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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黃雅苓】

壹、前言︰發現「獨居」

當身邊同年齡的友人一個個步入婚姻，甚至小孩也一個接一個

出席在同學會的場合，正值適婚年齡的我，總不免被問︰「什麼時

候結婚呀？」「下一個就輪到你了吧？」面對大家關切的眼神及殷

切的詢問，似乎在此刻回答「我不結婚」或是「我不生小孩」就會

成為眾矢之的，讓我不禁想問︰「難道我想一個人也不可以嗎？」

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因為在現今社會上，即便個人的成就非

凡，大家對他的最後評價仍是︰他沒有結婚。更甚者，還會議論他

是不是哪裡有問題？這種情形在女性身上更是顯而易見，例如我

們稱未婚男性為「黃金單身漢」，稱未婚女性為「敗犬」、「剩

女」，因而被貼上污名化的標籤。即使能漠視眾人的目光，拋開他

人的耳語，當獨居老人獨自在家中過世直到屍臭飄出才被鄰居發現

的新聞時有所聞，讓許多人仍不免因為害怕一個人終老而結婚，這

更加令人懷疑，難道結婚後，公主和王子以後就會過著幸福快樂的

日子嗎？

因此，看著今年的書單，《獨居時代》便立刻吸引我的注意，

當前各國政府都極力倡導結婚生子減緩人口結構快速老化，幾乎所

有主流研究及主張都在推崇婚姻的益處，怎麼還有書大讚獨居的美

好呢？尤其對許多人而言，「獨居」這個名詞總是伴隨著孤寂、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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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樂、疾病甚至其他更多更糟糕的事情，對於獨居的想法也總是負

面居多，報章雜誌的評論多將獨居視為有待解決的社會問題，因此

更加深我對本書的好奇。翻開《獨居時代》便不難發現書中盡是統

計資料、訪談內容及其他參考文獻，作者似乎意圖經由研究、探訪

的調查方式提供相當可信的訊息，來顛覆長久以來我們對獨居的印

象。我想，或許《獨居時代》能夠解答我心中長久以來的困惑。

貳、摘要︰深入「獨居」

本專書作者是在研究1995年造成嚴重死傷的芝加哥熱浪時，發

現有數百位民眾獨自死在家中，因而開啟他探索獨居的旅程。本書

共分9個章節，在此僅就重點自行分類歸納介紹本書獨到之處。

一、獨居時代來臨

一般會將獨居原因歸咎於美國鼓吹的個人主義，但深入

探究便能發現，獨居並非是美國人的專利，據書中統計資料顯

示，北歐國家擁有更高的獨居比率，約佔國內總家戶數的40%

至45%，甚至瑞典的斯德哥爾摩獨居比率高達六成，而傳統文

化中注重家庭生活的東方國家如日本、中國，則獨居比率成長

最為快速，因此書中將獨居普遍盛行的原因歸因如下︰

2

圖1　獨居盛行的原因
資料來源︰筆者自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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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獨居的挑戰—培養一個人住的能力

人類在家庭中出生並成長，家庭正是人類群居的證明，而

學校教育也不宣揚及教導獨居的能力，因此獨居者必須重新學

習面對的課題包括︰

（一） 自我時間規劃︰身邊少了伴侶或家庭的獨居者，多數人

會將更多時間投入在工作中，因此事業和生活之間的界

線越來越模糊。

（二） 面對社會壓力︰獨居女性相較於男性面臨更多社會壓

力、污名化及住屋或工作上的歧視，甚至要面對生育的

生理時鐘逐漸逼近的焦慮。

（三） 建立自信︰「不想和別人在一起，是不是我哪裡有毛

病？」獨居者甚至必須對抗自己心底疑惑的聲音，無論

獨居有多麼適合他。

（四） 獨自終老︰女性獨居者相較於男性，更善於經營親友支

援系統及社交，以便在年老體衰後能夠相互照應。

三、選擇獨居—獨居≠孤獨

獨居的好處，不只是可以擁有自我的空間和不需妥協他

人。對青年男女而言，離家獨自生活培養獨立的能力，是種蛻

變為成人的儀式；對年輕的專業人士而言，買房子投資自己，

並且擁有自己的家是成功的象徵；對長者而言，不與小孩同住

更是得以維持自己的尊嚴及完整感，他們害怕失去自主權的困

擾大於陪伴的需求。事實上，承受孤寂並非獨居者的專利，因

為當自己與處在共同空間的人（可能是伴侶、家人、室友等）

關係不融洽時，那才是真正的寂寞。

四、打造獨居社會—建立居住空間與政治意識

既然獨居是不能反轉的事實，那麼國家社會應該如何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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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以北歐福利國家為例，政府投資興建新的住宅計畫，為越

