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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农村老年人
“

逃离
”

养老院的社会学研究

摘 要

在本研 究 中 ，

“

逃离
”

养老院主要表现为农村老年人进入养老院后 因 各种不适应

而通过各种方式离开养老院返回 家 中养老的极端行为 。

一般来说 ，
农村的独居老年人

在 家 中 无人照料 ，
而养老院有众 多 背景相似的老年人 ，

有护工 ２４ 小时的照料 ，
老年

人在进入养老院后应该获得更高质量的生活 。 但是 ， 事实情况却非如此 。 农村老年人

的机构养老意愿
一

向较低 ，
甚至还发生 了 诸如

“

逃离
”

养老院这样的极端抗拒行为 。

那 么
，
这部分农村老年人究竟是 因 为 怎样的原 因 ，

选择离开养老院 ？ 农村老年人在养

老机构 中 的生活 究竟是怎样 ？ 是否真的如外人所想的生活得比在家 中 要好 ？ 基于这

种考虑 ， 本研究选取 了 扬州 市 Ｊ 区社会福利 院作 为研究单位 ，
通过实地调研 ， 分析农

村老人
“

逃 离
”

养老院返回 家 中 养老的主观原 因
， 并从现代性和理性的 角 度对农村老

人养老意愿形成理性客观的认识 ， 并为政府相 关部 门 的相关政策制 定提供参考 。

研究结果表明 ： （ １ ）Ｊ 区福利院采取的是寄宿制 的集体管理方式 。 首先 ，

入住的

每一位老年人所使 用 的基础设施是完全一致的 ； 其次 ，

入住老年人的生活作 息也遵循

一定规律 以适应集体生活 ； 最后 ，
由于封闭 式的管理 ，

入住老年人的娱 乐 活动比较单

一

， 很多 老年人的 日 常生活是无聊且乏味的 。 在这样的集体生活环境下 ，
福利院的老

年人在生活方式 、 人际关 系 等方面都存在不 少 问题 。 在此基础上 ， 部分老年人选择
“

逃

离
”

养老院 。 （ ２ ） 通过典型个案的分析发现 ，
农村老年人都是由 于年龄 、 身体和独居

的 问题 ，
被动地进入养老院 ，

而选择
“

逃离
”

养老院的原 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

第
一

，
生活方式的不适应 。 老年人在养老院 中生活需要改变 自 己 的生活作息 ， 同 时失

去许多娱 乐 活动 ，
从而感到养老院的生活非 常 的不 自 由 。 第二 ，

人际关 系 的不适应 。

进入养老院的老人们 由 于对周遭的人际关 系 非 常 陌生 ，
使他们 的安全感非 常低 ，

从而

对周 围 的环境产生不信任感 。 第三 ，
陌生环境的 不适应 。 农村老年人进入养老院后 ，

原 本的亲友的联 系 被切断 、 子女探望减 少 ，
让其在陌生的环境 中 产 生 了孤独感 ，

从而

更加怀念熟悉的生活环境 。 （ ３ ） 养老机构的现代性特征与农村老年人的传统性特征具

有矛盾和冲突 。

“

逃离
”

养老院实 质上是对现代养老方式的反抗 。 首先
， 考察发现 ，

养老机构作为提供养老服务的组织 ， 为 了提高其服务效率 ，
从各个方面都 已经形成 了

具体的流程和标准 。 同 时 ， 养老机构并不过分强求老年人的晚年生活能够活 出 自 我 、

活 出 个性 ，
它 的服务的根本 目 标是保证老年人晚年能够安安稳稳直到 离开人世。 因此 ，

养老机构 中 的老年人的晚年生活被打造成 了
一个标准化的产 品 ，

无瑕疵 、 无差错 、 无

意外 ， 同 时 ，
也没有 了 个性化的 色彩与 乐趣 。 与传统农村社会 中 的个性化截然相反 ；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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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 ， 养老机构会通过制定标准的制度和章程 ，
从空 间 、 时 间和身体三个方面对老年

人进行有效地管理 ，
从而维持机构的有效运行 。 这与农村老年人在农村社会 中 自 由 自

在的生活方式也是矛盾的 ； 最后 ，
农村老年人老人在进入养老机构后 ，

生活在养老机

构所构造的现代环境 中 ， 自 己 的原 本的社会角 色 发生 了 改 变 ， 成为 了 养老机构的结构

中 的
一个小 小的组成部分 ， 其社会 角 色和社会信任都发生 了 改 变 。

最后 ，
笔者对农村养老的 发展进行 了 思考 。 部分农村老年人对于养老机构怀有一

种排斥和抗拒的态度 ，
甚至 出现 了

“

逃 离
”

养老院的情况 。 对此
，
笔者认为或许可以

发展以家庭养老为基础 ，
机构养老为 补充 ，

社区居家养老为核心 的 多 元化的农村养老

服务体 系 ，
为这部分机构意愿非 常低 ， 同 时又独居的农村老人提供养老服务 。

关键词 ： 农村老年人 ； 机构养老 ； 家庭养老 ； 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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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问题的提出

２０ １ ４ 年 《 中 国人 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 》 指 出 ：
二Ｈ 世纪 ， 人 口 高龄

化与老龄化的 问题 日 益严峻 。 其中 ， 我国农村地区 １ ５ ．４％人 口老龄化 ， 比全 国 的平均

水平高 出 ２ ． １ ４％ ， 并且高于城市地区 ， 农村养老事业面临极大的压力 。 目 前 ， 我国农

村仍然普遍 以家庭养老为主 ， 家庭仍是老年人养老资源的主要供给方 。 但是 ， 随着我

国社会的转型和发展 ， 家庭结构开始趋向于小型化 、 核心化 。 家庭养老功能逐步弱化 ，

并开始 向社会转移 。 农村机构养老得到 了很大的发展 。 近年来 ， 全国各地都在大力推

行农村养老机构建设 。 全国老龄委的数据显示 ， 截至今年 ９ 月 底 ， 我国共有养老机构

超过 ４ ． ５ 万家 ， 养老床位 ５ １ ４ 万多张 ， 这些养老床位的 ７０％都在农村 。

？

但是 ， 农村老人的机构养老意愿并不高 ， 全国老龄委指 出全国大多数闲置的养老

床位都在农村 。 姚兆余通过东部地区农村 ７４９ 位老人的 问卷调查发现 ， 目 前大多数

农村老人对机构养老的意愿较弱 ， 仅 １ ４ ． ５％的老人选择机构养老
？

。 邓宁华 、 何洪静的

研究中指 出 曾有
一

位农村老人说 ： 实在没有办法 ， 才去养老院
？

。 这反映 出 的是农村

老年人对于机构养老的抗拒和排斥的态度 。 机构养老是老年人迫于无奈的选择 。

“

２０ １ ４

年 ， 哈尔病市
一

位 ８４ 岁 的老年人 自称要 出 门请几天假 ， 但其实 出 门后 自 行 回家 。 由

于迷路 ， 失踪达 ６ 天 。

” “

在青岛 ，

一

位八旬老人入住敬老院后心情
一

直不好 ， 不愿意

待在养老院 。 为 了让子女接 自 己回家 ， 老人装病 、 发脾气 、 堵路 。

？ ”

这些报道显示 ，

现在 己经 出现老年人进入养老机构后 由于不适应而
“

逃离
”

养老机构的现象 。 那么 宄

竟为何农村老年人对机构养老如此排斥 ？ 又是什么 原 因导致农村老年人在进入养老

机构后又离开呢 ？

当前农村正在经历
一

种 由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的变迁 ， 伴随着这
一

转变的是

现代社会组织对依靠血缘 、 地缘等形成的原始社会组织诸多功能上的取代 ， 权力通过

现代社会组织对人们进行规范和约束 。 现代的社会养老机构正是如此逐步取代农村家

庭组织的养老功能 。 本文 以农村老人
“

逃离
”

养老院现象为切入点 ， 分析农村老人
“

逃

离
”

养老院返回家中养老的主观原因 ， 并从现代性和理性的角度对农村老人养老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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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理性客观的认识 ， 并为政府相关部 门 的相关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

二 、 文献述评

（

一

） 关于机构养老意愿的研究

１ ． 国外研究

国外关于机构养老意愿的研究则主要分为两部分 ， 主要探讨外部的环境因素 、 制

度因素和个体 内部的人 口 学特征对老年人机构养老意愿的影响 。

一

部分国外研究的关注点是老年人对居住地的选择 。 部分相关研究中 ， 学者分国

家 、 分地区的分析 了老年人选择养老居住方式的影响因素 。 Ｊｏｈｎ Ｂ ．Ｃａｓｔｅｒｌ ｉｎｅ 等人通

过多地区 的调研 ， 分析 了性别 、 年龄和婚姻状况等因素对老年人户居方式的影响
？

。

ＤａＶａｎｚｏ 根据其在马来西亚的调研 ， 分析了房租 、 经济收入 、 家庭方位 以及受访者本

人的人 口学特征对老年人生活的影响
？

。 ＪｏｈｎＢ ．Ｃａｓｔｅｒ ｌ ｉｎｅ 等分析 了 儿女 中男女数量

的不 同对老年人居住方式选择的影响 。 Ｌａｍ 分析 了香港地区居民的性别 、 健康状况 、

教育水平等因素对其养老方式选择的影响 ， 得出年 ６０ 岁 、 健康状况 良好 、 受过专业

教育 、 有过海外居住经历 的女性更倾 向于选择不和子女居住 ， 同样的还有身体有残疾

的老年人女性 ， 他还认为西方的文化观念 己经对我国传统的养老观念产生 了影响
＠

。

另
一

部分 国外研宄则重点分析 了影响老年人机构养老意愿的个体因素 ， 包括性

另 Ｉ

Ｊ 、 年龄等因素 。 Ｈａｒｒｉｎｇｔ〇ｎ ．Ｃ 等人的分析显示 ， 性别 、 年龄 、 身体状况及是否有人

照顾等因素是影响老人机构养老服务需求的主要因素
？

。 Ｊａｍｅ ｓＤ ．等分析 了美国的医疗

保险制度和经济因素对老人机构养老选择的影响 ， 如果医疗保险制度能够承担机构养

老费用 ， 老人的机构养老医院则会增强 ； 同时 ， 如果老人没有子女或子女数少 、 没有

配偶或者生活 自理能力丧失 ， 则更愿意入住养老机构气

２ ． 国内研究

随着农村老龄化压力的增大 ， 国家在全国各地大力推行农村养老机构建设 ， 但随

之而来的是农村养老机构入住率低 、 设施不健全 、 服务不完善等 问题 。 学者们 围绕农

村机构养老的各种社会现象和 问题进行 了许多研宄 ， 主要包括机构养老意愿 、 机构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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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老存在的 问题和机构养老的发展对策这几个方面 ， 其中机构养老意愿作为发展 、 推广

