最重要的就是要為每

一位老人建立獨特的個人傳記。

每位老人在入院時，院方都會通過

與老人及其家屬的溝通，獲得老人的

過往生活經歷、生活習慣、興趣愛好

等大量訊息。有了這些背景資料，護

理人員就能制訂出個性化的護理方

案。

▍�養老院壁紙都用暖色調，掛畫也色彩明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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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琳 ‧ 麥尼克，是馬德堡失智老

人護理中心樓層主管：「比如有一位

老太太，她過去是教德語和數學。她

來時總是吵著想回家，我們通過一定

的方法了解到她的記憶停留在 18 歲

的學習時期，就讓她做數學題、聽寫

等，她每天都會做功課，之後她待在

這裡，就像在家裡一樣了。」

不僅是在房間裡，就算是在老人活

動的戶外，個人傳記的理念也被運用

上。護理人員可以基於個人傳記，測

定他們的個人能力：以前是園丁的老

人，護理院會把花園的花草交給她繼

續打理，還會專門開闢沙地，讓她做

些犁地工作。」

克里斯特 ‧ 德斯特，馬德堡失智

老人護理中心行政院長說：「在他們

傷心的時候給他們安慰，在他們活動

的時候給他們支持，讓他們有價值感

是非常重要的，讓他們有一種為家盡

一分力的感覺。」

對於暴躁型的失智老人來說，這一

招並不管用。護理中心的一樓有個封

鎖區域，外人不能進入。這裡住著七

位老人，因為有一定的攻擊性，他們

被限制了活動範圍，連花園都是獨立

的。

烏特 ‧ 查莎是護理中心護理部主

任，她說：「我們也會觀察，通過我

們的整個療法，他們的奔跑傾向是否

變小，會不會不顧一切地跑出去？或

是會到一個居住的地方來，形成一種

所謂的在家的感覺。在這兩年中，有

四、五個病人從這裡回到了普通區

域。」

 

丹麥 　精心護理 友善環境

對於暴躁型的失智老人，該用怎樣

的特殊護理呢？丹麥的瑪麗養老院，

以護理重度失智老人見長。在這家養

老院的 90 位老人中，有 17% 為暴躁

型失智老人。由於丹麥法律規定不能

限制人身自由，因此即便是暴躁型失

智老人，也不能強制限制行動。那

麼，如何來保證他們的安全呢？

養老院在設計上花了一番心思：進

出這個特殊區域的大門開關設置在老

人注意不到的地方，而老人活動區域

內，另一扇活動的大門被巧妙地裝飾

▍�老人在花園打理花草，為重要的戶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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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來，老人即使經過也不會走出這扇

門。

佩妮萊 ‧ 胡勒魯普，是瑪麗養老

院調度員，她說：「我們藏了這個門

的原因，是因為老人搬進養老院的時

候會找門，會要回家。這就是為什麼

我們要把這個門畫上森林的圖案，他

們就會以為這是森林不會進入。養老

院不會鎖門，我們會很有創意地把門

藏起來。」

這些精心的設計，都是在不違背老

人意願的前提下，給他們創造一個安

全、友善的環境。而失去安全感，正

是很多失智老人之所以會暴躁不安的

原因。為了安撫他們急躁易怒的情

緒，瑪麗養老院的護理人員還運用了

不少道具，比如各種毛絨玩具。

院長弗萊明 ‧ 杰爾明表示：「據

研究表明，失智老人最後只會感知到

動物或玩偶。這個區域有一隻貓，也

有很多玩偶；玩偶的作用是，老人抱

著它的時候，他會感知到這個玩偶在

看著他。用玩偶可以保持失智老人的

感知功能。」

紙牌遊戲看上去像是學齡兒童的識

字遊戲，卻對於患有失智症的老人保

持記憶力極為重要。這些排列在桌上

的卡片就像是一扇扇窗戶，讓老人又

一次重新認識世界。

尋常的下午茶時光，護理人員也會

使用一些小伎倆：舉杯、乾杯、喝咖

啡。護理員的每一個動作，老人都會

模仿再做一遍。雖然是小舉動，卻可

以幫助老人儘量融入團體，恢復正常

生活。

除此之外，這裡的護理人員還更加

關注老人們的心理變化，小心呵護。

護理員：「我們每天和老人聊天很

長時間，齊斯汀很喜歡參加我們養老

院的交友。齊斯汀每週都要去做理

療，她也喜歡談她當老師時的事，所

以是很個性化的。」

目前看來，這種精心細緻的護理手

法，收到了良好效果。不少靠藥物來

控制情緒的失智老人在經過一段時間

的護理後，用藥量少了三分之一。 

有意思的是，在老人享用下午茶的

餐廳我們還發現了一個小細節：許多

老式餐具被懸掛在牆上。 

▍丹麥養老院大門開關設置在老人注意不到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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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李怡說：「牆上的這些勺子或

