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看
似
並
肩
，
心
卻
不
一
定
靠
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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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常
的
汲
汲
營
營
，
急
功
近
利
，
讓
我
們
輕
鬆
跨
越
了
許
多
限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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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曾
反
思
那
些
以
進
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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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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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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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邊
界
，

才
是
撐
起
世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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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
的
支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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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們
能
尋
回
最
有
溫
度
的
身
邊
，
牽
起
人
與
萬
物
的
聯
繫
。

遨
遊
書
海
之
際
，
重
新
定
位
自
己
，
學
習
與
世
界
共
存
。

77
每月一書

折

白／金／黑卡 

黑卡／金卡會員使用77折電子券購
書，即可每月蒐集「月讀．台灣動物

書籤」乙張。

月讀．台灣動物書籤

2O24.1.1-12.31每月限禮

會員專屬贈禮
連續1-12月皆使用77折電子券購書，
方可獲得『2024會員專屬禮』。

年度回饋

活動詳情誠品APP



 

發行人│吳旻潔　　　社長│李介修

企劃│謝淑卿．林慧雯

編輯│劉怡青．林玥彤．陳益郎

美術指導│王政弘　　　美術設計│陳庭佑．張逸帆

攝影│ YJ Chen．Ogawa Lyu．十月攝影工作室

發行所│誠品股份有限公司 11075台北市信義區松德路 196號 B1
製版印刷│秋雨創新股份有限公司 02-8768-1966

心
血
來
潮
搜
尋
﹁
熟
成
﹂
，
會
先
看
到
一
連
串
的
肉
品
知
識
，
正

經
八
百
，
不
開
玩
笑
。
源
自
日
文
的
﹁
熟
成
﹂
原
指
肉
類
的
陳
放

處
理
，
據
查
﹁
經
過
酵
素
作
用
分
解
，
會
產
生
特
殊
的
風
味
﹂
，

意
外
和
人
生
有
著
共
通
的
道
理
：
經
過
長
時
間
的
風
霜
積
累
︵
年

齡
增
長
︶
，
身
體
和
心
境
自
然
會
產
生
某
種
﹁
特
殊
的
風
味
﹂
。

這
樣
說
來
，
熟
成
這
詞
好
像
也
帶
著
點
浪
漫
。

本
期
︽
提
案
︾
客
座
主
編
劉
怡
青
特
製
人
生
問
卷
，
邀
請
五
位
前

輩
作
答
。
或
俏
皮
、
或
釋
然
、
或
感
慨⋯

⋯

跟
著
一
道
道
提
問
回
顧
，

熟
成
的
特
殊
風
味
，
似
乎
正
摻
雜
其
中
。
前
輩
們
提
出
的
觀
點
更

熟
成
的
問
答
接
力
賽
︵
請
真
心
作
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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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
藏
彼
此
回
應
的
玄
機
：
不
只
為
後
輩
解
答
困
惑
，
還
能
從
同
輩

的
答
案
發
現
自
己
從
未
想
像
過
的
生
活
。

同
樣
經
時
間
積
累
出
風
味
的
，
還
有
作
家
陳
雪
的
愛
情
長
跑
。
本

月
注
目
邀
請
同
婚
十
五
年
的
她
談
論
愛
，
同
步
推
薦
由
她
合
作
撰

稿
的
主
題
週
日
誌
；
另
則
注
目
則
由
記
者
李
桐
豪
以
十
年
採
訪
功

力
，
操
演
一
場
猶
如
反
質
詢
的
受
訪
。
焦
點
人
物
是
二
十
年
來
畫

出
七
十
多
本
︽
尋
寶
記
︾
的
姜
境
孝
，
本
月
將
在
松
菸
與
讀
者
見
面
。

看
完
他
們
的
熟
成
，
是
時
候
輪
到
你
接
棒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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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還沒經歷過的這些，我們有點困惑......

比
起
將
﹁
中
年
﹂
扣
上
﹁
危
機
﹂
或
﹁
身
體
退
化
﹂
等
印
象
，A

ging

更
是
種
因
生
命
添
加
了
﹁
時
間
﹂

作
為
魔
法
，
才
得
以
抵
達
更
年
輕
時
未
能
預
想
的
風
景
、
氣
度
與
寬
容
的
狀
態
。
若
將
生
命
看
作
職
涯
、
學
涯
，

更
年
長
者
就
彷
彿
﹁
人
生
前
輩
﹂
，
替
年
輕
一
輩
提
前
經
歷
因
階
段
未
達
而
困
惑
過
的
那
些......