机构养老的基础受到颇多的关注 。

第
一

， 农村机构养老意愿分析

国 内 学者对不同 的农民群体的养老意进行 了研宄 ， 认为农村居 民 的机构养老意愿

存在个体差异性 。 有学者认为农村老年人的机构养老意愿正在逐渐增强
？

。 郭继 以浙

江省 中青年女性为样本 ， 对其养老意愿进行分析 ， 得出家庭养老仍是她们的首要选择

？
。 郅玉玲通过研宄认为 ， 农村绝大部分居民仍旧选择家庭养老模式 ， 而绝大部分选

择机构养老的行为是被迫做出 的气 李建新等通过对我国 中西部农村居民的调研得出 ，

家庭养老依 旧 占据 中西部农村地区养老范式的主体地位 ， 传统的
“

反馈模式
”

和养老

观念依 旧在农村发挥着影响气 姚兆余通过东部地区农村 ７４９ 位老人的调查发现 ， 目

前大多数农村老人对机构养老的意愿较弱 ， 仅 １ ４ ． ５％的老人选择机构养老
？

。

第二 ， 农村机构养老意愿的影响因素

学术界 目 前主要从 以下两个视角 出发 ：

一

是以经纪人假说为基础 ， 将其养老方式

的选择过程看作成本与收益 的衡量过程 ， 分析 了 老年人入住养老院的意愿 的影响 因

素 ， 其中年龄 、 性别 、 婚姻等人 口 学特征和家庭结构 、 家庭关系等因素对入住意愿的

影响相对较大 。 但是究竟是呈正相关还是负相关 ， 学界尚未有定论 。 研宄者认为 ， 个

体对于养老资源的需求数量和种类受其生理与社会经济特征影响 ； 而个体机构养老意

愿则受其家庭结构和经济状况而影响 。 与 男性相 比 ， 女性的经济安全状况和 自 我保障

能力较差 ， 因此其对家庭养老具有更强的依赖性
？

； 单身者的家庭养老资源比 己婚者

少 ， 因此倾 向于选择机构养老气 年龄大 、 身体状况较差 、 对现有生活满意度低的老

人对于养老机构的需求更高 ； 经济收入比较高 的老年人对于生活标准 的要求相对更

高 ， 因此更期望通过机构养老获取更好的生活环境和服务
？

。 与子女关系较好 ， 家庭

关系和谐的老年人 由于能够获得 比较多 的家庭养老支持 ， 从而选择机构养老的意愿较

低
⑨

。

二是从价值理性的角度出发 ， 认为养老方式的选择是依据其行为本身 的价值和意

义 ， 从而分析个体的主观态度 、 养老观念和对子女 的心理依赖对于入住养老机构意愿

①  肖 云 ，文 莉．青年 农民社会养老意愿与农村养老保险持续发展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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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 。 年纪较小 ， 教育程度较高或者有外地打工经历的农民因为受到其思想和视野

的影响 ， 对于养老机构接受程度相对可能会更高
？

。 此外 ， 有研究认为我国 的老年人

对于养老机构的态度是模糊不定的 ，

一

方面他们希望能够与子女同住 ； 另
一

方面又想

要保持与子女的 良好关系 ， 为子女减负 ， 而选择机构养老
？

。

（二 ） 关于养老机构老年人的适应的研究

老年人进入养老机构后 ， 若适应性问题不能很好地解决 ， 则很有可能造成机构老

人产生离开养老机构的行为 。

１ ． 国外研究

目前 ， 国外有关养老机构老人适应的研究主要是集中于进入养老机构后老人生活

状况 。 学者们发现 ， 从家中转移到养老院后 ， 老年人的心理 、 生理都受到了很大影响 。

老年人在搬入养老机构后常常会出现沮丧 、 焦虑 、 忧郁等负面情绪
？

。 除此以外 ，

也有部分老人在入住后的
一

个月 内会出现烦躁 、 消沉 、 绝望 、 悲伤 、 缺乏安全感等情

绪
？

。 有学者研究发现 ， 进入养老院后 ， 老年人原本在家中对 自 己生活的控制权丧失

了 ， 老年人的所有生活都 由养老机构控制 ， 因此他们会产生失落 、 被抛弃 、 孤独 、 无

助等感受
？

。 此外 ， 在养老机构中 ， 老年人没有独立的生活空间 ， 无论做什么都会被

别人看见 ， 会觉得其个人隐私受到 了侵犯
？

。 但也有研宄发现进入养老机构后 ， 由于

受到新环境的刺激和影响 ， 反而会激发出老年人的学习能力 ， 从而对老年人的心理和

智力产生积极的影响
？

。

２ ． 国内研究

目前 ， 国 内现有的文献主要集中于老年人的生理 、 心理和社会适应三个方面 ：

第
一

， 生理适应性。 对于刚进入养老机构的老人来说 ， 由于新环境导致的心理紧

张和焦虑 ， 可能会对生理的健康产生
一

定的反应 。 可能会导致老年人出现失眠、 噩梦 、

吃不下饭 、 不想吃饭或者吃了不消化等状况
？

。 然而 ， 入住机构也可能带来
一

些正向

的适应性结果 。 在身体活动方面 ， 部分研究认为 ， 在老人进入养老机构后 ， 由于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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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左冬 梅 ，李树 茁 ，宋 璐 ． 中国农村老年人养老院居住意愿的影 响因素研 究
［
Ｊ

］． 人口学 刊 ，２ ０ １１ （ １ ）：２４

－ ３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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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次数増多 ， 其健康状况有所好转
？

。

第二 ， 心理适应性 。 对于刚入住机构的老人 ， 尤其是原本就不情愿 的老人来说 ，

突然进入陌生的环境会导致其产生抑郁 、 混乱等心理
＠

。 部分老人进入养老机构之后 ，

原本在家 中的地位和角色发生 了转变 ， 其作为家长的权威消失 ， 从而产生对角色转变

的不适应
？

； 持有不 同主观意愿的老人对于养老机构 的接受程度也是不 同 的 ， 愿意进

入养老机构的老年人 ， 相对来说能够更好地适应养老机构的集体生活 ， 而非 自愿入住

养老机构 的老人 ， 可能 比较被动消极 ， 适应能力较差 ， 很难融入集体生活
？

。

第三 ， 社会性适应 。 老人入住养老机构后 ， 围绕其的社会关系也会受到重大影响 。

老人除 了要适应与家人的距离 ， 在机构生活的过程中还需要与其他老人和工作人员建

立新 的人际关系 。 老年人进入养老机构后 ， 其社会关系主要包括 ： 与机构外的家人 、

亲戚和朋友的关系 ； 与养老院 内 的老年人的关系 ； 与养老院工作和管理人员 的关系 。

首先 ， 有研究表示 ， 老人进入养老机构后 ， 与机构外的子女 、 亲戚和朋友的联系减弱

＠
。 其次 ， 有研究显示 ， 部分老年人认为 自 己再养老机构中没有朋友 、 没有谈话对象 ，

其 中部分老人拒绝与养老机构中 的人交往 ， 同时 ， 有部分老年人对机构 内部的工作人

员持有怀疑态度 ， 认为他们并没有提供足够的帮助
？

。 最后 ， 从参加的活动来看 ， 养

老机构 中 的老人的活动大体上是偏静态的 ， 且活动范围仅限于机构 内部 ， 比如发呆 、

看 电视等 ， 机构并不鼓励老人进行活动范围较大的动态活动
？

。

（三 ） 研究述评

第
一

， 国 内外现有的关于机构养老意愿的研宄多集中于定量研究 ， 且 以个人与家

庭层面 的影响 因素为主 。 其中 ， 在 国 内现有研究中 ， 关于机构养老影响 因素的研宄存

在两方面的不足 ： 第
一

， 现有研究绝大部分着重分析个人 、 家庭层面因素 ， 从而忽略

了社会层面的影响 。 二是单
一

地将养老方式的选择看作绝对的理性行为 ， 从而忽略 了

非理性因素对个人观念的影响 。

第二 ， 在现有文献中 ， 关于机构老人生活适应方面的研究主要 以群体现象和特征

为研宄对象 ， 采用定量的研宄方法 。 现有研究 中对典型个案的关注较少 ， 缺少从个体

的生活世界入手 ， 采用 质性研宂方法 ， 探讨老人养老意愿的研究 。

三 、 研究 目 的及其意义

① 范力 尹．老人入住养护机 构的生活适应经验之探 讨
［

Ｄ
］．新 竹 ：玄奘大学社会福利学 研究所硕士论 文 ，２ ０ ０ ８．

 ②高 琳．浅析养老机 构中社会工 作的介 入
［
Ｊ

］．华 章 ，２ ０ １２  （ １ ２） ： １ ０．

 ③谢秀 君 ，王 彦 ，刘春 蕾 ，陈红 艳．老年公寓老 人的心理压力及护理对
策
［
Ｊ

］．河北职 工医学院学 报 ， ２ ００８ （ ６ ）： ６
５

－６ ６．

 ④钱小 春．机构养老空巢老人心理分析与护理对 策
［
Ｊ

］．理论导 报 ， ２ ０ １１ （ ７ ）： ４
６

－４ ７．

 ⑤陈芷 如．承命生根之过
程—

—台湾机构化失能老人迁居的心路历 程
［

Ｄ
］ ， 林 口 ：长庚医学暨工程学院护理学研究

所硕士论 文 ， １ ９９ ７．

 ⑥刘志 文．安养机构老人生活适应之调查研
究
［

Ｄ
］．彰 化 ：国立彰化师范大学辅导学系硕士论 文 ， １ ９９ ９．

 ⑦刘志 文．安养机构老人生活适应之调查研
究
［

Ｄ
］．彰 化 ：国立彰化师范大学辅导学系硕士论 文 ， １ ９９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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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研究 目 的

长期以来 ， 在人们的印象中 ， 老年人是弱势的 、 无能的 ， 他们被贴上
“

多病
”

、

“

麻

烦
”

等标签 。 越来越多的老年人进入养老院度过他们人生中最后的 日 子 。 他们被集体

抽离 了特点与个性 ， 茫然的坐在养老院里的走廊上放空 ， 接受模式化的探望和慰问 。

因此 ， 有部分老人选择拒绝这种生活 ， 他们
“

逃离
”

了养老院 ， 回归 自 己原本的生活 。

但是 ， 从生命周期的角度来看 ， 老年人在生理 、 智力 、 社会活动能力等方面都在弱化

萎缩 ， 从客观条件来看 ， 显然养老院的生活方式对于老年人的身体健康更有益处 。 在

此背景下 ， 本研究试图通过深度访谈 、 参与式观察等质性研宄的方法收集资料 ， 在实

地考察的基础上 ， 以农村老人
“

逃离
”

养老院现象为切入点 ， 分析农村老人
“

逃离
”