者鍋具，並不是簡單的裝飾品，而是

這些丹麥老人在年輕時最常使用的傳

統丹麥廚房用具。護理員隨時會從牆

上取下一個廚房用具展示給老人看，

讓他們回憶起年輕時光。」

護理員介紹說，因為失智老人往往

反而記得遙遠的往事，用他們年輕時

代常用的生活道具比如餐具，來調動

他們的記憶非常有效。

荷蘭 　博物館場景還原驅走孤獨

而把這種穿越時空的記憶療法推到

極致的，還要數荷蘭人。

在荷蘭鹿特丹市附近的這家生命公

寓地下一層，有一間失智老人尋回記

憶的寶庫──舊物博物館。

舊物博物館按照老人的日常生活場

景，分成客廳、厨房、臥室、工具間

等多個主題區域，每個區域都擺滿了

從全國各地蒐集來的各種舊時物品，

從精緻的陶瓷擺設，到復古的鐵製罐

頭，每個物品都費盡心思。

約翰‧克雷莫斯，荷蘭生命公寓

總經理說道：「一些患有嚴重失智症

的老人，一旦進了博物館後就恢復了

活力，因為這是一場認知的狂歡，裡

面所有的東西他們都認識。我們從贊

助者那裡蒐集來這些物品，在荷蘭各

地買一些老舊的東西，帶著老人重回

記憶中的場景，這非常美妙也非常重

要，是一件充滿人文關懷的事。」

博物館的設計者說，失智老人很容

易封閉自己，無法認知周圍的新事

物，但對過去的記憶卻印象深刻，這

便是他們與外界溝通的最好媒介。

熟悉的物件能驅走老人內心的孤

獨，讓他們感到親切、自尊和快樂。

養老社區還特意安排了志願者為老人

們進行講解，每每觸動起他們的懷舊

情緒，老人的神情也會分外專注。

馬里恩是一名志願者，他說：「老

人看到這些物件，都會感嘆太不可思

議了，有人甚至會流淚。人們會一起

隨著音樂跳舞，一邊哭一邊跳，大家

就這樣聚在一起。」

荷蘭失智村 讓老人相信自己

秉承歡樂養老理念的荷蘭人，生活

態度積極開放，因此在失智老人的護

理上顯得獨樹一幟。為失智老人建造

的「失智村」，就被很多人津津樂道。

我們拜訪了位於里瓦斯的一個村，這

裡共有 180 名住戶，其中近三分之一

是失智老人。工作人員喜歡稱這兒為

咱們村，這裡沒有高牆護欄，整個環

境被設計成完全開放的空間。

布倫達為里瓦斯養老社區工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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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他表示：「這是一個可以自由出

