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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世界衛生組織已提出高齡友善城市建構指南， 
就是希望能促使銀髮族生活在一個高齡友善社區中，擁有自己應有的尊嚴以善終。

用故事開創 
銀髮族樂齡生活

▎林承宇
運用新媒體載具激發青銀族群共創社會參與、社會融入， 
讓銀髮族不再是新媒體下的局外人，以建置「高齡友善社區」的社會。

我國銀髮族現況

醫療衛生的進步使得國人平均壽命延長，超過 65 歲的老年人口（銀髮

族）比率也不斷攀升。內政部資料顯示，我國銀髮族人口從民國 91年的

9.02％到 101年已上升至 11.15％。衛福部指出，民國 106年銀髮族人口

比率超過 14％，達到國際機構所稱的高齡社會，到

民國 114年則會超過 20％，成為超高齡社會，對

台灣在健康、醫療、照護、經濟、社會發展等

必然造成衝擊。

2007年，世界衛生組織已提出高齡友善城

市建構指南，就是為了因應這樣的世界趨勢，

希望能促使銀髮族生活在一個高齡友善社區

中，讓老年人能擁有自己應有的尊嚴以善終。

台灣過去幾年建構高齡友善社區的作為大都

圍繞著「健康、參與、安全」三大支柱，

並包含八大面向，如硬體面的無障礙與

安全的公共空間、大眾運輸、住宅、 

通訊與資訊，以及軟體面的社會參與、

敬老與社會融入、工作與志願服務、 

社區及健康服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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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硬體面比較容易改善與看到成

效，大部分的城市也都傾向這部分的建設。

軟體面因為較抽象，也較無量化的指標，

一直以來總缺乏更有創意的具體作為，無

法讓銀髮族在社會參與或社會融入方面有

令人驚喜的表現。如何促成銀髮族與青年

族群之間有更多的互動或社會參與，或銀

髮族以外的族群對於敬老與社會融入產生

正向回應等，都是高齡友善社區軟體面可

以施展的重點。

過去偏重硬體面作為所導致軟體面較

難施展的結果，係因銀髮族對新媒體發展的

掌握不足產生隔閡的一項非常重要因素。本

文旨在討論新媒體與銀髮族的關聯性，提出

如何運用新媒體載具激發青銀族群共創社會

參與、社會融入，讓銀髮族不再是新媒體下

的局外人，以建置「高齡友善社區」的社會。

產學合作的實踐

本文以過去執行教育部產學合作計畫

的成果為本，闡述如何運用新媒體科技串

起青年與老年間的敘事合作，共創銀髮族

的健康社區生活。在建構銀髮族健康社區

生活時，以利他精神的實踐為核心，與台

北市文山區健康服務中心（以下簡稱中心）

合作。透過大學中不同專業科系之

間的合作，共構以「敘事力」為

主軸的課群組，開創專業知識與

學生所處社會環境彼此的良性互

動，培力學生實踐正向多元價值

的能力。

衛福部資料顯示，

台灣已經成立將近 7,000
個社區發展協會，包括

4,100個以上社區活動中
心，社區工作在傳播溝通

與社區社群的集體效應

下，其力道已不容小覷。因此，在執行以

敘事力作為貫穿核心的活動時，結合文山

區在地的社區資源，帶領青年族群以實際

行動從大學出發，配合中心的服務範圍，

與社區銀髮族進行新媒體敘事溝通、社區

社群間的行動學習，促使青年族群與銀髮

族在社會參與上的互動。

故事的運用

基於上述的背景，透過培力學生具利

他精神的敘事能力，並延續當前文山區邁

向高齡友善最佳社區的目標。在議題上，

設定了「爺奶走出戶外」、「爺奶走入校園」

與「文山爺奶跨出去」三大軸線，並透過

大學的課程模組創新合作，達到青銀共創

的高齡友善文山社區目標。

首先，以中心所服務的文山爺奶中的

具能爺奶（尤其是獨居者）為目標，促使

他們走出戶外。透過學院中的傳播敘事、

多媒體新聞、企業公關、資料分析、統計

套裝軟體等課程模組合作，培力學生透過

敘事力的互補與運用，讓文山區具能爺奶



科學發展 2018年 8月│ 548期 31

欲建構高齡友善社區讓老有所終得以在台灣實現， 
青銀共創的敘事力思維會有所幫助。

回憶、詮釋、敘述他們從過去到現在記憶

中的文山。經由培力學生能聽聞、摘錄、

閱讀、書寫文山爺奶記憶與回憶文山的過

程，運用新媒體載具如攝（錄）影機、手機、

空拍攝影機等，由學生與文山爺奶共創長

者的故事。

為消除說故事的長者與故事記錄者的

青年之間的界線，二者必須一起參與故事

的建構，包括媒體載具的共同使用。也就

是說，故事是由二者互動所構成，在共構

故事的過程中，包括畫面決定、如何拍攝、

如何敘事，都是雙方共同決定的。透過這

樣互為主體的過程，讓新傳媒載具作為一

個有效的中介，達成共構故事的效益。這

種以參與者為主體的思維，目的在於削弱

新媒體科技所帶來的隔閡，回歸到以人為

主角，新傳媒科技為輔助工具的本質。

其次，青銀共創所完成的影像作品，

透過在大學校園舉辦「光陰故事館」活動，

讓更多文山爺奶尤其是宅爺宅奶多多走進

校園與青年學子互動。這樣的設計主要是

期待能培力學生擁有敘事能力，以促成青、

銀族群在建構故事的過程中，具體實踐社

會參與、敬老與社會融入、工作與志願服

務、社區及健康服務，並促成青年族群藉

由與銀髮族的相處、理解、共創作品的過

程，達到人文關懷。

最後，則著重於文山爺奶能走出去與

不同社區互動，與不同社區分享實踐成果。

透過中心與台北市衛生局、新北市衛生局

所形成的聯繫網絡，推廣文山爺奶的敘事

力培力經驗作為其他社區的示範。在衛福

部國健署於 2010年以「敬老、親老、連通、

康健」為基礎所營造出高齡友善環境的過

程中，「用故事開創樂齡社區生活」新創群

組課程確實已為文山社區做了點事，永續

經營也有了開始。

爺奶走出戶外 爺奶走出校園 文山爺奶跨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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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者參與的媒體再現

說故事的力量

因此，欲建構高齡友善社區讓老有所

終得以在台灣實現，從這個實驗計畫的實

踐過程中，可以發現青銀共創的敘事力思

維確實有所幫助。檢視活動紀錄與活動參

與者的活動後訪談，發現不論是年長的銀

髮族，或是學生的青年族，都表示透過這

樣的參與增加了彼此的同理心，更體會到

以人為主體的人生意義。

過去有一個廣告文案是這樣說的：科

技始終來自於人性。新科技確實改變了人

類的生活方式，也改變了人類傳播與互動

的面貌。未來會如何不得而知，但可以確

定的是，人性永遠是機器無法取代的，任

何議題包含銀髮族議題都需要回歸到以人

為本。

林承宇
世新大學廣播電視電影學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