养老院返回家中养老的主体原因 ， 并从现代性和理性的角度对农村老人养老意愿形成

理性客观的认识 ， 并为政府相关部门 的相关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

（二 ） 研究意义

１ ． 现实意义

近几年来 ， 政府出台 了
一

系列政策 ， 积极建立农村养老体系 。 尤其在农村机构养

老建设方面 ， 大力建设农村养老院 。 但是 ， 农村老年人的机构养老意愿普遍较低 ， 机

构养老收效甚微 。 本研究以农村老人
“

逃离
”

养老院现象为切入点 ， 通过访谈农村进

入养老机构又离开养老机构的老年人 ， 从现代性和理性的角度来分析农村老人
“

逃离
”

养老院背后的原因 ， 从而对农村老年人的养老意愿形成客观理性的认知 。 并在此基础

上 ， 提出建构符合农村老人 自身意愿的农村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议 ， 为政府制定相

应政策提供
一

些参考 。

２ ？ 理论意义

目 前学术界关于老年人机构养老意愿和适应性的大部分研宄都是对群体性特征

的描述和统计 ， 缺少从个体的生活世界入手 ， 以反思现代性为视角分析农村养老机构

的研宄 。 本研究创新性的以农村老人
“

逃离
”

养老院这
一

典型案例入手 ， 从现代性和

理性的角度来分析农村老人
“

逃离
”

养老院的原因 ， 从而对农村老年人的养老意愿形

成客观理性的认知 。

四 、 研究创新之处

第
一

， 从选题来看 ， 目 前学术界具有大量对于老年人机构养老意愿和适应性的定

量研究 ， 缺少从个体的生活世界入手 ， 以反思现代性为视角分析农村养老机构的研究 。

本研宄创新性的 以农村老人
“

逃离
”

养老院这
一

典型案例入手 ， 从现代性和理性的角

度来分析农村老人
“

逃离
”

养老院背后的原因 ， 从而对农村老年人的养老意愿形成客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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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理性的认知 。

第二 ， 从研究视角来看 ， 以往研宄中通常从个体、 家庭等层面对农村老年人机构

养老意愿进行定量研究 。 本研究创新性的从现代性和理性的角度来分析农村老人
“

逃

离
”

养老院背后的原因 ， 从而对农村老年人的养老意愿形成客观理性的认知 。

７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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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研究设计


第一章 研究设计

一

、 核心概念的界定

本研宄涉及的核心概念主要包括 ：

（

一

） 机构养老

机构养老主要是指农村老年人通过有偿、 低偿或无偿的方式 ， 在政府和社会各界

举办的各种养老院 、 敬老院 、 老年公寓 、 福利院等机构安度晚年生活
？

。 本文这里所

研究的机构养老主要是指有偿或者低偿服务的社会养老机构 。

（二 ）

“

逃离
”

养老院

本文所说
“

逃离
”

养老院是指农村老年人由于其机构养老意愿非常低 ， 而产生的

对机构养老的排斥和抗拒行为 。 养老意愿是人们关于养老所持有的观点态度 ， 而机构

养老的意愿是指是否愿意入住养老机构 。

在本研究中 ，

“

逃离
”

养老院主要表现为农村老年人进入养老院后 ， 由于本身机

构养老意愿较低 ， 且对养老院中的生活存在各方面的不适应 ， 从而通过各种方式离开

养老院返回家中养老的行为 。

二 、 理论基础

本研宄对农村老年人
“

逃离
”

养老院的解释 ， 所涉及的理论主要是韦伯的现代性

理论 。

韦伯认为 ， 现代性就是理性 ， 人类的历史演进和社会变迁就是社会生活的
“

理性

化过程
”

。 对此 ， 韦伯提出形式理性和实质理性的概念 。 形式理性主要表现为手段 （工

具 ） 的和程序的可计算性 ， 因此又可称为工具理性 。 而实质理性则是
一

种主观的合理

性 ， 涉及不同价值之间的逻辑判断 ， 又可称为价值理性 。 但韦伯指出 ， 只有形式理性

（工具理性 ） 才是伴随着西方工业社会的到来而彰显出来。 因此 ， 本文所讨论的理性

也均为形式理性 （工具理性 ） 。

在韦伯的之后 ， 许多学者都发现构成理性化的主要成分实质上就是形式理性 （工

具理性 ） 的主要成分 。 在经历诺尔德 、 瑞泽尔的归纳和总结 ， 可将韦伯所说的理性化

的成分归纳为 ６ 个方面 ： （ １ ） 效率 ， 指
一

个社会强调发现从某
一

点到另
一

点的最直接 、

最快速的途径的重要性 ， 无论是汽车装配线或是麦当劳快餐店 ， 都体现了效率 ； （ ２ ）

① 姚兆余 ．农村社会养老服务 ： 模式 、 机制与发展路径
——基于江苏地区的调查 ［

Ｊ
］

．甘肃社会科学 ， ２０ １ ４ （ １ ） ：４８ －

５ １ ．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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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计算性 ， 认为事物能够被计算或数量化 ， 这也是经济领域理性化的最重要的标志 ；

（ ３ ） 可预测性 ， 因为事物是可计算的 ， 因此我们就能对它的运作方式和结果加 以预

测 ， 比如你能够预测麦当劳的产 品和服务在全世界任何
一

个地方都是
一

样的 ；
（ ４ ） 破

除神秘性或祛魅 ， 指从社会生活中剔除巫术的因素 ， 而代之以系统的 、 合理的和逻辑

的因素 ； （ ５ ） 控制 ， 理性化的过程总是在逐渐降低人工工艺 ， 用非人的技术来代替人

的技术 ， 比如 ， 流水线这种非人的技术就在控制人 ， 而麦当劳的设计也是为 了实现对

消费者控制 ， 让他们快吃 、 快走 ； （ ６ ） 去人性化 ， 理性化的结果是提高 了社会的效率

和可计算性的 同时 ， 也使我们丧失 了对人性和人类价值的关注
？

。

笔者认为养老机构作为
一

种现代社会组织 ， 具有
一

定的现代性特征 。 其本身所代

表的现代性特征与农村老年人的传统性特征产生 了
一

定矛盾和冲突 。 因此 ， 笔者想借

助韦伯有关现代性的理论来分析农村老年人
“

逃离
”

养老院背后社会根源 。

三 、 研究内容和研究思路

（

一

） 研究内容

本研究 以农村老年人
“

逃离
”

养老院现象为切入点 ， 对农村老年人
“

逃离
”

养老

院的行为进行了详细的描述 。 并从抗诘现代性的视角进
一

步分析农村老年人离开养老

院返回家中养老的 内在动 因 。 最后 ， 探讨在现代化浪潮 中农村老年人的养老意愿的实

现 。 并在此基础上 ， 对农村机构养老体系进行反思 。

（二 ） 研究思路

本研究选取扬州市 Ｊ 区社会福利院作为研究单位 ， 围绕农村老年人
“

逃离
”

养老

院开展具体研宄 。 首先 ， 笔者通过实地考察所得的资料 ， 对养老院的老年人的 日 常生

活进行 了
一

个全方位的展现 ； 其次 ， 笔者通过访谈资料对农村老年人
“

逃离
”

养老院

进行 了个案呈现 ； 最后 ， 笔者从反思现代性的角度 ， 对养老机构所具备的现代性与农

村老年人身上所具备的传统性产生的冲突与矛盾进行 了分析 。 同时 ， 对农村机构养老

发展提供相关建议 。 具体研究思路如下 ：

Ｊ 区社会福利 ｜

养老院的 日 常 ｜

农 村 老 年 人 ｜
“

逃离
”

养老

院


％ 生活


、
“

逃离
”

养老


、 院
一一摆脱现

＾ ＾ 院的个案呈现＾ 代化牢笼

图 １
－

１ 论文研究思路

Ｃｈａｒｔ１
－

１Ｔｈｅｒｅ ｓ ｅａｒｃｈ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ｏｆ ｔｈ ｅ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① 周 晓红 ．西方社会学历史与 体系
［
Ｍ

］
．上海 ：人 民 出版社 ， ２ ０ ０２ ．

１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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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研究方法

（

一

） 研究方法的选择

本研究主要采取质性研宄方法进行研究 。 质性研宄强调研宄者本人在 自然情境

下 ， 通过与研究对象的互动获取资料 ， 从而以当事人的视角对事物进行描述和解释
？

。

本文以农村老人
“

逃离
”

养老院现象为切入点 ， 在分析农村老年人
“

逃离
”

养老院的

直接原因的基础上 ， 通过韦伯的现代性理论来分析其背后的深层原因 。 同时 ， 本研究

是基于对扬州市 Ｊ 区社会福利院的考察 ， 借助质性研究方法 ， 能够掌握详尽的第
一

手

资料 ， 对现象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 。

（二 ） 资料收集与分析方法

１ ． 资料收集方法

本研究收集资料的方法主要是文献研究法、 访谈法和参与式观察法 。 通过这三种

方式获得的材料构成本研宄所用资料的主体 。

（ １ ） 文献研究法

收集整理国 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和文献资料 ， 为本研究的理论和视角提供了帮助 。

笔者对国家和江苏省农村养老服务建设的有关政策文本资料进行了梳理 。 同时 ， 笔者

收集了 Ｊ 区社会福利院的有关资料 ， 如机构服务 内容 、 机构作息时间表以及案例有关

的资料 。

（ ２ ） 访谈法

本研究主要选择了１ ０ 位参与到老年人
“

逃离
”

养老院事件中的居民作为访谈对

象 。 访谈主要 以半结构式的访谈提纲进行深度访谈其中 ， 针对 ３ 位作为
“

逃离
”

主体

的老年人 ， 笔者主要收集关于老年人在农村的生活状况 、 去养老院的原因 、 在养老院

的生活状况 、 返回家中的原因等方面的资料 ； 针对 ６ 位老年人的子 （媳 ） 女 （婿 ） ，

笔者主要收集关于老年人进养老院的原因 、 返回家中 的原因 、 在家中 的生活状况等资

料 ， 以期对老年人的访谈资料做
一个侧面补充 ； 针对 １ 位养老院的负责人 ， 笔者主要

为了收集关于养老院的资料 。

（ ３ ） 参与观察法

参与式观察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实地中个体的生活实践 。 笔者在养老院负责人的

帮助下 ， 进入养老院 ， 参与观察养老院老年人的生活方式 ， 从而对养老院的生活图景

有个较为全面的了解 。

２ ． 资料分析方法

① 文军 ， 蒋逸民 ． 质性研究概论 ［
Ｍ

］
． 北京 ： 北京大学 出版社 ， ２０ １ ０ ：４ １

－

４６ ．

１ １





农村老年人
“

逃离
”

养老院的社会学研究


对于收集的访谈资料 ， 采取编码 、 分类等方法加以处理 ， 对于资料的分析 ： 旨在

以文字叙述为材料 、 以归纳法为论证步骤 ， 从个案出发 ， 用材料说话 ， 揭示个案资料

的 内在逻辑 ， 最终求得对研宄主题的推断 。 研宄在个案访谈的基础上对访谈记录中的
“

信息码
”