本
期
︽
提
案
︾
蒐
集
了
九
個
20
至
40
歲
世
代
想
對

50+
人
生
前
輩
們
提
出
的
問
題
，
直
球
請
益—

前
輩
們
，

請
作
答
！

登場人生前輩

Daedalus｜54Y

工作年資：出版 25年

職業病：（1）隨身帶著各種
稿件或參考資料很重一大袋

趴趴走，但非常高機率整天

都沒有碰。（2）太快答應各
種要求（習慣性希望對方安

心），然後自己再偷偷為難

懊惱後悔。
黃惠如｜55Y

工作年資：內容產業近30年、
瑜珈教學7-8年、主持3年

職業病：拆解，例如拆解好

文章或瑜珈課程設計，會試

圖明白怎麼做出來的、為什

麼這樣做。

無糖溫豆｜54Y

工作年資：科技業工程師26年

職業病：竹科人下班後，常會

不小心把工作模式搬到生活上，

動不動就要提出「矯正措施」、

「改善對策」、「再發防止」，

戒不掉的工作用語。

Jane｜64Y

工作年資：園藝業 37年

職業病：「這是什麼樹？看

起來不錯耶記一下，下次誰

誰誰（案場）家可以用。」

工頭堅。旅行長｜55Y

工作年資：YouTuber 2年3
個月，此前為旅遊業20年

職業病：（帶團練就的）遇

到喜歡的主題就反覆說個

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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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到了現在這個年紀，真的會感覺自己比較踏實、沒有焦慮嗎？

Q2：在同一間公司或領域工作 30年，會歷經職業倦怠期嗎？

Q3：現在回頭看，有什麼覺得年輕時「要是有做就好了」的事嗎？

Q4：截至目前為止，影響人生最關鍵的那個決定是？

Q5：如果年輕時選擇不生小孩，到了這個年紀真的會孤單、後悔嗎？

或者選擇生小孩，又有哪些是雖然辛苦但仍感到值得的時刻？

Q6：有什麼事是現在不能做，退休後最想做的事？

Q7：留在身邊最久的一項物品、專輯或書籍是什麼？

Q8：真的有特別不會使用的現代科技或追不上的流行嗎？

Q9：面對老死有什麼樣的準備？

致前輩，九個人生提問

＊邀請大家拍下問題，傳給爸爸媽媽或任何你會好奇答案的前輩們作答，將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穫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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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缺乏較了然於心