入的花園，就像是公園一樣，老人可

以在這裡散步，或者在長椅上坐坐。

和他們的家人、朋友在一起，隨便做

什麼都可以。我們特意把這裡設計成

一個開放空間，因為我們不想造成一

種封閉的壓迫感。我們要讓老人們知

道，他們在這裡可以自由地走動。」

因為是一個開放社區，老人的家屬

隨時可以造訪，養老社區十分注重與

家屬的合作。老人來到這裡時，養老

院會專門安排一個多學科的專家組，

包括醫生、護士、心理諮詢師、理療

師在內，一同與家屬商議，制定護理

計畫。護理人員每天會記錄老人的狀

況或出現的問題，每半年與家屬溝通

一次，不斷更新護理計畫。

蒙克霍夫，為里瓦斯養老社區負責

人：「（對失智老人的護理）最重要

的是，了解他們真正需要什麼，他們

不會自己說出在想些什麼，所以要用

心去感受，病人需要哪些護理。」

尊重和平等，是這個社區在護理失

智老人時最注重的理念。在他們看

來，只有讓老人相信自己與正常人無

異，他們的病症才能得到最好的緩

解。事實上，如果沒有胸前的名牌，

我們根本分辨不出在這裡走動的哪些

是老人家屬，哪些是工作人員。

薇薇安是護理協調員，她說：「我

們穿著自己的衣服，因為是住在這裡

的老人邀請我們來的。如果我們穿白

色的統一工作服，會讓他們聯想到醫

院。這裡不是醫院，而是他們的家，

所以我們會適應他們的習慣。」

與別的養老院不同，這裡失智老人

護理專區的每個樓層都分為兩個單

元，每個單元裡住著八位老人，老人

們有獨立房間，並共享客廳，供休

息、用餐。

記者施遠立說：「這扇門的背後就

是失智老人居住的房間，不過為了保

持環境的安靜，不讓老人受到驚嚇，

一般只供老人進出，工作人員則會通

過這個小機關，一個短短的通道，走

過就可以打開這邊的後門，在不打擾

老人的情況下進入房間，為他們提供

相應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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昂很多，需要二十四小時的看護。護

理人員與老人的比例，甚至要達到

1.5：１，也就是每位失智老人需要

1.5 個護理人員，同時對護理人員的

要求也更高，因此很多養老機構無力

涉足。

張乃子說：「對養老機構來說，關

鍵的成本一個是運轉成本，比如說民

營的還會有一些房租成本，還有一大

塊就是人員成本。比如說現在一個護

理員，一個月能拿到四千（人民幣）

左右工資的話，他的年成本是七萬左

右，因為上海要交五險一金。如果說

是兩個老人配一個護理員，一個老人

的費用一年就三萬五，這單單是護理

費，還不算別的水電瓦斯等運轉成

本。針對一個失智老人的護理，如果

是全方位的，一年估計要六萬到七萬

的成本，非常高昂。」

這樣的現狀讓養老業內人士深感憂

這種八人一組的單元式安排，既保

持了環境的安靜，又能讓老人找到歸

屬感，同時也方便護理人員照看每一

位老人。

每個單元的每個護理時段，都只安

排一位護理人員。這並不是為了節約

人手，而是為了避免護理人員在工作

期間互相聊天，促使他們更多地與老

人交流。

伯特‧范‧德蘭德，勞倫斯集團

學院院長：「我（在上海）看到護理

人員穿著統一工作服站在老年人背

後，這樣做會與老人拉開距離。」

薇薇安表示：「我會坐在老人身邊，

因為這樣我才能和他們有眼神交流。

我們是平等的，如果我站在他們邊上

同他們說話，老人的感覺會完全不

同。」

正因為如此，在這裡我們看到的很

多失智老人和正常老人幾乎沒有分

別，這也許就是護理所能達到的最高

境界。

在拍攝的時候，有位老先生正準備

出門散步，他圍上圍巾，拉上外套，

還調皮地向鏡頭打了招呼。

遺憾的是，像這類專業的失智老人

護理機構，在中國大陸還十分少見。

上海目前也只有市第三福利院一家，

設有失智老人護理中心。因為相對一

般的護理，失智老人的護理成本要高
▍�上海目前只有市第三福利院一家，設有失智老人護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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慮，因為上海 80 歲以上的高齡老年

人口，目前已達到 75.32 萬人，今後

每年還會增加 0.82 萬人。愈是高齡

化，失智老人的比例就愈高，人數也

就愈多，而這些老人的子女往往無力

照顧。

陳生弟說：「我們那個時候有四個

老人兩個子女，就是一對年輕夫妻。

四個老人當中，有一、兩個得了失智

症後，對他們造成的壓力會是巨大

的。所以今後政府一定要設立更多的

福利院、養老院，來為這樣的人群做

準備。」

家裡如果有一位失智老人，經濟負

擔就不小，每月的藥費至少在 1000

元（以下皆為人民幣），嚴重的要達

到 2000 元以上，而護理的成本也就

愈高。因此，完善現有的養老保障體

系，在基本養老金之外，設立專門的

護理保險，亟須早日提到議事日程上

來。

張乃子說：「比如我的爸媽躺在床

上的話，一個月的護理成本，家裡請

個保姆就要 4000 元。到養老機構，

最起碼也要付到 4000 左右，如果單

拿他 3000 塊的退休工資來付的話，

肯定不夠，最多只能付 2000 元，

1000 元要留作生活費，另外 2000 元

哪裡來？就需要有一些專門的社會

險，護理保險也好，長照保險也好，

用這方面的錢來支撐。如此一來，對

失智失能老人今後的照料就會有一個

很好的發展」。

▍�失智老人的照護問題，有待各界積極重視。

▍�失智老人護理中心設有專業護理人員。

▍�陪伴失智老人的專業護理人員，引導互動學習。

16A18P0409.044-054.indd   54 2016/10/21   0: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