进行编码和分类整理 。 编码过程具体如下 ：

（ １ ） 类别编码 ： 访谈对象包括接受机构养老服务的老年人 、 老年人的子女和养

老机构的管理人员 。 将其简化后可分为老年人 、 子女和管理人员 。 所以根据它们的拼

音缩写作为分类编码 ， 为 ＬＲ 、 ＺＶ 和 ＧＬ 。 ＬＲ代表接受过机构养老服务的老年人 ；
ＺＶ

代表老年人的子女 ；
ＧＬ 代表养老机构的管理人员 。

（ ２ ） 个案编码 ： 以个案的英文名 （ ｃａｓｅ ） 开头字母
“

Ｃ
”

与个案的序列数组合 ，

即个案 １ 为
“

Ｃ １

”

。

（ ３ ） 问题编码 ： 以 问题的英文名 （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 开头字母
“

Ｑ
”

和访谈提纲的问题

序列号组合 ， 如第
一

个问题则为
“

Ｑ １

”

。

编码方法 ： 将编码记号组合 ， 如 ＬＲ－Ｃ３
－

Ｑ２ ， 表示接受过机构养老服务的老年人

中个案 ３ ， 对访谈提纲中第 ２ 个问题的 回答 。

五 ＼ 访谈对象基本情况

访谈对象主要涉及到 ３ 名老人 、 ６ 名亲属和 １ 名养老院管理人员 ， 基本情况见表

２
－

３ 、 表 ２－４ 、 表 ２－５ 所示 ：

表 １
－

１ 访谈对象基本情况 （老人 ）

Ｔａｂ ｌｅ１
－

１Ｔｈｅ ｂａｓ ｉｃ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Ｔｈｅ ｏｌｄ
ｐｅｏｐ ｌｅｓ

案主 性别 年龄 职业 文化程度
｜翌 洁 健康状况 入住时长

ＬＲ－Ｃ １

￣￣

５８ １

￣￣ ￣￣

不识字

＂＂＂

丧偶 独居

￣￣

半 自理２ＴＴｎ
̄

ＬＲ－Ｃ２男８ １农民不识字丧偶 独居自理２ １ 个半月

ＬＲ－Ｃ３女８４农民不识字丧偶 独居自理４ １ 个月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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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２ 访谈对象基本情况 （老人子女 ）

Ｔａｂ ｌｅ１
－２Ｔｈｅ ｂａｓ ｉｃ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 ｔｈｅ ｆａｍｉ ｌ ｉｅｓｏｆ ｔｈｅｅｌｄｅｒｌｙ

案主性别收入７ｊ＜平 （万／年 ）与老人的关系

ＺＶ－Ｃ １男 １ ５ Ｃ １ 的大儿子

ＺＶ－Ｃ２男 ２０ Ｃ １ 的小儿子

ＺＶ－Ｃ３女 ２０ Ｃ２ 的大女儿

ＺＶ－Ｃ４女 １ ０ Ｃ２ 的小女儿

ＺＶ－Ｃ５男 ２０ Ｃ３ 的儿子

ＺＶ－Ｃ６女 ８ Ｃ３ 的女儿

表 １
－３ 访谈对象基本情况 （养老院管理人员 ）

Ｔａｂ ｌｅ１
－

３Ｔｈｅ ｂａｓ ｉｃｉｎｆｏｒｍａｔ 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ａｄｍ 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ｏｒ

案主性别职务工作年限 （年 ）

ＧＬ－Ｃ １



男 养老院办公室主任


１ ０



１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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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养老院的生活图景

养老机构是指为老年人提供集中居住和照料服务的机构 。 老年人集中居住是其

最为主要的特征 。 老年人通过进入养老机构集体居住获得同
一

的养老服务 。 那么 ，

养老机构中生活究竟是怎样的呢 ？ 在本章中 ， 笔者通过对 Ｊ 区社会福利院的实地考

察资料的梳理 ， 对养老院整体生活情况进行了详细的描述 。

一

、 Ｊ 区社会福利院的基本情况

笔者所调査的 Ｊ 区福利院是
一

所公办的社会福利院 。 其主要职能是提供养老服

务 。 福利院位于市区东北方位 ， 靠近市区边缘 ， 建筑面积 １ ００００ 多平方米 ， 绿化面

积达 ６０％以上 。 建院初期 ， 院 内老年公寓建有标准间 ４８ 间 ， ９６ 张床位 ， 随着接受

老人数量的增多 ， 现已增加至 １ ５０ 多张床位 。 Ｊ 区社会福利院建院 以来 ， 主要面向

全市区 、 乡镇接收社会老人 。 凡是身体状况 良好 ， 生活能够 自 理 ， 或者虽患有老年

慢性疾病 （ 除传染病 、 精神病 ） ， 但无需住院治疗的老人均可 申请入住老年公寓 。

（
一

） 服务项 目

Ｊ 区社会福利院以提供养老服务为主要的 目 的 。 其包含的养老服务有 以下几项

内容 ：

１ 、 呼叫服务 ： 不论 白天或夜晚 ， 入住老人只 需轻按床头呼叫按钮 ， 服务人员

随时会提供服务 。

２ 、 生活服务 ： 为老人洗衣 、 送水 、 备餐 、 分餐 、 送餐 、 整理房间 、 打扫卫生 ，

床单 、 被褥每半月 清洗
一

次 。

３ 、 医疗服务 ： 由正规医疗机构在福利院开设 门诊所 ， 免费为老人测量血压 、

体温 ， 医疗咨询 、 定期讲授保健知识等服务 ， 并建立健康档案 。 需要 门诊或院外就

医者 ， 费用 由各人 自 理 。

４ 、 文体服务 ： 院 内 阅览室备有 图书 、 杂志 、 报纸 ， 室 内外健身房备有各 内健

身器材 ， 娱乐室备有麻将 、 扑克 、 象棋等娱乐工具 ， 满足不同兴趣爱好老人的需要 。

５ 、 亲情服务 ： 福利院全体职工将开展
“

待老人如亲人 。 为老人献爱心
”

的活

动 ， 做到人性化管理 、 亲情化服务 、 个性化护理 。 老人入住时迎接 ， 老人离开时欢

送 。 常和老人聊天 ， 熟悉老人脾气 ， 急老人所急 ， 帮老人所需 ， 努力帮助老人保持

健康的心态 ， 规律的生活 ， 愉快的心情 ， 把福利院办成老人颐养天年的乐园 。

１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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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项 目收费

笔者通过福利院的收费制度了解到 ， 福利院是按月 收费 。 老年人入院时的主要

费用包含床位费 、 伙食费 、 用 品代理费 、 综合费 以及针对无法 自理的老年人的护理

费 。 具体收费如下表所示 ：

表 ２－

１Ｊ 区社会福利院收费情况

Ｔａｂｌｅ ２－

１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ｔｉｒｅｍｅｎｔ ｈｏｍｅ

类别


ｍ


Ａ 、 Ｂ 公寓楼 ２５ 元／床／天不足半月 按半月 收取 ， 不足
一

月按
一

床位费
Ｃ 公寓楼 ２ ２ 元 ／床／天月 收取

＿ 如停伙需提前
一

天通知 ， 按
“

月 初预
伙食费 １ ５ 兀／天／人

收 、 月 底结账
”

的方式施行

备用金２ ０００ 元／人离院时退还

用 品代理费５ ００ 元／人床上用 品

综合费 １ ００ 元／人

二级护理 ６ ００ 元／月 ；

一

级护理 ９ ０ ０ 元／月

护理费
特级护理 １ ２ ０ ０ 元／月 ； 全卧床 面议

电费室 内 照明免费 ， 其它 电费按实用数收费


笔者根据福利院的收费标准 ， 计算 出
一

个能够 自 理的老年人在进入养老院的第

—

个月 的费用包含 ： 床位费 ７５０ 元、 伙食费 ４５０ 元 、 用 品代理费 ５００ 元 、 综合费 １ ００

元 ， 共 １ ８００ 元 。 由于用 品代理费和综合费属于
一

次性缴费 ， 因此 自第二个月 起 ，

老年人在养老院每个月 的费用仅有 １ ２００ 元 。 这样的收费标准在 Ｊ 区的养老院 中属于

较低的水平 。 同时 ， 由于其公办性质 ， 其生活环境和服务质量都是比较好的 。 因此 ，

在 Ｊ 区 的老年人想要进入养老院时 ， Ｊ 区 的社会福利院成为首要选择 。

（三 ） 入住老人的情况

养老院 目前接收了１ ２０ 位老人 ， 其中 ， 在性别 比例方面 ， 男性老年人比女性老

年人略多 。 在年龄分布方面 ， ８０－９０ 岁 的老年人数量最多 ， 占据 ５ ８ ． ３％
；９０ 岁 以上 、

７０ －

８０ 岁 的老年人数量相差无几 ；
７０ 岁 以下的老年人数量最少 ， 仅 占 了综述的 ２ ． ５％ 。

从这里可以看 出 ， 进入养老院的多数是高龄老人 。 这部分老人因为身体原因而需要

接受机构照顾 。 而年龄较小的老年人选择进入养老院的并不多见 。 基本状况如下表

所示 ：

１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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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

２Ｊ 区社会福利院老人基本情况

Ｔａｂ ｌ ｅ２
－２Ｔｈｅｂａｓ ｉ ｃ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 ｉｏｎｏｆ ａｇｅｓ ｉｎｔｈｅｒｅｔ ｉｒｅｍ ｅｎｔｈｏｍｅ



人数 （人 ）百分比 （％ ）
￣

ｍｉ

男 ６９ ５７ ． ２

＾ ５ １



４１ ５


９ ０ 岁 以上 ２４ ２０ ． ０

８ ０ －９ ０岁 ７ ０ ５ ８ ． ３

７０
－

８０岁 ２３ １ ９ ． ２



７０ 岁 以下


３


２
＾

此外 ， 由 于养老院面对 Ｊ 区所有老年人开放 ， 因此入住的老人有来 自 市 区 ， 也

有来 自 农村 。 其 中市 区 的老年人有 ６２ 人 ， 占 了 老年人总数的 ５２％
； 农村的老年人

数量为 ５ ８ 人 ， 占 了老年人总数 的 ４ ８％ 。 可 以看 出 ， 来 自 市区 的老年人的数量略多

于农村老年人的数量 。 而 Ｊ 区下辖 中心城市 １ 个 ， 即福利院所在 的仙女镇 ； 其余乡

镇共 １ ２ 个 ， 农村老年人数量庞大 。 除去 只对五保老人开放 的 乡镇敬老院 ， 普通的

农村老年人若想进入养老院养老院 ， Ｊ 区 的社会福利院是最佳选择 。 但在此庞大的

基数之上 ， 养老院 中 的农村老年人真正选择进入养老院的人数还是略少于市 区 的老

年人 。

二 、 养老院
“

有序
”