來越多的獨居年輕人、離異者及長輩設計新的集合式住所，面

積較小但機能齊全，有完善的公共空間和供飲食、交誼、運動

等使用的公共設施。另外在社會政策方面，有薪育嬰假、幼兒

照顧及醫療保健等良好的配套措施，為獨居者提供更多福利與

支援。

參、評述︰分析「獨居」

一、跳脫婚姻論點及刻板印象，觀點新穎

翻閱報章雜誌或研究資料，充斥著許多支持婚姻或支持單

身的理由，然而本專書作者並無意圖加入戰局，因為即使進入

婚姻，也必然會有面臨與伴侶離異或伴侶死亡時，必須獨居的

時候。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在瑞士日內瓦發布《2014

世界衛生統計》報告顯示，人類壽命正在延長，2012年出生的

女孩，其平均預期壽命是73歲，男孩是68歲，與1990年相比整

整提高6歲，此數據在未來將會不斷的提升。報告更進一步指

出，不論是富裕國家還是貧窮國家，女性都活得比男性長久，

在所得較高的國家，男女壽命差異為 6年，所得較低的國家，

此差異則為3年。而目前在台灣，男性平均壽命為76.7歲，女性

則為83.3歲。顯然地，獨居這件事情已經與婚姻無關。

過去我們對獨居的印象都是淒涼的、孤苦無依的負面想

法，搜尋獨居的關鍵字也不難發現，幾乎都是關於獨居老人的

議題，除了討論獨居老人的照護工作外，也多半呈現他們孤

獨、罹患疾病、心理憂鬱渴望家人探望等悲慘地度過餘生的形

象，甚至標題聳動的新聞亦時有所聞︰「82歲獨居老教授上吊

自殺」，「獨居華翁死家中多日屍臭瀰漫」。許多人認為獨居

老人是個嚴重的社會問題需處理，但本書卻不僅僅聚焦在此，

其訪談的獨居對象包括甫離家求學的青年、都會上班族、離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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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以及不願與子女同住（而非被子女遺棄）的年長者，提醒我

們注意到，獨居其實是不同時期的現代人都會經歷的時期，是

一種個人選擇，而非被迫獨居長者的專利，提供讀者對獨居議

題新的認識。書中更提出，雙薪家庭中的鑰匙兒童，以及擁有

自己的房間，其實都是每個人從小學習獨居生活的開始，給予

讀者全新的觀點。

此外，相較於一般人對都市化便利卻疏離、冷漠、高犯

罪率及其他負面印象，本書則認為現代城市文化能解放個人被

傳統鄉村社會壓抑的自我，使居民具有創造力並能提供更多社

交、公民政治活動，因而成為孕育獨居社會的天堂。本書不將

獨居視為社會問題，而是一種符合現代潮流的社會變遷，並

認為獨居既不古怪，也不可怕，而是每個現代人的必修學分之

一，更是投入健康關係的先決條件，無論獨居、共居、已婚、

未婚都需要面對生命的孤獨，學習和自己相處的能力。如同

《孤獨》的作者安東尼．史托爾醫師所說的，獨處的能力是一

種寶貴的資產，可以促進學習、思考與創新，並和自己的內在

世界接觸。

二、訪談內容不偏頗，客觀具信服力

書中所呈現的個案並非極端的案例、或是最震撼人心的

特殊軼事，而是擷取最具基本共同特徵的代表，顯示獨居這個

普遍的社會現象，其目的並非在讚頌獨居的好處，而是要引起

世人對此議題的關注，畢竟人類擁有豐富的群居經驗，但卻對

近幾十年來才發展出來的獨居生活型態缺乏了解。本書費時七

年的研究並訪問近三百多位單身人士，這種搜集許多案例並忠

實呈現訪談資料，僅僅作出有系統地歸納分析的方式，相較於

一般書籍中，作者依個人經驗敘述單一論點（有些甚至並無根

據）的說法，雖然花錢也費時費力，卻也使本書更具代表性。

104 年度公務人員專書閱讀心得寫作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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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樣本的取材並非全面