會耶。年輕時什麼都沒有，錢就是一

切的問題，所有焦慮都來自經濟壓力

的追趕。到了現在，經濟能力填滿以

前不足的缺口，生活沒有那麼困頓、

環境沒有那麼糟糕，少了這些壓力，

對一些事情就比較豁達。也不是說經

濟負擔解決，我就什麼都不缺了，而

是相對於年輕時候的困頓，其他的缺

乏就比較能了然於心，因為如果一直

覺得自己少了什麼，日子不會比較快樂。

臉皮變厚，就能很快放下

不確定跟年紀有關，只要能睡飽就感覺整天踏實（艸）。

有學到新東西、想到有趣點子，（還）有人願意坦率

分享心情，都會感覺踏實。大大小小焦慮則一直都有，

可說是與日俱增，比年輕時多了 N 倍，但因為臉皮也

變厚了，如果不會造成別人困擾，大概都可以很快放

下。不太去想是不是有自信，落到頭上的事（或焦慮），

快點直球對決解決它們，導向當下相對好的結果，也

就好了（這也算豁達嗎）。

到了現在這個年紀，真的

會感覺比較踏實、沒有焦

慮嗎？

—無糖溫豆

自信是小小的勝利所累積

現在比在職場時踏實、穩定很多，

沒有那麼多惶惶不安。因為沒有同

事、沒有老闆（有，老闆是我自

己），也不用開會，也沒有年度目

標要達成，達不成也不需要做精美

PPT 去美化，但是否和年齡有關

不確定。

自信是小小的勝利（small win）
累積的，我想是的；也比較豁達，

因為人生最終沒有什麼屬於你的。

—黃惠如
豁達只是沒力氣繼續焦慮

原本很直覺的答案是，世界一直在變，

我不相信有人能沒焦慮，若果真如此，

他一定比我優秀很多。但略一沉吟，自

己這兩年來以 YouTuber 與作家身分獲

得小小認同，的確相對感到自信、踏實

不少。其實年輕時的焦慮，多半是由於

自己想做的事情太多（或「使命感」）

而導致；到頭來，你終將理解：所謂的豁

達，只是沒力氣繼續焦慮了。

—工頭堅。旅行長

—Daedalus

拋棄不切實際的期盼

都說人生七十才開始，如今活到

坐六望七的年紀，已學會拋棄過

多不切實際的期盼，不再終日誠

惶誠恐，自然少了焦慮，心裡就

踏實許多。也因對凡事不再汲汲

營營，刻意追求，一切隨緣，順

其自然，就多了自信與豁達。我

是這麼想的。

—Jane

│0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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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間公司或領域工作30年，

會歷經職業倦怠期嗎？

自知被栽培而不敢懈怠

之前在同一家公司 18年，因為自知被栽培，不斷轉換部門歷練，所以不太會有倦怠。

現在內容產業歷經史無前例的大挑戰，每天都戰戰兢兢，不敢懈怠。

—黃惠如／內容產業近30年、瑜珈教學7-8年、主持3年

在領域變化中發現擅長且愉快的天職

由於換過好幾個職業，回想起來沒有倦怠期的問題。從製片美術、網

路寫手、旅遊企劃、導遊領隊到作者與自媒體，領域似乎跳很大，但

如果仔細爬梳，會發現一直在做的，無非就是「內容敘事」，而這件

事似乎是我擅長的。如何找到擅長、做起來令自己與對象（團員、觀眾、

讀者）都愉快的那件事，似乎便是克服倦怠的方法。

—工頭堅。旅行長／旅遊業20年、YouTuber 2年

會，但就是撐啊！

很難講耶。會，好像也沒什麼方法。我們這世代的人就是撐，然後面對。像是有

外國客戶來，即使心裡覺得很 ×，啊就不會講英文啊，但就是要面對，一撐就到

現在了。
—無糖溫豆／科技業工程師26年

沒有夥伴就會倦怠，感覺很難根除啊 ......

會（倦怠）吧。如果不是從事「只想／只能一個人」做的事，那麼尤

其是持續（只能）被動接收指令或大部分事情都要請示（職務關係不流動），

可創造的空間少少，沒有一起玩耍、彼此支援的同伴或團隊，都會持

續累積倦怠感。這種倦怠感是很難克服或根除的吧，睡飽、建立運動習慣，

嚴格區分工作和休閒時間，發展個人興趣或「更想做的事」應該都有

幫助。還有不要老像我這樣檢討倦怠的原因，沒完沒了的。

—Daedalus／出版業25年

花藝行業本身好玩，但面對人際需要耐性

很慶幸自己一直是任職在自己有興趣的行業中，持續有 30多年。園藝，花藝都

讓我不厭其煩、樂在其中，雖然也伴隨惱人的人際關係，客人的為難及體力的透支，

不曾停歇過。但∼或許是天生的好脾氣，較常人更多的耐力，及逆來順受的軟性

格反而造就了我 ......
—Jane／園藝業37年

│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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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回頭看，有什麼覺得

年輕時「要是有做就好了

的事嗎？

截至目前為止，

影響人生最關鍵的

那個決定是？

留在紐約工作

30歲左右曾經去紐約遊學，因為會中文、閩南語，
一家公立醫院一直積極希望我去當志工，但當

時返國在即，便完全沒有回覆多通的電話留言，

當時如果留下來，也許人生完全不一樣，不知

為什麼有時候會想起這件事。

把語言學好

想做的太多，根本講不完。但如果只能講一樣，

那會是「如果有把語文（例如英、日語）學好

就好了」。

—黃惠如

—工頭堅。旅行長

彈吉他、拍照，但也很難說 ......