的集体生活

笔者进入福利院的大 门 后 ， 首先感受到福利院 的井然有序 。 与寄宿制学校相似 ，

其主要 的功能分区包括 ： 住宿 区 、 活动 区 、 生活区和办公 区 四个部分 。

｜食堂 ｜ ｜澡堂 ｜

公寓楼 Ｂ公寓楼 Ａ

云和小广 

公寓楼 ｃ


１
办公楼

图 ２
－

１Ｊ 区社会福利院空间平面图

Ｃｈａｒｔ ２ －

１Ｔｈｅ
ｐ ｉｃｔｕｒｅｏｆ ｔｈｅｓｐａｃｅｏｆ ｔｈｅｒｅｔ ｉ ｒｅｍｅｎｔｈｏｍｅ

１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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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

２Ｊ 区社会福利院公寓楼全景

Ｃｈａｒｔ ２
－

２Ｔｈｅ
ｐ

ｉ 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ｓｐａｃｅｏｆ  ｔｈｅｒｅ ｔ ｉ ｒｅｍｅｎｔ ｈｏｍｅ

从图 ２ －

１ 可 以看 出 ， 三栋老年人公寓楼 占据 了福利院的大部分地方 。 围绕着公

寓楼就是老年活动 中心 、 浴室 、 餐厅 以及室外健身场地 ， 空间分布和功能划分科学

合理 。 养老院的布局规划显示出 了集体生活的
“

有序
”

的特点 。

（

一

） 标准化的服务设施

与寄宿制学校相 同 的是 ， 养老院为 了尽可能的提高其空间利用率和管理效率 ，

采取的是集体化的生活方式 。 养老院的公寓楼的建造完全遵循标准化的原 则 ， 所有

房 间全部都是两人共住
一

间标准间 。 从公寓楼 内部看去 ， 所有的房 间沿着公寓走廊

一

次排开 ， 内 部设施全部按照统
一

标准建造 。

图 ２
－

３Ｊ 区社会福利院老人房间

Ｃｈａｒｔ ２
－

３Ｔｈｅ
ｐ

ｉ ｃｔｕ ｒｅｏｆ ｔｈｅｒｏｏｍｏｆ ｔｈ ｅｒｅｔ ｉ ｒｅｍ ｅｎｔｈｏｍ ｅ

进入养老院 的老年人所用 的基础设施全部
一

样 ， 不存在差别待遇 。 标准化 的设

１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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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让人能够充分感受到在养老院 中 ， 老年人的
“

个性
”

被抹去 。

与此同时 ， 公寓楼 内 外角 落都安装 ２４ 小时全监控摄像头 ， 公寓
一

楼的监控室

里显示着公寓楼和养老院各个角落的实时情况 ， 方便护工对福利院里的老年人的情

况进行及时掌握 。 ２４ 小时 的监控让老年人的生活暴露在养老院管理者的
“

眼光
”

之

下 ， 个人的隐私性消失 。

ｉ
ｆｆ

＾｜

图 ２ －４Ｊ 区社会福利院监控室

Ｃｈａｒｔ ２ －

４Ｔｈｅ
ｐ

ｉｃ ｔｕｒｅｏｆ ｔｈｅｍｏｎ ｉ ｔｏｒ ｉｎｇ
ｒｏｏｍｏｆ ｔｈｅｒｅ ｔ ｉ ｒｅｍｅｎｔ ｈｏｍｅ

除 了物质化的基础设施 以外 ， 每层楼都配有专 门 的护工 ４ 人 ， 这些护工都会给

老人提供 ２４ 小时的标准化服务 ， 照顾老年人的 日 常起居 。 只要老人有需要按铃 ，

护工就会提供服务 。 部分老年人会觉得这样的
一

对
一

的服务非常好 ， 与护工相处久

了 ， 彼此慢慢熟悉 ， 进而产生信赖感 ， 从而彼此的关系十分的融洽 。 但也有些老人对

于护工的信任非常 的低 。 因为始终对 自 己不认识的人怀有强烈的敌意 ， 与护工始终处

于怀疑 、 不和谐的状态中 。

“

当 时
，
我记得有个老 太太一直怀疑护工偷她的 东 西

，

三

天 两 头 的跟护工吵架 ，
护工后 来也不 爱搭理她 了 。 这老太太有时候有点 不讲理 、 神经

质
，
但我估计这些护工也有手脚不干净的 ，

你说我们 的 东 西都在这里 ，
也没有锁啊什

么
，
她们 想拿不 费 事 儿 。 所 以 ，

照我说还是住在 家里好 ，
都是 熟人 ，

不 用 怕 。

”

（ ＬＲ －Ｃ １ ）

（二 ） 统一的生活作息

除了基本设施的实现标准化之外 ， 养老院 内 的老年 的生活作息也是基本按照统

一

标准来实行 。 通过福利院 Ｙ 主任的讲述 ， 虽然福利院并没有对老年人的作息时 间

１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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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了 明确 的规定 ， 但是 由于受到集体生活 的影响 ， 福利院的老年人每天起床 、 吃饭

和睡觉都 己经形成 了
一

定 的规律 。 总结如下表所示 ：

表 ２ －

３ 养老院老年人生活作息时间表

Ｔａｂ ｌｅ２
－

３Ｔｈｅｓｃｈｅｄｕ ｌｅｆｏｒ  ｌ ｉｆｅ ｉｎｔｈｅｒｅｔ ｉｒｅｍｅｎｔ ｈｏｍｅ

作息


ｍ


起床 ０７ ： ００
＿

０ ８ ： ００

早餐 ０７ ： ００
—

０９ ： ００

午餐 １ １ ： ００
—

１ ３ ： ００

晚餐 １ ７ ： ００
—

１ ９ ： ００

睡觉


２ １ ： ００ 以后


一

般来说 ， 早上七点左右是老人们 的起床时 间段 。

“

早上 ７ 点左 右那 些老人家就

陆陆续续起床 了 。 每天早上会有 广播 ， 所以基本上早上这个点 大 家都会起床 了 。 起来

后
，
能 自 理的就去食堂吃饭 ， 需要帮助的护工会给他们把饭菜送到房 间 。 早饭供给时

间 只 到 ９ 点 为 止
， 所 以不 能起的 太迟 。

”

（ ＧＬ －Ｃ １
－

Ｑ １ ７ ）

在老人家起床吃过早饭后 ， 部分老人会 出去绕着花坛走 了两圈 ， 部分老年人则

会三三俩俩坐在大厅晒太阳 ， 聊聊天 。 笔者在初次进入福利院时 ， 就看到 了在大厅

聊天的老人们 。 他们坐在轮椅上 ， 各 自 说些话 。

到 了 中午 １ １ 点后 ， 食堂开始开放 ， 老人们可 以陆续去食堂吃饭 。 与早饭
一

样 ，

能 自 理的老年人可 以 自 己去食堂吃饭 ， 而不能 自 理的老人则 由护工送饭菜到房 间进

食 。 食堂的菜谱每周
一

换 ， 主要的食物 以老年人的主要 口 味为主 。

Ｈ
ｉ

＿
Ｉ

图 ２ －５Ｊ 区社会福利院食堂

Ｃｈａｒｔ ２ －

５Ｔｈｅ
ｐ

ｉｃ ｔｕｒｅｏｆ  ｔｈｅｃａｎｔｅ ｅｎｏｆ ｔｈｅｒｅ ｔ ｉ ｒｅｍ ｅｎｔ ｈｏｍ ｅ

２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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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食堂 的环境还是不错的 。 菜谱每周
一换

，
在周一时会公布 出 来 。 每天供餐

时 间 为 上午 ７ ： ００
—

９ ： ０ ０
，
中 午 １ １

： ００
—

１ ３ ： ００
，
下午 ５ ： ００

—

７ ： ００ 。 那 些能 自 己动手的老

人呢
，
到 了 时 间 点可 以 自 己去食堂吃饭 ， 那些不 能 自 理的

，
会有护工送到房 间 。 但是

，

如果老年人错过 了 食堂开放的 时 间
，
就不会有饭菜吃 了 。 食堂在开放时 间之外是不会

开伙的 。

”

（ ＧＬ －Ｃ １
－

Ｑ １ ７ ）

当然 ， 众 口难调 ， 难免会有不满意的老年人 。

“

有对饭菜不满 的 。 因 为 你知道的
，

我们是一堆人一起吃饭 ，
不可能 为 了 个人去单独准备饭菜的 。 所 以

，
只 能说尽量照顾

大部分人的 口 味 。 有些实在 不喜欢的 ，
老人家 自 己会准备一些吃 的 。 我们 菜单一周

一

调
， 下周 我们也会尽量修改 。

”

（ ＧＬ －Ｃ １
－

Ｑ １ ７ ）

—Ｂ—
．


＇

：乾 ：打擊參

图 ２ －

６Ｊ 区社会福利院
一

周菜谱

Ｃｈａｒｔ２
－６Ｔｈｅ

ｐ
ｉ ｃｔｕｒｅｏｆ  ｔｈｅｍｅｎｕｏｆ  ｔｈｅｒｅ ｔ ｉ ｒｅｍｅｎｔ ｈｏｍ ｅ

午饭时 间过后 ， 老年人可 以选择午睡或者 自 由活动直至晚餐时 间 。 而晚餐过后 ，

老年人
一

般会早早休息 。 个别想要继续娱乐活动 的老年人 ， 也会被要求不要打扰到

别 的老人 。 因此 ， 在养老院中 ， 老年人的生活作息完全遵循集体行动 的规律 。

但是 ， 这样 的统
一

的生活作息并不是适用于每个老人 ， 经常也会有老年人对此

表示
一

些意见 。

“

有些老人啊 ， 平常在 家作 息就比较随意 。 刚 到这儿的 时候还是比较

难管的 。 比如
，
你让他早点休息 ，

他偏要看 电视 ，
还打扰一起住的其 它老人 。 你跟他

说道理吧
，
他就说他在 家就这样 。 还有些老人喜欢往外跑 ， 我们这里外 出还是管的 蛮

严 的
，
你要知道 ， 要是老人家跑 出去 出 点事 ， 责任都是我们 的 。 但是他就是想往外溜 。

我们跟他说
， 脾 气不好还会跟我们吵 。

”

（ ＧＬ －Ｃ １
－

Ｑ １ ７ ）

不少老年人还会因为与 同住老人生活作息方式不 同而吵架 。

“

两 个人作 息不 同

２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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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 实 比较容 易 出 矛盾 。 这在养老院里也是时有发生的 。 大 多数也是一些小 矛盾 ，
比方

说
，

一个想睡觉 、 另 外一个想看 电视剧 。 或者其 中
一个嫌弃 另 外一个睡觉打呼啊什 么

的 。 毕竟一开始都 不认识 ，

一下子一起住 ， 有 些 生 活 习 惯 不 一样 ， 需 要磨合 。

”