本書所有的觀察法和訪問都在大都會地區進行，並以獨

居盛行的地點為主體研究，例如美國的大城市曼哈頓、洛杉磯

等，以及北歐國家、日本，因此主要探討的是城市裡的獨居，

缺乏小鎮或鄉村經驗；加上專訪對象大多財力無虞，是以中產

階級的經驗為主，對於貧窮的獨居者則論述較少。原因可能與

這些地區的社會資源及福利照顧較為完善有關，或是因為中下

階層的獨居者遭到邊緣化，訪談不易。

四、南橘北枳，難以類推適用

不可諱言的，書中實地考察地區僅限美國各大城市及瑞

典斯德哥爾摩，其他資料則參考外國二手文獻，係以西方社會

為主體研究，對於強調傳統家庭文化的東方國家例如臺灣，顯

然無法完全套用，雖然現今臺灣西化的速度越來越快，但是許

多社會觀念與風氣仍大相逕庭，例如在每三個65歲以上的美國

人就有一個獨居，而臺灣年長者的獨居比例雖較過去為高，但

根據衛生福利部102年老人狀況調查報告顯示，65歲以上老人

獨居者約佔11.1%；而不同於美國的長者對此多半抱持負面想

法，不希望被子女掌控生活以維持獨立自主的價值及自尊心，

在臺灣約有65.7%的老年人認為「與子女同住」為最理想的居

住方式，足以顯見中國根深蒂固的傳統孝道觀念影響甚鉅。

表1　55歲以上者之家庭組成
單位：％

項目別 總計 獨居
僅與配
偶同住

兩代家庭

合計
與配偶及
子女同住

僅與子
女同住

與父母
同住

與(外)孫
子女同住

55-64歲
98年6月

102年6月
65歲以上

98年6月
102年6月

100.0
100.0

100.0
100.0

5.0
5.6

9.2
11.1

17.4
18.3

18.8
20.6

53.0
47.3

29.8
25.8

38.5
35.3

13.9
12.6

9.7
6.6

11.8
9.8

3.5
4.1

1.2
1.2

1.3
1.2

2.9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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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55歲以上者之家庭組成（續）
單位：％

項目別

三代家庭

四代同堂
僅與其他
親戚或朋
友同住

住在機構
或其他合計

與子女及
（外）孫
子女同住

與父母及
子女同住

與父母及
（外）孫
子女同住

55-64歲
98年6月

102年6月
65歲以上

98年6月
102年6月

22.1
25.5

37.9
37.5

15.9
19.5

37.0
36.6

6.4
5.8

0.8
0.8

0.0
0.2

0.0
0.0

1.2
1.8

0.8
1.0

1.1
1.2

0.8
0.6

0.2
0.4

2.8
3.4

表2　65歲以上老人認為理想的居住方式
單位：％

項目別 總計

與子女同
住（含配
偶、子女
配偶及孫
子女）

僅與配
偶同住

獨居
與親戚朋
友同住

可以和其
他需要進
住安養機
構的老人
同住

其他
很難說
或拒答

98年6月
102年6月
性別

男

女

100.0
100.0

100.0
100.0

68.5
65.7

62.6
68.5

15.6
16.0

21.9
10.7

6.9
9.2

7.8
10.4

1.3
1.3

0.9
1.6

2.6
1.4

1.6
1.2

0.2
3.2

3.5
2.9

5.1
3.3

1.7
4.6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統計處。

肆、心得︰啟發「獨居」

一、政府的支援角色

現今世界各地的獨居人口已逐年增高，尤以中國、印度和

巴西成長最快。既然我們了解獨居是未來勢必會發生的事實，

政府官員或宗教團體鼓吹結婚生子，或是呼籲子女與年邁父母

同住等道德勸說，僅僅是治標不治本的政策宣傳，如何協助獨

居者並有相關因應的配套辦法，才是順應時代潮流的作法。然

而，無論是學習美國紐約市每天中午的到府福利餐，或是效法

瑞典斥資興建適合獨居者的新興住宅，對於當前面臨財政緊縮

104 年度公務人員專書閱讀心得寫作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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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府都是天方夜譚，但是對於早已邁入高齡化社會的臺灣而

言，改善獨居老人的生活品質仍是當前政府的首要工作。

目前40歲上下的世代，頂客族及不婚族盛行，創下全世界

最低生育率，就算結婚有子女，也是「假性子女」，無力或無

意願住在一起，配偶去世後，勢必要自己一個人終老，屆時老

人安養機構將面臨數量不足，品質亦難以維護的挑戰；加上此

世代有許多人至今仍買不起房子，如不選擇安養中心就必須考

慮租屋，但根據非營利組織崔媽媽基金會統計，有九成房東不

願租屋給單身老人，使獨居長者的居住問題面臨考驗。

其實家庭照顧功能萎縮，由國家介入照顧老人已是世界

趨勢，政府除了增設老人養護中心外，未來可規劃居家服務員

到府照顧，或是設置區域志工每週2至3日定期巡視探訪，增加

獨居老人的支援照護系統，在租屋方面，規範房東應在租屋時

通報居住地的社會局老人服務中心，此通報須系統整合警消單

位、鄰里長及老人中心，讓更多人能隨時關注長輩每日的生活

起居情形，並協助安裝緊急救援系統裝置，預防獨居長輩在家

時可能發生任何意外。

二、單身是公害？拒絕單身歧視

單身之所以會形成公害，據悉有一半的原因是受到歧視

而做出的報復行為，而單身可能受到的歧視包括︰旅行住宿多

半無單人房而必須負擔雙人房費、餐廳對單獨用餐的人收取較

高費用、甚至在工作任務分配上（例如假日加班、長途出差）

多指派給單身者。事實上，「單身歧視」並不隨著單身人數漸

多而稍減，在以「人生應結婚才正常」的眼光中，「單身是異

類」的觀點仍在生活中如影隨形，不僅在逢年過節或親友婚宴

時長輩催婚，東方社會慣常的問候語「怎麼還不結婚？」，這

種集體逼婚的方式更是無庸置疑地單身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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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界、傳播界與知識界有頭有臉的人物前仆後繼地散播