很難講耶。如果年輕時沒有經濟、家庭的包袱，

或許會去做其他事，可能對音樂很嚮往，就會

跟著去彈吉他；可能當時很喜歡拍照，就會去玩，

現在的我可能就不是現在的樣子。但也可能當

時把一切都玩掉，現在就一無所有。

多談幾次戀愛吧？

有非常多ㄟ（但是如果一直記掛著是否就不太

豁達了），比如說，想多談幾次戀愛，經歷不

同領域的工作，認真學習理財、某種語言與人

生規劃。尤其是陪伴父母。

不夠努力發掘人生樂趣

回頭看這一路走來，每個階段，好像都不夠酣

暢，後悔沒有努力去發掘更多人生的樂趣。

—無糖溫豆

—Daedalus

—Jane

放棄去讀五專廣播電視科

人生最早的後悔，就是當年聯考時，為了升學

選擇索然無味的公立高中，放棄了其實很有興

趣的五專廣播電視科。

離婚恢復單身

恢復單身。如果沒有決定離婚，我可能會一直

陷在那個僵局裡，受限於同樣的模式，沒辦法

去探索、思考、講出自己想講的，或是挖掘自

己想知道的。因為就會多很多顧慮，沒辦法放

空去做很多事情。

—工頭堅。旅行長

—無糖溫豆

47歲時一個人去印度兩個月

在 47歲從總編輯職位離職，一個人去印度兩

個月，是人生最關鍵也最棒的決定，人生從此

翻轉。

最關鍵的，還是結婚吧？

最關鍵的，應該還是結婚吧。不結婚，所有的

決定與影響未必會具有「人生」規模；結了婚，

就要跟另外 N 個個體的人生夾纏著，「你的

決定不是你的決定」，且至死不休。

提早兩年退休

雖然我樂於我的工作，但！提早兩年退休，讓

我真正跳脫刻版的上班下班，真正地過生活，

享受生命，是我最棒的選擇。

—黃惠如

—Daedalus

—Ja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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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年輕時選擇不生小孩，到了這個年紀真的會孤單、

後悔嗎？或者選擇生小孩，又有哪些是雖然辛苦

但仍感到值得的時刻？

不生，目前不後悔也不孤單

（不生小孩）到現在這個年紀是完全不後悔，也不會孤單，但現在問得太早，要到無法自理，

要被照顧的時候。

會羨慕也會慶幸，功課還是在於自己

孤不孤單、後不後悔，我感覺與有沒有小孩無關，而是與自己選擇的生活方式有關。我曾因

見到朋友與兒女的愉快互動而無比艷羨，卻也見過不少因親子關係失和而怨懟，甚至面對突

然失去孩子而心碎的案例。若要說得玄一些，每個人最終活成什麼樣子，都是他自己的功課。

我並不算是優等生，只是有「病識感」，努力更好而已。

不生或許更自由，但也會少了很多擁有

如果年輕時沒有生小孩，我可能會更自由、更沒有顧慮，但也可能會少很多現在擁有的。小

孩年紀還小的時候，其實對他們會有一份不信任感，怕他怎麼樣怎麼樣。但就像電影《北極

特快車》演的，原本男孩怎麼也聽不見耶誕鈴聲，直到他開始相信一切存在，鈴聲便從耳邊

響起，車票上也浮現「Believe」字樣。和小孩的關係也是，人在任何事耕耘的過程裡，那個

「Believe」其實是寫不出來的，總要到了中後期，有其他刺激或提醒，才能放下那些不信任感。

這時候就會覺得—這樣就好了。

無關辛苦或值得，我喜歡看孩子的笑容

這些年來學到的一件重要的事，是不要把「辛苦」和「值得」做連結。同理，孤單、後悔也

不該去溯源某個人生選擇，畢竟是無法重來的—會感覺孤單、後悔的人，怎樣都會孤單、

後悔吧？況且如太在意辛苦（但確實也無法否認，尤其是跟孩子溝通的部分，非常耗神耗時），

很可能就會發展成對彼此情勒。無關辛苦或值得，我喜歡看孩子的笑容，各種原因的全力奔

跑和專注。如果青少女的她願意讓我把手放在她頭上三秒以上，好聲好氣說話一分鐘，我就

會獲得起碼一、兩個小時的好心情。

我感恩我的兩個天使來到生命中

人生旅途中、孩子是最甜蜜的負擔，對我來說，若沒有孩子，似乎就沒有了重心，也少了往

前衝的動力。然而上帝創造了我這個媽媽，非但不是萬能的，更常置我的孩子於險境中，她

們能平安一路成長，誠屬不易，非三言兩語能道盡。我真的感恩我兩個天使（而非磨娘精）

來到我的生命中，伴我成長，豐富了我的人生。

—黃惠如

—工頭堅。旅行長

—無糖溫豆

—Daedalus

—Ja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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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什麼事是現在不能做，