（ ＧＬ －Ｃ １
－

Ｑ １ ７ ）

（三 ） 单一的娱乐活动

养老院中 的老年人由于受到活动空间 的限制 ， 其娱乐活动相对较少 ， 通常是在

养老院己有的娱乐设施的基础上进行选择 。 在养老院中主要的娱乐活动包括 ： 打牌 、

健身和看书或报纸 。 但是阅览室 、 活动中心和棋牌室都有具体的开放时 间 ， 因此 ，

老年人只有在规定时 间 内才能进行这些娱乐活动 。

表 ２－

４ 养老院娱乐设施开放时间表

Ｔａｂ ｌｅ２－４Ｔｈｅｓｃｈｅｄｕｌｅｆｏｒ ｅｎｔｅｒｔａｉｎｍｅｎｔ ｆａｃ ｉｌ 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ｒｅｔｉｒｅｍｅｎｔ ｈｏｍｅ

一

娱乐设施开放时间

福利广播０７ ： １ ５
—

０７ ：３０ 老年人广播体操

１ ０ ：００
—

１ ０ ： １ ５小广播

１ ６ ：００
—

１ ６ ：３０ 快乐舞步健身操

１ ７ ：００
—

１ ７ ： １ ５ 播放音乐时间

棋牌室０ ８ ：００
—

１ ７ ：００

阅览室０８ ：００
—

１ ７ ：３０

老年人活动中心 正常时间不开放


笔者在下午进入公寓楼时 ， 在棋牌室看到 了
一

桌老年人在打牌 ， 阅览室有
一

位

爷爷在看报纸 。 我询 问福利院 Ｙ 主任 ， 棋牌室和 阅览室的使用率怎么样 ？Ｙ 主任回

答说 ：

“

平常棋牌室还是会有人去的 ，

人多 的时候两三桌 ，
少 的时候一桌 ，

基本上都

是 固 定的那几个人 。 你知道的不 熟悉的老年人不太会一起打牌 。 阅览室的话 ，
去的人

不 多 ， 因 为认的字的老年人比较少 。 而且
，
大部分老年人的眼睛都不太好 了

，
看书很

吃 力 。 但是也有 ， 多半是市 区 的老年人。

”

（ ＧＬ －Ｃ １
－

Ｑ １ ７ ）

除了棋牌室和 阅览室 ， 老年人活动 中心的健身房有乒乓球台和健身器材可供老

年人使用 。 但是笔者去时里面却空无
一

人 。 笔者通过询 问知道 ， 通常老年人活动室

开放的 比较少 ， 而且老年人年纪大了 ， 乒乓球和健身器材其实也并不太适合他们使

用 。 而活动 中 心的小礼堂更是只有在福利院有重大活动的时候才会开放使用 ， 老年

人 自 身是不会使用小礼堂举行活动的 。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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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Ｌ：
？

＾ｍＢｓ ｆ ｉ

Ｃｈａｒｔ ２ －

７Ｔｈｅ
ｐ

ｉ ｃ ｔｕｒｅｏｆ  ｔｈｅｒｅａｄ ｉｎｇ 
ｒｏｏｍｏｆ  ｔｈｅｒｅ ｔ ｉ ｒｅｍ ｅｎｔ ｈｏｍ ｅ

ＩＶｆ
ｎ

ｌｌｌｌ
图 ２ －

８Ｊ 区社会福利院棋牌室

Ｃｈａｒｔ２
－

８Ｔｈｅ
ｐ

ｉ ｃ ｔｕ ｒｅｏｆ ｔｈｅ
ｇａｍｅｒｏｏｍｏｆ ｔｈ ｅｒｅ ｔ ｉ ｒｅｍ ｅｎ ｔｈｏｍ ｅ

Ｉ４ｎ．
图 ２

－

９Ｊ 区社会福利 ｐ元活动中 》 匕
、

Ｃｈａｒｔ ２ －

９Ｔｈｅ
ｐ ｉｃ ｔｕｒｅｏｆ  ｔｈｅｃ ｃ ｔ ｉｖ ｉ 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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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室外还有健身设施和小广场 ， 老年人可以在外面做做活动 ， 舒展身体 。 但是 ，

由于笔者进入福利院时正值冬季 ， 天气 比较冷 ， 老年人基本无户外活动 。 而在夏季 ，

会有小型的健身操和广场舞活动 。

“

室外活动有啊 ， 我们在天 气合适的时候会安排 。

但是
，

一般来说 ，
老人们 出 来的不 多 。 来这的 大 多数年纪都比较大 了

， 户 外活动消耗

比 较 大 。 比较 多 的 活动 就是 夏 天 的 广 场舞 ，

一 些 老 太 太还是 比较有 兴趣 的 。

”

（ＧＬ －Ｃ １
－

Ｑ １ ７ ）

笔者在福利院期间观察发现 ， 除了上述活动之外 ， 绝大部分的老年人在上午和

下午的非用餐时间 ， 做的最多 的事情就是坐着发呆 、 打盹儿 ， 或者看着 电视出神 。

老年人们的 日 常生活是平静而无聊的 。

综上所述 ， 老年人在养老院中 的生活是有序的 、 平静的 ， 同时也是无聊的 。 所

有的老年人过着千篇
一

律的晚年生活 。 老年人们所使用 的基础设施 、 生活的作息 以

及娱乐活动基本都是
一

样的 ， 没有选择余地的 。 我们或许可以称这样的生活是安稳

的 、 安全的 ， 但却让部分老年人失去 了生活的乐趣 。

在本章 中 ， 笔者通过对实地考察资料的梳理 ， 对养老院整体生活情况进行了详细

的描述 。 首先 ， Ｊ 区福利院作为公办福利院 ， 其职能是为社会老人提供寄宿制的养老

服务 。 其服务项 目主要包含 日常生活照顾、 护理等服务 。 目前 ， 福利院中的大部分老

年人为高龄老人 。 同时 ， 在入住的老年人中 ， 市区老年人略高于农村老年人 。 其次 ，

在福利院的 日常生活中 ， 入住老年人都遵循着集体化的生活规律 ， 与此同时 ， 老年人

的 日 常娱乐活动较少 ， 平时的生活是平静且无聊的 。 最后 ， 在集体化的生活下 ， 不少

老年人出现了在生活方式、 人际关系等方面的 问题 。 而在这部分老年人中 ，

一

些农村

老年人坚定的选择了
“

逃离
”

养老院 。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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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农村老年人
“

逃离
”

养老院的个案呈现

根据上文所述 ， 养老院中其实存在不少的老年人对于养老院的生活存在或多或少

的不适应 ， 而其 中 的部分农村老年人更是选择通过不 同 的方式
“

逃离
”

了养老院 。 这

样的行为值得深思和讨论 。 因此 ， 选取 了其中 的三个典型个案 ， 通过实地访谈的资料 ，

对这三个个案进行描述 ， 期望能够从中对这部分农村老年人选择
“

逃离
”

养老院这
一

行为进行
一

个详细 的描述 ：

＿

＼ 个案一 ： 预谋已久式的
“

逃离
”

笔者初次见到 ＺＷＨ 奶奶时 ， 就觉得这真是个非常有活力 的老奶奶 。 笔者与 ＺＷＨ

老人的子女到达 ＺＷＨ 老人家时 ， 她并不在家 。 通过询 问 ＺＷＨ 老人的邻居 ， 我们 了

解到 ＺＷＨ 老人出去溜达了 。 于是 ， 笔者跟着 ＺＷＨ 老人的大儿子去到 了ＺＷＨ 老人经

常去的地方寻找她 。 最终 ， 在村委会旁边的小卖部找到 了 ＺＷＨ 老人 ， 她正在看别人

打牌 。 于是 ， 笔者在心里对其离开养老院的原 因有 了大概的判断 。 如此喜爱到处溜达

的老人 ， 又怎么能受得 了被困在养老院那小小的空间 呢 。

（

一

） 老人的基本情况

个案 １ 中 的 ＺＷＨ 老人 ， ８ １ 岁 ， 老伴儿去世二十年 了 ，

一

直独居在老家 ， 自 ２０ １ ４

年末进入 Ｊ 区社会福利院养老院 ， ２０ １ ５ 年初离开 ， 在养老院待 了３ 个月 。 老人身体状

况较好 ， 长期独居生活中基本没有 出现过问题 。 老人有两个儿子 ， 大儿子与儿媳在市

区工作 ， 平常隔
一

到两周就回家探望老人 。 小儿子常年在外地工作 ， 回家看望老人的

责任主要落在 了 小儿媳身上 ， 平常 只要有空都会 回家看看 。 家庭关系总体来说 比较和

谐 ， 两个儿子和儿媳都愿意好好奉养 ＺＷＨ 老人 。

由于 ＺＷＨ 老人在这个村里 已经生活 了快 ６０ 年 了 ， 自她 ２０ 多岁嫁过来 ， 就
一

直

在这个村里生活 。 因此 ， ＺＷＨ 老人对这个村子的环境和村 民都己经非常的熟悉 。 在

家养老 日 子里 ， ＺＷＨ 老人每天除去吃饭 、 休息 ， 就喜欢到处溜达 ， 跟熟悉的人唠唠

嗑 。

“

我的老伴儿去世 了 二十五 、 六年 了 啊 。 我就一直 自 己住在老 家 。 家里挺好的 。

我平 常在 家里做完 事 儿就喜欢到 处溜达 。 这 片 儿上都是沾 亲带故的 ， 哪 家 不 熟啊 。 我

就这 么 随便逛逛
，
累 了 看 离哪 家近

，
我就去找他们唠唠嗑儿 。 或者看 到哪 家 办 事儿 （ 红

白 事 儿 ）
，
搭棚子唱 戏 ，

我就过去凑个热 闹
，
随个份子什 么 的 。 每天过的挺好的 ，

又

没人管着我 。 每天上午吃 完饭 出 去
， 中 午 １ ０ 点 回来烧 中 饭 ，

吃完歇歇
，
下午没事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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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 出 去晃晃 。 晃到 ４ 点 多 回来烧晚饭 。 我一个人住 ，
烧饭也 简单 ，

不 费 事儿 。 儿子

儿媳妇儿
， 每周也会回 来看我

一下 ， 真挺好的 。

”

（ＬＲ－Ｃ １
－

Ｑ３ ）

对于独居在家中 的 日子 ， ＺＷＨ 老人感到 自 由而惬意 。 由于周 围都是熟悉的人 ，

她并没有感到有任何的不便 。 村里的亲戚、 邻居都乐于给予她生活上的照顾和帮忙 。

“

家里周 围都是亲戚 ， 我没事可 以随便找人玩儿 ，
而且我有啥事儿 了 ，

招呼一声

就有人帮忙 了 。 比如
， 我有时候到镇上去买个东 西 ， 我只 需要招呼

一下三奶奶 家的 大

女儿
，
她就顺便帮我去买 了 ，

一点都不要我烦神 。 所以 ，
我情愿待在 家里啊 ， 有熟悉

的人
，
地界儿我也 熟悉 。 出 去我说不通也听不懂 。

”

