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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老」色變

近日來，可能由於新一年度施政
報告及財政預算案陸績「出

爐」，常有聽到坊間有關「高齡化」
社會的討論及預測。政府一談到「高
齡化社會」，就預告將來公共開支的
負擔有多重。政府、學者以至傳媒都
好像得談「老」色變。這種論點，終
究是從本地「高齡學」研究者主要基
於「生理 / 物理」的立場去理解人們
的年老過程衍生出來。這立場認為，

「年老」即表示人隨著年齡增長會變
得愈來愈衰弱，身體會出現很多毛
病，身體的結構亦因而每況愈下。由
此，社會將要花費大量的公共財富，
去照顧這等越來越需要倚靠社會的
人。有高齡學學者明言，現時香港的
高齡學研究主要集中於健康的範疇
上，即是從生理及心理上都顯示年長
人士會遇到愈來愈多的問題，其次把
焦點集中在安老院舍的宿位問題，及
高齡貧窮等。

人文學者的觀點
然而，在國外（特別是歐洲），

已有不少另類觀點及意見出現。新一
代的學者，都反對上述之「生物 / 物
理」角度來介定人類「長老」（Grow 
Old）的論點。她 / 他們主要提出兩
個新的觀點：第一點是人人每天都在
長老，但這並不等如人會無一倖免地
越來越身體衰弱。

早在 2000 年，周永新教授已說
明，大部分的香港年老人士都是健康
及可以自己照顧自己的。他當時亦提
到，只有 10% 的年長人士是需要接
受醫療護理。 14 年後的今天，我們
仍發現香港大部分有關高齡化的論
述，都仍是集中於「長者在生理及心
理上會出現很多問題」、「長者需要護
理服務」、「年長人士貧窮，退休金
不足維生」、「安老院舍宿位嚴重不
足」等主題上。這種種看法，都是以
偏蓋全的。

社會上現時主流看法，往往是
依照目前的年長人士的狀況為標準，

去理解香港將要面臨的高齡化問題。
即人們普遍認為︰「年長人士愈老便
愈依賴社會福利」。這類論述反映了
是普羅大眾對問題的理解，往往是抽
象的、無歷史根據的。人文學者第二
個主要論點就是企圖從歷史的角度去
重新理解「年老」的定義︰目前年齡
於 75 歲以上的人群，若從歷史角度
去理解她 / 他們的生路歷程，是極為
特殊的經歷。她 / 他們正是將香港由
二次大戰後從一窮二白建立起來的一
整代人，現在她 / 他們的年紀愈長，

需要多一點福利及照顧，這其實是她
/ 他們應得的，並非是白拿社會的，
而是社會是有責任回饋予她/他們的。

「輸在起跑線」的一群
於千禧年後，香港經濟環境急

劇轉變，社會上開始冒起了對所謂
「獅子山下精神」的懷念，大眾突然
緬懷起一九六、七十年代那種大家同
舟共濟、守望相助的精神。但是，
在這懷想美化六、七零年代的懷舊熱
潮中，人們卻忘記了當時那些努力建

設香港的青、壯年人，不就是今時今
日年屆七十至九十歲的長者。今天社
會正在熱烈地倡議幼童「不能輸在起
跑線」，如果套用這想法，這群在六、
七十年代建設香港的人正正便是完全

「輸在起跑線」的一群。她 / 他們是
於一九三零年代或更早出生的一群，
在童年及年輕時正經歷了人類於二十
世紀最大的苦難 — 第二次世界大
戰、國共內戰、土改運動、大躍進，
以致文化大革命 — 即使是在香港出
生的人，有幸逃避了中國大陸五十至

七十年代一連串的災難性政治事件，
二戰的經歷也是非常悲慘的。香港於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正是百廢待興，
她 / 他們這代人經歷了香港幾近最貧
窮的年代。

戰後仍作為英國殖民地的香港，
是充滿階級及種族歧視的。高級職位
都由洋人及少量高等華人佔據，社會
沒有太多晉升機會讓年青、壯年的華
人往上爬。當時的青少年人，大部份
都沒機會接受學校教育；做學師仔童
工，又往往沒有薪酬；到拿到薪水，

工作時間卻沒有限制，更不要談工傷
保險等。這些人長期堅持死慳死抵、
省吃儉用，使自己及家人的生活變得
穩定，更極盡所能地努力撫養下一
代，把自己的希望全部寄托在下一代
身上，為他們供書教學。「修身齊家」
的理想，有很多人都做到了。

尊重感激老一輩
到了今天，孕育了香港（由 50

年代或之後出生的）中產階級成材的
人群都「七老八十」了；然而，政府
及社會卻一致認定了她 / 他們變成了

「負擔」。政府甚至許多學者都單純
只以生物生命周期（Life-cycle）的角
度去看年長人士，即是說她 / 他們的
生命，正是處於停止繁殖以至停止產
生經濟效益的階段；簡單直接來說，
社會常常視「老」等如「無用」！這是
何等嚴重的錯判。

曾經有人提到殖民地香港是「借
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但是在這
借來的時空裏，有著一群刻苦耐勞、
埋頭苦幹的人，把這借來的地方發展
成為目前繁榮的城市。說實在的，這
代人正是把「借來的 」變成「自己
的」，但今天政府卻視他們是一種需
要處理的「問題」，這實是極度忘本
的行為。

上一代的人老了，整個社會是
否應該抱持「答謝、感恩」的心態，
去回報她 / 他們？去讓她 / 他們每個
人都安享晚年？如果我們能以生命歷
程的角度去看老年或高齡化，我們應
知道「老年」正是對家庭、對社會、
對世界的貢獻的回顧之時期；同時，
我們要讓老人都知道，社會不是倡議
年青的人去「可憐」或甚至「關懷」老
年人，而是要抱著尊重、感激的心
態，去回饋為整個社會全力作出貢獻
的人。

甚麼是「老」？
大家只要看看香港有多繁華，

就應該知道老年人為我們走過一條如
何艱辛的路！就應該知道香港欠我們
的老年人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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