退休後最想做的事？

現在就是理想的生活

雖然沒有退休，現在就是理想的退休生活。會想去國外旅居，但不是因為沒退休而不能做，

是因為照顧者的身分無法走遠。

—黃惠如

搬到一個喜歡的城市，為自己寫作、拍片

政論名嘴算嗎（笑）。開玩笑的，對我來說應該沒有「退休」這回事，因

為一直在旅行，也一直在寫作，這基本就是許多人理想退休生活的樣貌，

唯一期許的，應該就是搬到一個喜歡的城市（例如京都），然後不必為了

追求點閱數而繼續拍影片或寫作吧。

—工頭堅。旅行長

想住鄉下，不受干擾自在生活

現在不能做的事很多：每天要上班、上有老下有小 ...... 理想的生活，大概

是不受干擾吧。退休後想住鄉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想睡多久睡多久，

希望生活可以簡單一點，沒有什麼金錢上的顧慮，只管水電瓦斯等等基本

開銷，退休金夠用就好。

—無糖溫豆

畫圖、讀書寫字，或說走就走

想不到有什麼是現在「不能做」的事，只是「還沒有」去做，或是沒有持

續地做──反過來說，現在找藉口不做，退休後還是不會好好做吧。再說

我根本就覺得自己沒有退休的本錢 QQQQ，就盡量不去想退休後 ...... 對
現在或未來的我來說，那些最想做的事，也許是畫圖，讀書寫字，或者是

一種說走就走的「在路上」狀態、與沒見過的人與風景相遇，跟誰一起亂

聊然後做出點什麼有趣的小東西或發生點什麼事。為誰讀書，或聽誰讀給

自己聽。
—Daedalus

感覺日子鬆鬆的，身體仍堪用

最好的退休生活，就是能順應自己的步調去過每一天。感覺日子鬆鬆的、

身體仍堪用，有家人一起做做事、泡泡茶、累了放空、或四處走走、享受

美食∼如此就是美好的退休生活。
—Ja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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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並不定義於年齡，