（ ＬＲ－Ｃ １
－

Ｑ３ ）

（二 ）

“

逃离
”

养老院的过程

对于为何进入养老院 ， ＺＷＨ 老人表示出 了无奈 。 ２０ １ ４ 年末的
一

次摔跤导致 ＺＷＨ

老人的胳膊骨折 。 ＺＷＨ 老人的子女认为 ＺＷＨ 老人不能再独 自居住在家中 。 因此 ， 说

服 ＺＷＨ 老人 ， 送她去 了条件和价格都比较合适的 Ｊ 区福利院 。 ＺＷＨ 老人并不是会跟

子女胡搅蛮缠的人 。 因此 ， 对于子女们 的
“

好意
”

， 老人选择接受 ， 但心里 自有另
一

番
“

盘算
”

。

“

那年年前 （ ２０ １ ４ 年末 ）
， 我 出 去逛的 时候 ，

路滑摔 了
一跤

， 摔断 了胳膊 。 在 医

院住 了
一段时 间 后 ，

儿子先说把我接到市里跟他们一块住 。 我不愿意 。 我一直就不喜

欢高楼什 么 的
，
左右邻居也不能聊天 。 又不能 出去到处逛 ，

不认得路 。 所 以 ， 我坚持

要回 家 。 回 家待 了 几天 ，
老 大就每天早上做完一天的饭 ， 然后去上班 ，

晚上回来陪我

睡觉 。 就几天
，
发现实在太麻烦 了 ，

又说不放心我 ， 然后联 系 了 老人院
，
说要把我送

过去 。

一开始
，
我肯定是反对的 ，

但是他们好说 歹说的
，
又是怕我再 出 事 ，

又是怕我

没人照颁 。 最后 ， 我也只 能 同 意 了 。 但我决定 了
，
在我进去之后就要好好康复 ，

一旦

我的胳膊好 了 我就要回 家 。

”

（ＬＲ－Ｃ １
－

Ｑ４ ）

在养老院的 日子 ， 让 ＺＷＨ 老人感到了前所未有的不 自 由 。 她在家中 的 自 由散漫

的生活方式与养老院集体化的生活作息完全不符 。 其生活作息完全需要按照养老院的

规定来安排 ， 这让她感到十分的不习惯 。

“

在那里面 ，
洗澡也是规定时 间 。 我有时候

想洗澡 ，
护工还说要等几天 。 真的是什 么 事儿都要管 ，

又不是坐牢 。 我在那儿待 了
一

个月 ， 我就
一直在想

， 等我胳膊好 了 ，
我要立马 回 家 。

’ ’

（ＬＲ－Ｃ １
－

Ｑ５ ）

在养老院生活了近三个月 的生活中 ， 虽然 ＺＷＨ 老人有着诸多的不快乐 ， 但仍旧

配合护工的照顾 ， 努力让 自 己的胳膊康复 。 在发现 自 己的胳膊已经逐渐痊愈 ， 自理能

力 已经基本恢复后 。 她再也无法忍受被困在养老院 。 她决定可以采取行动 ， 让 自 己离

开养老院了 。 对此 ， 她开始和子女进行协商 。 在与儿子第
一

次谈判未果的情况下 ， 不

停地让护工打电话 ， 每次也不闹不哭 ， 就向他们陈述可以 回家生活的各种理由 ， 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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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重新回到家中 。 在此基础上 ， 儿子们仍旧在犹豫 ， ＺＷＨ 老人开始用孝道来
“

敲

打
”

儿子们 。 最终儿子们答应了接他回家 。

“

我在里面还算听话 ，
虽 然我并不喜欢这样 。 但为 了 胳膊好得快一点 。 过 了 快三

个月 的 时候 ，
我就开始让护工帮我给老 大打电话说我胳膊好的差不 多 了

， 我要回 家去。

老 大一开始还不答应
，
说再等等 ， 等胳膊好 了 再说 。 还说老人院里面什 么 都服侍的好

好的
，
不 用我操心 ，

让我就安心享享福 。 我才 不听 ， 享什 么福
， 我又不是不能 回 家 自

己照应 自 己 。 回 家好好的 才 叫 享福 。 再说我胳膊都要好 了 ，
基本也能 自 己动动 了 ，

为

什 么 不能回 家 。

”

（ＬＲ－Ｃ １
－

Ｑ７ ）

“

然后 ， 我就
一直让护工给他们打电话汇＾■我康复的情况 ， 我也没跟他们 闹

， 我

就告诉他我 已经好 了 。 他们后来居然还不肯接我 ， 非说为我好。 我就不说别的 ，
就说

他们这样是不孝顺我 ，
这要是给我那些老姐妹知道 ，

肯定都说他们不孝顺 。 老头子知

道 了 ，
也会说他们的 。 就这样 ，

他们 才慢慢松 口
， 接 了 我回去 。

”

（ＬＲ－Ｃ １
－

Ｑ７ ）

现在 ， ＺＷＨ 老人对于独居的养老时光十分的满足 。 每天可以按照 自 己习惯安排

自 己的生活 ， 自 由 自在 ， 十分惬意 。

“
回来后啊 ，

不挺好的 。 你看我现在哪儿不好 。 就是那会回来的时候 ，
老 大他们

担心我一个人照顾不好 自 己 ，
给我请 了 个护工 。 就是一农村老太太 ，

比我年轻一些 。

她最开始的时候就陪我吃饭 、 陪我睡觉 ，
还在 白 天陪我 出去溜达。 现在

，
这老太太就

白 天过来帮我打扫打扫卫生 、 做做饭
， 最重要的就是陪我 出 去逛。 儿子怕我再摔 。 我

感觉很好 ，
又有人服侍 ， 我还能在老 家住着 ， 到处玩 ，

和人唠嗑。 比在老人院好多 了 。

”

（ＬＲ－Ｃ １
－

Ｑ ８ ）

（三 ）

“

逃离
”

养老院的原因

ＺＷＨ 老人
“

逃离
”

养老院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其在农村 自 由散漫的生活方式与养

老院集体化的生活方式发生了矛盾与冲突 ， 在养老院中 ， 其环境是相对封闭的 ， 老年

人不能随意离开养老院 。 其户外活动范围仅仅是养老院 内 的小广场 。 这对于 ＺＷＨ 老

人来说 ， 完全不能满足其活动的需求 。 并且 ， 由于对于新环境的陌生 ， 即便 ＺＷＨ 老

人能够出去 ， 她也无法在辨别方位 。 与此同时 ， 在 Ｊ 区社会福利院的 日常娱乐活动包

括 ： 公共广播 、 棋牌室 、 阅览室和健身设备 。 但由于娱乐种类和开放时间的限制 ， 老

人们的娱乐活动明显少于家中 。 老人们只有在规定时间才能使用 。 而不需要时间限制

的娱乐场地就只有散步的室外小花园 。 但是受到天气影响 ， 老人并不能够天天散步 。

同时 ， 由于入院的老人们彼此间都是陌生的 ， 想要
一

起打牌娱乐还需要
一

定的时间 。

因此 ， 即便部分老人想要打牌娱乐 ， 也会因为找不到足够的牌友而作罢 。

“

在养老院很无聊的 ，
打牌找不到人 ， 那个活动 中心要 么 关着 门

， 开 门也没人去
，

２７





农村老年人
“

逃离
”

养老院的社会学研究


我们这 么 大年纪怎 么 玩得动那 些年轻人 用 的 东 西 （健 身 器材 ） 。 我又不识字 ， 看不懂

报纸 。 散步就那 么 点 大的地方
，
出 门我又不认识路 。 而且

，
门卫也不让我们随便 出 门 。

”

（ＬＲ－Ｃ １
－

Ｑ６ ）

与此同时 ， 老人在养老院中 ， 对于周 围的老年人都不熟悉 。 由于方言和老年人生

理因素的限制 ， 彼此之间交流并不顺畅 。 因此 ， 生活作息改变 ， 不能出去溜达 ， 没有

人唠嗑 ， 也没有适合 ＺＷＨ 老人的娱乐活动 。 这些因素导致了ＺＷＨ 老人想回家的愿

望愈发的强烈 。

“

去 了 那里之后啊 ， 真是一点都不喜欢 。 就那 么 点地方 ， 哪像庄上那 么 大
， 可 以

到处走 。 那些什 么 图 书 室 、 健身房 ， 我哪儿会用
，
又不认得字 ，

又是一把老骨头 了 ，

谁要做这些 。 外面 出 不去
， 我也不 想 出 去

， 外面我都不认识 。 而且
， 在那里面 ，

洗澡

也是规定时 间 。 我有时候想洗澡 ，
护工还说要等几天 。 真的是什 么 事儿都要管 ，

又不

是坐牢 。 我在那儿待 了

一个月 ， 我就在想 ， 等我胳膊好 了 ， 我要立马 回 家 。

”

（ＬＲ－Ｃ １
－

Ｑ５ ）

二 、 个案二 ： 激烈反抗式的
“

逃离
”

个案 ２ 中 的 ＳＳＦ 老人 ， 由于对养老院的人际关系 、 规章制度存在着
一

定的抗拒和

排斥 ， 尤其是与养老院中的老年人的相处存在很大的矛盾 。 在笔者与他接触的过程中 ，

ＳＳＦ 老人不止
一

次的提到过养老院里的老年人十分不好相处 ， 这里的生活十分的拘束 ，

他喜欢在家里的感觉 。 但与个案 １ 中 的农村老年人不同的是 ， ＳＳＦ 老人采取了
一

种非

常激烈的方式
“

逃离
”

了养老院 。

（

一

） 老人的基本情况

个案 ２ 中的 ＳＳＦ 老人 ， ８ １ 岁 ， 自 老伴儿去世后 ，

一

直独居 ， ２０ １ ０ 年初进入养老

院 ， 待了大约 １ 个月左右就离开了养老院 。 ＳＳＦ 老人原本就是普通的农民 ，

一

辈子生

活在农村 。

一直 以来 ， 除了患有长期的心脏疾病 ， 身体状况还算不错 ， 具有基本的 自

理能力 。 老人有两个女儿 ， 大女儿住在市区 ， 小女儿住在镇上 。 平 日里 ， 小女儿由于

距离更近 ， 来探望的老人的次数较多 。 但是 ， 大女儿由于经济条件非常好 ， 给了老年

人非常充足的经济奉养 。 总体来说 ， 老人与两个女儿的关系都非常好 ， 两个女儿也非

常愿意孝顺老人 。

笔者见到 ＳＳＦ 老人时 ， 他正在打理他的菜田 ， 身边是他的邻居大爷 。 ＳＳＦ 老人
一

边干活 ，

一

边十分开心地大声与邻居大爷唠嗑 ， 说着这两天天气还不错 ， 田里的菜没

有被冻坏了 。 过年子女们 回来可以吃家里种的菜了 ， 回头再去多钓几条鱼 。 可以看出 ，

Ｓ ＳＦ 老人在家里的生活是十分轻松且愉快的 。 平常在家中的生活非常的简单和轻松 ，

ＳＳＦ 老人常常与几个感情较好的朋友
一

起聊天 、 打牌和钓鱼 。 可以说 ， 在老伴儿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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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不在身边的时间里 ， 好朋友成为 了Ｓ ＳＦ 老人的重要情感寄托 。

