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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都會到偏鄉，我常在受邀的樂齡課程

授課中趁機觀察、了解長輩們的學習需求；

有一次，在一個偏鄉社區講課後，我與一位

電腦授課講師簡單交流，她說：「我的電腦

課在此很受歡迎哦！」，我瞪大眼睛、且嘴

巴誇大的張開好奇的問：「喔！長輩們學電

腦？這挑戰很大吧！」他繼續說：「只要他

們有動機、需求，一點也不難；雖然這裡是

偏鄉，但幾個長輩的孩子們爭氣，在國外拿

到博士學位後就全家定居在國外，阿公阿嬤

想見孫子，可運用所學的skype搭配攝影裝置

，就能與英國、美國等地的孩子、孫子們在

空中傳情說愛」。

科技讓世界成為地球村，只要彈指瞬間

，人與人之間即刻能跳脫區域與區域的距離

限制拉近彼此；但在此同時，有溫度的情感

距離卻漸漸疏離，且愈來愈遠；若加上少子

高齡化的趨勢衝擊，那條自古以來代代祖先

傳承下來的家族情感連結，即將被這股擋不

住的趨勢力量沖斷；含飴弄孫的幸福之喜，

是否將隨著時代而逐漸式微？家庭的情感關

係是否也會隨著趨勢而淡薄？面對少子高齡

化浪潮來勢洶洶，這議題實在不容忽視。

為了減少趨勢對祖孫情感產生的影響，

政府及民間組織都在努力；2010年8月29日，

教育部定每年8月的第4個星期日為祖父母節

，讓學童在開學前，可與祖父母相處增進彼

此親情；之後，2012年的祖父母節，花蓮縣

青少年公益組織「好人會館」號召熱情「臨

時孫子」，在全臺尚未設有無障礙通道的火

車站月臺，協助長輩上下行李，為友善高齡

社會開了一扇良善之門；而以「媽寶」諧音

命名的MABOW瑪帛科技，期待能招募體貼

的年輕晚輩，運用現代科技幫爺奶們打造貼

心秘書平臺，來服務長輩們打點生活問題，

且在他們無聊時可輕鬆的聊天陪伴；創辦人

顧偉揚先生提到創立瑪帛團隊的動機，是想

設計適合銀髮族操作的簡易視訊裝置，讓長

輩們只需拿起遙控器，便能撥打視訊電話與

子女們互動；且其團隊成員也能藉由視訊服

務長輩，幫忙處理大小問題，並運用電視視

訊軟體設計團康活動，與長者歡樂互動。

除此之外，我也曾看過一則新聞報導，

美國西雅圖有間老人院有個隔代學習中心，

它就像普通的幼稚園一般，可讓老人和小孩

在此一起用餐、烹飪、跳舞、畫畫、講故事

與學習，讓原本安靜沒有朝氣活力的老人院

，因為孩子們的加入而活了起來；老人對待

這些孩子們就如同自己的孫子一樣，在代間

互動中，老人家們不僅可回憶起自己童年，

也能因與孩子們的歡樂互動而逐漸活躍；對

長者而言，兒童的活力是刺激他們活化的動

力，透過遊戲和合作，可讓代間互相學習並

帶來朝氣和快樂；而對於孩子而言，能藉此

學習與長者相處，開啟他們對人生不同階段

的認知，這些都是無法在課本上學到的真實

教育。尤其，當小孩和老人碰在一起，就有

很多的可能性及想像空間；運用小孩天賦的

可愛純真與長者互動，除可為長者帶來活力

與歡樂外，也是代間互動共融的開始。

科技與學習資源的創意融合，讓傳統的

祖孫關係有了變化，它已不再受限於血緣關

現代爺奶與新世代孫子
江慶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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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而逐漸發展成更具深層意義的社會情感

關係，若能加上傳承與合作的意涵，讓長輩

的智慧、經驗，結合新世代孫子們的創意、

活力，共同建構與開創未來；此祖孫代間共

同合作的力量，將可能解開少子高齡化的趨

勢魔咒，成為突破社會老化的關鍵之鑰。

曾在一場「高齡趨勢國際研討會」中聽

到，來自日本東京大學的牧野篤教授演講，

他提到在十幾年的老化社區研究實驗中發現

，若能讓高齡者的智慧與年輕世代的創意有

對話機會，確實能讓逐漸老化凋零的社區，

找到活化的契機，運用科技與創意開創新的

產業經濟模式，為老化社區找到出路，如此

，年輕人才能有意願鮭魚返鄉，一起和長輩

們解決社區老化的危機。

管理哲學大師查爾斯‧韓第在其《覺醒

的年代》著作中提到：智慧是資產與財富的

新基礎；資深將成為珍寶，而經驗更成為未

來打開契機的一扇希望拱門，若能充分的讓

銀色力量展現潛能，這股力量將有無限想像

的可能性及十足的正向能量，應好好珍惜與

把握；美國經濟學者兼專欄作家克里斯‧法

雷爾（Chris Farrell）就在他2014年出版的著

作《不言休》（Unretirement）指出戰後嬰

兒世代，將會比以前的人更長壽、更健康，

他們不想就此放棄具生產力工作；而美國考

夫曼基金會（Kauffman Foundation）也於《

2015年創業活動》調查指出：「退而不休，

勇於創業的潮流，在美國已形成了一種『安

可事業』（Encore entrepreneurs）的趨勢」。

明日幸福得自己開創！運用「銀色」力

量結合年輕世代的創意活力，一定可共建、

共造友善高齡社會之願景；依此概念，筆者

有一想法，若能以圓夢為號召、開創明日幸

福為說帖，創立一「夢想學院」，讓長輩們

學習口語表達技巧，分享自己數十年的經驗

、專長、生活心得、人生體悟…等，再由年

輕世代運用創意與科技，將長輩智慧變成社

會資產與財富，展現於數位科技平臺上，讓

社會有一傳承、交流、對話的機會；如此，

不僅可讓高齡者在自我實現中肯定自我並看

見自我價值，進而讓年輕世代敬重、珍惜高

齡者，用心傾聽長輩的聲音、了解長輩的需

求、看見長輩的問題、發現長輩的無助、解

決長輩的困難、協助長輩的請求、貼心長輩

的服務，共同建構人人友善高齡、尊重高齡

、體貼高齡、關愛高齡的美好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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