打造可以長久使用的身體與心靈

比起追求長壽，現代人更傾向在年齡增

長同時，維持身心理健康與良好生活品質。

本書作者黃惠如曾任《康健》雜誌總編輯，

深耕健康醫療新聞超過20年，由防病、

運動、飲食與睡眠、學習等多個面向切入，

提出具體可實踐的慢老指南。

《慢老 2.0》
作者│黃惠如

出版│天下雜誌

與老貓對話，從愛的關係裡

好好畢業

不僅是親人離世需要好好道別，面對寵

物家人的老死，也需要漫長療癒之途。

圖文作家 beat 在結束一段將近 14年的感

情之後、相伴近 18年的愛貓「妞妞」重

病離世之前，畫下他透過動物溝通師與

妞妞的對話，讓彼此好好地在愛裡畢業，

原本沉重的心也走向了療癒。

《退休的貓侍衛》

作者│ beat
出版│鯨嶼文化

職場倦怠、人生也倦怠的心理危機，

可能源於慢性「精疲力竭症」

資訊快速變動的年代，即便職涯轉換比

上個世代更加多元頻繁，仍難敵職場與

人生倦怠的狀態。或許倦怠感與換不換

工作並無直接相關，而是缺乏「內在驅

動力」的關係。作者身為臨床心理學家，

透過多面向解析「精疲力竭症」成因，

帶領讀者在自我認識中找尋解方。

《內在驅動心理學》

作者│史蒂芬．柏格拉斯

出版│日出

我們將為世界留下什麼？

換個角度看待死亡與遺物的故事

「但凡有生命的存在，必然也會面臨死亡，

誰都無法自外。」幸運者，生前即打理好

自己每項物品的去處，又或者有親朋好

友悉心照料、收納遺物，然在作者金完「遺

物整理師」的日常工作中，面對的卻多

是孤獨死的往生者。在這些遺物故事中，

我們得以重新思索生與死的意義。

《我是遺物整理師》

作者│金完

出版│遠足文化

40 歲的女兒與 70 歲的媽媽，

以生死、長照為話題開啟對談

亞洲文化普遍避諱討論生死議題，時常

在危急時刻才發現自己對親人希望如何

善終毫無頭緒。此書以輕鬆筆調書寫，

在90歲奶奶忽然得阿茲海默症而需要兒

女照護時，作者順勢和身為照顧者的母

親展開對話，聆聽母親的生死觀念。

《媽媽離開的時候想穿什麼

顏色的衣服？》

作者│申昭潾

出版│堡壘文化

70 歲老爺爺於暮年追尋芭蕾夢，

從漫畫中找尋不遺憾的勇氣

拋下「都幾歲了學這個有什麼用」的偏見，

你還有什麼渴望未曾去追尋？Net�ix 催
淚神劇《如蝶翩翩》原著漫畫描寫一個

70歲、剛參加完朋友喪禮後的老爺爺，

決心前往芭蕾舞教室學舞而與23歲青年

相遇、展開情誼的故事，過程中也帶出

了失智症與身體退化議題的呈現。

《如蝶翩翩》

作者│ HUN、JIMMY
出版│台灣角川

有點困惑的事，或許書也能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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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éad O'Connor 和 Zippo 牌打火機

外文書 Sinéad O'Connor : So Different：讀書、當兵的時候對音樂很嚮往，

但也沒有太多金錢可以參與。退伍後有次同梯邀我到台北，在敦南誠品

看到這本原文書，其實根本看不懂英文，但很喜歡這個搖滾歌手，就硬

著頭皮買了。那時候還想說「這本看懂，英文就厲害了」，結果就這樣放

了 30多年（依然沒有看懂）。

Zippo 牌打火機：十幾歲唸書時抽菸，就會拿著這個撥來撥去，發出喀喀

喀的聲音，耍帥。這在當時買很便宜，現在可能都變古董了。

一些 1970年代末的盜版漫畫

我好像從來沒有刻意要留什麼東西在身邊，幾乎都只是在有需要

斷捨離的當下捨不得丟或「不知如何是好」就留了下來，最後留

下一大堆莫名其妙也難再重看的無用、無故事之物（比如說國小

紀念冊什麼的）。有故事的事物似乎都沒能留下，當時的決絕如

今都成了虛無縹緲的悵然。後知後覺很晚才開始有意留下的東西，

主要是女兒小時候的塗鴉；書的話我想是 1970年代末一些盜版漫

畫和漫畫雜誌（比如《漫畫大王》之類）。

沒有，我盡可能拋去

並沒有刻意留下的物件。我想儘可能拋去所有佔據空間的閒物。

值得紀念的，頂多留在記憶裡即可。曾被淨空法師一席地三物

件終老的畫面震撼到，想想許多朋友正陷在斷捨離深淵、就對

紀念品起了敬畏之心。有形的、無形的，最終都要放下，不是嗎？

—無糖溫豆

—Daedalus

—Ja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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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關於中年男人學當空中飛人的書

有一本書談一位中年男人去學空中飛人。經歷的恐懼

和我第一次一個人要到紐約遊學時一樣，這本書提醒我，

不要去恐懼帶你去的地方。但看書櫃已經找不到這本

書了，我想已經被我斷捨離了，也許在我心中，沒有

什麼不能捨棄。

留在身邊最久的一項物品、

專輯或書籍是什麼？

《銀河鐵道999》交響詩原聲帶

說來不太好意思，並非什麼世界名著，而是一部 1979年的日本動畫電影《銀

河鐵道 999》的交響詩原聲帶。它是我少年時初次去日本買的少數專輯之一，

最早是錄音帶，之後也買回 CD，並轉成數位音檔。很可能是在旅行中聽過最

多次的專輯。這部松本零士的漫畫原作，講的是少年與神祕女子搭乘復古列車，

在許多不同星球遇見形形色色人種的故事，影響我極深。去年為了紀念松本先生，

在東京舉辦演奏整張專輯的音樂會，我特地飛過去參加，此生無憾。

—黃惠如

—工頭堅。旅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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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有特別不會使用的現代

科技或追不上的流行嗎？

面對老死有什麼樣的準備？

○：想學，找到動機更重要

會有呀，只要有不想學的事就會視線模糊，

身心自然抗拒。有動機就會想學或必須學，

找到動機就好。

╳：大概只有空拍機還不太會

在同一世代中，我算是非常能夠接受新事物

與新工具的，目前唯一不太會操作的，或許

就是空拍機 ......

