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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呱呱墜地的那刻起，人類在每分每秒的流逝中不知不覺地老化，直到某一天看向鏡中的自己

時，發現眼角泛起一點小斑和一絲細紋，才驚覺歲月已逝。其實老化就如空氣般無所不在，卻一

直受到忽視，當歲月終於像頑皮的孩童在臉上留下痕跡，人們是否能接受變老的事實？

 

憂老意識高　熟齡陷危機憂老意識高　熟齡陷危機

對「老」一詞，台灣人抱有什麼樣的觀念？國際的消費者調查機構尼爾森公司在全球調查後的數

據中指出，將近半數的台灣國民認為：超過六十歲即算邁入老年，而認為四十歲以上便擠身躋身

老人行列的比例更是全球比例的兩倍。可見台灣人對「老化」的意識與其他國家相比，發展地更

快、更早。來自日本護膚品研發中心的研究員常長誠曾在專訪中表示，女人二十五歲過後便應該

持續地使用抗皺產品，亞洲人防老、抗老的心態可見一斑。

然而試想為什麼台灣人對老化持有抗拒？公視新聞議題中心其中一篇以社會學角度認識老化的文

章中可以指出其中癥結。「老頭子」、「老番顛」、「老古板」等詞語，在潛移默化中導致許多

人對老化的意識形態改變、產生負面的觀感，可以說是形成「老人歧視」（Ageism）的一環。

再加上身心理的退化等問題導致行動上的不便與遲緩，老年因此容易被視為被動、弱勢、需要照

顧的一群。進入熟齡的人們在這樣的環境之下，似乎無可避免地被視為社會的負擔。

針對老而衍生的負面詞語導致人們產生對老年人的刻板印象。

（圖片來源／eCaring）

 

醫美保養　打造青春永「蛀」醫美保養　打造青春永「蛀」

其實青春與貌美並非不可分離，熟齡的人們也不需要與活力、青春、貌美切割。根據二〇一六年

快樂多一點（Happy Go）的消費市場趨勢報告指出，有26.5%的熟齡男女最近一年內曾購入美

容保養品以延緩肌膚衰老，其中女性在抗皺眼霜的消費比例更有48.6%之高。近年來，醫美整形

更不只在年輕人之間流行，這股想要變美的風潮也讓不少六十五歲以上的熟齡選擇踏上「回春列

車」，進行除皺、去斑等醫療工程。在中國青島地區的整形人數中，有將近15%的屬於中老年，

其中更有高齡八十三歲的女士選擇眼皮提拉手術。號稱「美魔女」的藝人羅霈穎在邁入五十五歲

之後也不諱言自己每年砸下台幣三百萬打造凍齡容顏。

醫美整形雖然是讓人逆齡成長的選擇之一，但並非每個人都有足夠的經濟能力打造出返老還童的

緊緻肌膚，對抵抗力下降的中老年來說，醫美整型也存在著手術風險。耗時費力的手術過程可能

提高細菌感染的機率，加上高血壓、糖尿病等問題也將提高療程風險。大多數人想要保持符合社

會期待的美麗標準，恐老、防老、抗老的思想，讓他們選擇提早掏出鈔票購買抗皺產品，甚至進

行美容手術。然而對變老的恐懼似乎與「年老」本身沒有太大的關聯，反而是社會對年老所加諸

的「價值觀」讓害怕衰老的恐懼在社會上蔓延。

隨著身體機能的退化，在邁入老年後，許多疾病與症狀開始纏身，像是健忘、重聽以及三高（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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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壓、高血糖、高血脂）等等，都是常見的老年疾病。根據內政部統計處的資料顯示，台灣的老

化指數於二〇一六年一月突破92.91%，人口數持續成長的老年在社會上獲得的尊重卻沒有以相

同速度成長，反而仍然被歸為弱勢。許多的長者更因為無法再繼續對社會產生貢獻而產生自責

感，或是自尊心無法與退化的身體調適而罹患老年憂鬱症，如此的心理疾病才是將熟齡族群與活

力、青春、貌美切割的主因。

長者的老年憂鬱症比例高，就診率卻低，導致自殺現象普遍。

（圖片來源／阿波羅新聞網）

 

老化勢在必行　接受又何妨老化勢在必行　接受又何妨

台灣早已邁入高齡社會，老年的議題不能只有社會的高聲疾呼而沒有實際成效。但關心老人議題

的除了社會大眾之外，老年人也應正視親身遭遇的生命歷程。市售的保養抗老產品雖然標題打得

晶亮亮、廣告上的整型美容雖然效果讓人躍躍欲試，但這些行銷的本質皆源自人們對老化的害怕

心理。作家簡媜在一則專訪中談到：「社會上只強調著『你不會老，你不會病，你不會死』，卻

沒有人教你如何準備老？事實上，我們並沒有辦法阻止老化不要來。」當各式各樣的媒體強調應

該如何避免、延遲老化來到，該如何帶著沉著智慧的心迎接下一段生命的過程才是熟齡或即將進

入熟齡的人們應該面對的課題。

長者應用寬闊的心去接受老化的自然現象。（圖片來源／今日頭條新聞網）

老化是每個人都會歷經的人生洗禮，當年輕一輩無法真正接受「人都會老」的事實，這樣的恐懼

心理對照顧長者或是關懷長者都是一種傷害。因為抱持著恐懼心理，害怕年老將至而選擇以逃避

延緩的方式面對，讓人們在照顧長者時除了措手不及之外更多了狼狽，而這樣的循環更容易加深

人們恐老的意識。倘若每個人都能接受身體、外表老化的事實，而更重視在時間的更迭中層層堆

疊的智慧，就能以更開闊的心看待老化。

「生老病死是自然規律，無法抗拒，也用不著怕。年輕是資本，年老是財富。」這是導演謝晉對

老的思考態度。邁入老的階段，退休後的生活還是可以做些什麼，長者的閱歷豐富，擁有饒富的

人生哲學，是年輕一輩能夠效仿、學習的對象，老化不該是中斷兩個年齡層對話的原因，也不應

是扼殺生命尊嚴的方式。經過人生洗鍊的長者，在處事上多了一份淡然，歲月在肉體上走過的痕

跡即使越趨明顯，卻不能在持續跳動的心上留下刻痕，南韓女星崔智友在雜誌採訪中提到自己與

二十歲出演戲劇的差別時表示，雖然不比當時的年輕與外表，但現在多了一份從容感。

 

生命痕跡　煥發成熟魅力生命痕跡　煥發成熟魅力

年紀的老化並不代表人生也得隨之衰退。老驥伏櫪、志在千里，是大家琅琅上口的詞語，人雖然

會老，但若能常保樂觀開朗的態度，又怎麼會與青春脫離？社會上對美的定義不僅桎梏許多年輕

的思想，也束縛長者看待老化的格局。瓶瓶罐罐的保養品和昂貴的醫美療程雖然能將生命的皺褶

回復至青春的平滑，但美麗包裝底下的心是否能感受到心靈上真正的富足？人們應當拋開社會對

美麗的過度加值，並坦然擁抱人生成熟智慧的表徵，老年經過洗鍊後的人生也能煥發光彩，而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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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不完美　醜蔬果大進擊接受不完美　醜蔬果大進擊

　　

NG蔬果，往往會因為賣相不佳，慘遭市場淘
汰。然而這些NG蔬果真的只能面臨被市場淘
汰的命運嗎？

自信　至高無上的美元素自信　至高無上的美元素

人們渴望追求主流審美觀的同時，她們也在追
求屬於自己的美。

上的皺紋更是熟齡的魅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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