婚姻的好處與單身的迷思，似乎只要你結婚，就能過著健康、

快樂且長壽的人生，並且再也不會寂寞。如果婚姻是一種救

贖，那麼臺灣的離婚率何以榮登亞洲排行榜冠軍？我們的社會

太過於強調「你是否結過婚」，並以此為劃定各項福利或制度

的基準線，舉例日前鬧得沸沸揚揚的二代健保，以及我國的所

得稅制，都是懲罰單身條款的一種。臺灣福利制度仍以結婚者

與家庭為主，並未考慮單身者處境，許多政策亦假定「常態」

人口是婚姻家庭，忽略單身人口其實居主流的事實，而其中單

身女性又較男性吃虧。其實，社會政策及法制並不需要特別保

障單身，但至少應該讓獨身者與已婚者站在同樣的位置，給予

同等程度的社會福利資源。

10

圖2　拒絕單身歧視
資料來源：聯合報。

目前臺灣社會普遍對「單身歧視」仍未具敏感度，即使

單身者已覺得不快，大部分人卻不自覺，這種刻板印象並非一

時半刻就能改變，因此單身者必須賦權自己，學習從他人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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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自由，並學習理財、安排生活，建立交友圈，盡可能豐富自

己的生活，在面對外界壓力時才能更有信心，進而能對這些歧

視，一笑置之，不為所動。

三、懲罰單身？單身是消費市場新目標

消費市場所定義的單身族群，包含傳統認知婚姻狀態為

單身者，以及生活型態「類單身」的族群，像是已婚但是因為

工作等因素而分居者、頂客族、喪偶或離婚者。這些族群往往

消費能力強，也極度要求便利，在消費上注重個人化與自我滿

足。因此，欲搶攻單身市場的業者，在行銷概念上和產品設計

上都必須有所變革。

根據主計處的統計，過去十年內，25 至29 歲的單身族

群，所占比率從57.7％上升到73.5％，在30 至34 歲的年齡層，

也增加了13.3％，顯見初婚年齡的延後造成人口結構變遷，也

改變了消費市場的樣貌，商品服務需求從家庭式消費轉變為個

人消費，例如飲食方面，許多量販店或餐廳，都開始推出「一

人份」或「少份量」的食物或商品，替單身者解決以往囤積或

浪費的窘境；住的方面，都會區的建商也開始為單身族群量身

訂做小坪數的套房，空間雖小但功能齊全、設計時尚，也強調

展現個人風格。

伍、結語

閱讀專書的時候，常常讓筆者想起過去求學及工作時的獨居時

光，雖然偶爾會感到寂寞，但是拜網路通訊發達之賜，即使獨自在

家依舊能和外界保持聯繫，因此我非常享受一個人住，自由自在無

拘束的日子。但事實上，我更喜歡有伴侶或是家人陪伴在身邊的感

覺，和許多人一樣也把獨居視為人生的過渡時期而非最終目標，甚

至現今習慣與家人同住的我，對於獨自生活是有些抗拒的，原因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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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是害怕獨居本身，而是獨居背後帶來的意義——必須失去或離開

親人。雖然理性知道世事無常，沒有人會永遠陪在自己身邊，因此

時常提醒自己必須把握珍惜當下並做好準備，但是這種事情非到那

一天的到來，又有誰能真正準備好呢？雖然有些人喜歡和親人保持

適當距離避免被過多干涉，但顯然我並不屬於這一類人。

即便如此，隨著年齡增長，我也開始擔心外公外婆在不久的將

來可能面臨失去伴侶而必須獨自生活的問題，屆時他們的身心健康

狀況是否能夠照顧自己的日常生活呢？幸運地是，他們都和鄰居保

持良好互動，也有自己平常可以談天的老友，倘若日後必須獨居，

也有可以互相支持和照應的對象。總言之，不管是現在正在獨居或

是未來可能獨居的我們，建立屬於自己的社交圈及支援系統，並多

參與社會活動，如教會、廟會或擔任志工等，並可允許由社福或非

營利組織來執行緊急事件，避免社會孤立現象，都是為自己提供更

多保障的好方法，亦能讓獨居生活增添豐富美好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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