○：也不是做不到，但需要時間

機台、QR code 數位點餐，很困擾。視力、

反應等等各方面都很困難，不是做不到，但

需要時間，如果後面又很多人在排隊，就會

壓力很大。

—黃惠如

—工頭堅。旅行長

—無糖溫豆

財務、健康、關係都有準備

有的。財務、健康、關係、學習等都有準備；

不打算辦喪禮，環保葬或樹葬就好。

形式無所謂，被思念才是重點

何種形式都無所謂，能否被人想念才是重點。

儘管很晚才開始創作（文字與影片），仍希

望留下對人有意義的作品。

簡單就好，別讓下一代承擔

如果自己到一個狀態需要照顧，希望能找安

養院或專業人士。因為我覺得讓下一代去承

擔這種事情太痛苦了。過世以後，就直接化

掉或環保葬，甚至別立牌位，後代要去參拜

很麻煩。可以的話，偶爾能讓人想起就很足

夠了。

—黃惠如

—工頭堅。旅行長

—無糖溫豆

○：不擔心，有需要就會追上

「不會使用的」應該很多，但不擔心，如果現

代科技需要我輩掏錢，總會想辦法追上來（也

可能我沒錢，就會成為不必相遇的平行線）。

與科技無關，不管幾歲，只要想學想試新東

西新領域，總有辦法學會吧（熟練與否再說）。

○：科技有一天應該會追上我吧？

連網購都需依賴女兒的我，妥妥是吊在現代

科技的車尾，至於要不要來追一下呢？覺得

好像也沒迫在眉睫，我想∼科技有一天應該

會追上我吧∼

—Daedalus

—Jane

我想在生前辦葬禮，好好告別

很慚愧地，一直都沒有這方面的準備 ...... 可
能是因為我總認為人生的意外性大於可安排

的部分（或者說這也是一種豁達？QQ）有

一天如果開始準備，就會以「不要造成任何

人麻煩」為方向。我想在生前辦葬禮，跟家

人好友們當面告別。理想如果可以虛構，我

希望骨灰能發射到太空中成為星塵。

老死，順天命吧

老死，就順應天命吧，我願放棄急救。告別

只需家人陪伴，骨灰我想安置在佛寺。一切

從簡。

—Daedalus

—Ja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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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問題，前輩們也仍在困惑中！

因
為
以
前
採
訪
過
孤
獨
死
，
並
不
太
怕
孤
獨
死
，

但
老
病
、
失
能
、
失
智
拖
磨
時
，
不
知
各
位
沒

有
子
女
的
前
輩
如
何
準
備
？—

黃
惠
如

請
問
各
位
人
生
前
輩
，
您
們
是
如
何
提
醒

自
己
，
避
免
成
為
那
種
﹁
嘴
角
全
波
﹂
、

滿
口
大
道
理
的
顧
人
怨
中
年
男
子
？
因
為

社
會
上
這
樣
的
人
真
的
太
多
了
，
謝
謝
。

—

工
頭
堅
。
旅
行
長

還
有
愛
與
激
情
嗎
？—

對
什
麼
樣
的
人
事
物
？

被
什
麼
鼓
舞
？
怎
麼
發
現
、
創
造
、
留
住
、
延

續
︵
適
量
、
適
合
此
時
的
︶
愛
與
激
情
呢
？

︵
也
自
問
︶
怎
麼
提
攜
後
輩
︵
或
一
起
玩
︶
，

或
為
欣
賞
的
後
輩
做
什
麼
？—

 D
aedalus

想
了
解
其
他
退
休
的
前
輩
們
是
如
何

規
劃
運
用
退
休
金
呢
？—

 Ja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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