“

自 从老伴儿走 了 后
，
我就一直一个住在 家里 。 平时 两个女儿也会经 常 回 来看看 。

尤其是小女儿 ，
住的 比 大女儿更近一点

，

回 来的次数也 多
一些 。 我每天就在 家种种菜 ，

然后和周 围 的邻居 、 朋 友一起打打牌 ， 有 时候还
一起 出 去钓 鱼 。 我周 围 的邻居啥的 ，

基本上都互相 熟悉 ， 所 以都很好相处 ， 我平 常 自 己
一个在 家也不会觉得孤单什 么 的 。

”

（ ＬＲ－Ｃ２ －

Ｑ ３ ）

（二 ）

“

逃离
”

养老院的过程

在 ２０ １ ０ 年左右 ， Ｓ ＳＦ 老人独 自
一

人在家时 ， 心脏病突然发作 。 幸亏邻居及时发

现 ， 送去医院救治 。 在痊愈出 院之后 ， 两个女儿考虑到老人家独居 的安全 问题 ， 将 Ｓ ＳＦ

老人送去 了福利院养老 。

“

我不是年纪 大 了 么
，

心脏就一直不 太好
，

一直都在吃 药控制 。 后 来有次在 家 ，

不晓得 为 什 么 心脏病 突 然 发作 了
，
两个女儿都 不 晓得 ，

还是隔 壁 的邻居帮我打 电话给

医 院
，

又找我女儿来 。 那次把我两个女儿吓得不轻 ，
觉得不 能让我

一个住在 家里 了
，

不安全 。 就找人联 系 了 福利 院
，
说要把我送到 那里去养老 。 我一开始 当 然 不愿 意 了

，

那里 的人我都不认识 ，
我去 了 干嘛 ，

跟谁玩儿 ， 多 无聊 。 可是
，
她们 一直在劝我 ，

还

直接就先联 系 好 了 福利 院 ，
就这 么 让我去 了 。

”

（ ＬＲ－Ｃ２ －

Ｑ４ ）

进入养老院后 ， ＳＳＦ 老人原本轻松而愉快的老年生活
一

去不复返 。 养老院的集体

化的生活让 ＳＳＦ 老人感到异常的拘束 。 养老院 中 的所有人都过着同样 的 日 子 。 同时 ，

原本在家中独
一

无二 的
“

大家长
”

的权威也没有 了 ， 这让他十分不能接受 。 更重要的

是养老院陌生的 同伴让 ＳＳＦ 老人感到 了前所未有的不安全感 。 在进入养老院的 日 子

里 ， Ｓ ＳＦ 老人失去 了老朋友 ， 无法交到新朋友 ， 这让他感到 了 失落与孤独 。 同时 ， ＳＳＦ

老人对于 自 己的生活中 突然 出现很多 陌生的人 ， 表现 出 了强烈 的抗拒和反感 。

“

到 那

儿真的就是一个人都不认得 。 我总 觉得那里 的老 头老 太都怪怪的 ，
不好相 处 。 也不怎

么
一起玩

，
没事就坐那儿 发呆 ，

跟呆子似的 。 平常也没啥活动 ，
也不 能随便 出 去逛 。

做什 么 事情还要按照护工说得来 。 而且
， 最讨厌的就是那个隔 壁床 的老 头子 ， 实在是

不好相 处 。 晚上我要睡觉 ，
他要看 电视 。 我 中 午 想看 电视 ，

他非要说要睡觉 。 而且他

睡觉还打呼的 特别 厉 害 。 只 要他先睡
， 我就很难睡着 。 我就 气 的 不行

，
只 想 回 家 。

”

（ ＬＲ－Ｃ２ －

Ｑ ５ ）

在决定要 回家后 ， Ｓ 爷爷就开始进行激烈 的反抗 。 首先 ， Ｓ 爷爷开始不配合护工

的工作 ，

一

日 起居都会与护工找茬 、 吵架 ， 并且
一

直给子女打 电话 ， 闹着要 回家 。 子

女开始并不 同意 ， 希望 Ｓ 爷爷能够再努力适应
一

下 。 但是 Ｓ 爷爷坚决不 同意 ， 并且跟

周 围人扬言表示 ， 如果再不让他回家 ， 他就要翻墙 出去 。 在这个期 间 ， Ｓ 爷爷与 同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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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老人发生 了 多次的争执 ， 让护工和养老院的管理人员非常苦恼 。 在子女们仍 旧没有

同意的情况 ， Ｓ 爷爷开始试图从养老院出走 ， 在第
一

次出走并与保安发生争执后 ， 养

老院的管理人员联系 了Ｓ 爷爷的子女 ， 并让他们好好考虑接是否要接老人回家 。 最后 ，

养老院的主任与子女协商后 ， 子女将其接 回 了家 中 。

“

我 实在 忍 不 了 了 。 大女儿来看我的时候
，
我就跟她说要回 家 。 我跟她说 了

，
这

里 没事做 ，

而且那些老头老太都 不好相处 。 大女儿不 相信我
，

让我改改 自 己 的脾 气 ，

和人家试着好好相处 。 我跟小女儿说
，
她也这样劝我 。 她们那会就是 串 通好的 ，

就是

不 想带我回 家 。 没办法
， 我就和护工 闹 ， 跟护工说我女儿都 不孝顺 ，

不 想管我 。 我还

跟两 个女儿说 了
，
如果她们真的 不 带我走 ， 我就是翻墙也要 出 去

，
也要回 家 。 后 来

，

我就准备 出 门 自 已 回 家 ，
被保安要死要活地拦下 了 。 最后 ，

闹 的 那个主任也来 ，
两个

女儿只 能把我接回 家 了 。

”

（ ＬＲ－Ｃ２ －

Ｑ７ ）

回到家后 ， Ｓ 爷爷恢复 了往 日 的闲适生活 。 每天打理 自 己的菜 田 ， 没事就和好友

一

起打牌 、 钓鱼 。

“

回 家后 顿 时觉得好 多 了
， 周 围 的人都 熟悉 ，

也好相处 。 我现在每

天 ６ 点 多 就起床 了
，
起来洗洗刷刷 ，

做早饭 。 吃 完早饭就去邻居家唠唠嗑 ，
说说话

，

再把地里 的菜弄弄 。 下午睡个午觉后 ，
出 去到邻居 家看看人打牌 ，

唠唠嗑 。 有时候还

会和朋 友一起去钓鱼
，
不过女儿让我 多 注意 身体 ，

一般不会去很远的地方
，
就是为 了

玩玩
，
也不 为 了 鱼 。 然后看 时 间 差 不 多 就回 家吃晚饭 。 晚上要 么 去邻居家玩玩 ， 要 么

就早点睡觉 ，

日 子 不要过得太好 。

”

（ＬＲ－Ｃ２ －

Ｑ ８ ）

（三 ）

“

逃离
”

养老院的原因

Ｓ ＳＦ 老人
“

逃离
”

养老院的原因除了对养老院单调 、 被管理的生活的不满之外 ，

还有其对于陌生人际关系 的抗拒和排斥 。 首先 ， 在分配房间时 ， 由于养老院的公寓楼

是 以两人
一

间 的标准间为主要房型 ， 没有人有特权可 以随意挑选房间 。 养老院
一

视同

仁的标准化管理让 Ｓ 爷爷感受不到个人意志的存在 。 与此同时 ， 这样的管理模式使得

老年人必须要与
一

个并不熟悉的老年人
一

起居住 。 这对于 Ｓ ＳＦ 老人来说是个不能接受

的事情 。

“

我不喜欢和我睡一 间老 头 ！ 他睡觉老是打呼 ， 脾 气还不好 。 我跟他说不 到

一起去 。 我跟护工说我要换房 间
，
他们 总是说房 间 不好换

，
别人住的好好的

，
怎 么 你

想换就换 。 凭什 么 ？ ！ 我花钱住这儿还不 能住的舒坦 了 ！

”

（ ＬＲ－Ｃ２ －

Ｑ６ ）

与此同时 ， 在进入养老院后 ， Ｓ ＳＦ 老人与之前 的邻居朋友之间 的联系可 以说是完

全被切断 了 。 由于 ， 在农村 以血缘关系为主要纽带的社会关系 中 ， 邻居 、 朋友可 以说

是出 于关系 圈 的外层 。 子女会出于对父母的孝心而定期去探望入院的老年人 ， 亲戚会

为了血缘联系去探望许久不见老人 ， 而邻居却很少会为 了朋友情分去付出时间和精力

成本前去养老院探望老人 。 有的甚至都未必在第
一

时 间知道老年人进入 了 养老院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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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 ， 以及进入的是哪家养老院 。 因此 ， 进入养老院后 ， 老年人以往的友邻关系基本上

可 以说是被完全切断 。 失去过往的朋友圈 ， 让 Ｓ ＳＦ 老年人感到十分的失落 。

“

没有邻

居来看我峨 。 人 家哪里晓得我到底在哪个养老院 。 这里 离 家远 ，
还要坐 车 子 ，

很不方

便 。 人家 家里没有事 么
，
还特意 为 我跑一趟 。 以前在家的 时候 ， 我们 可 以经 常

一起搓

搓麻将 。 现在这些邻居 、 好朋友都 见 不着 面 了 。 感觉都 没人 问 我 了 。

’ ’

（ ＬＲ－Ｃ２ －

Ｑ６ ）

在过去人际关系断裂的基础上 ， 面对养老院 中 的
“

新朋友
”

， Ｓ ＳＦ 老人无法做到

在短时 间 内接纳他们 。 在养老院中 ， 由于老人们来 自 不 同村庄 ， 有着不 同 的生活背景 ，

想要在短时 间 内做到互相熟悉 、 信任 ， 并分享同
一

个生活空间 是十分困难的 。

“

我和

他们 不 熟 的 ，
又不是 同

一个村子 出 来的 ，
我认识 的人

，
他不认识

，

他认识 的人
， 我不

认识
，
没有话说的 。 还有 别 的房 间 的人 ， 有的他的 话我都听不懂 。 我村里的话跟他们

的 又不是一样的 ，

这怎 么聊 天啊 。 也没法就一起打牌啊 ，
各个地方打的牌 （打牌规则 ）

也不一样嘛 。 平 常 我就 自 己 坐着歇歇 。 时 间 久 了 就觉得好无聊啊 ，
挺没意 思的

，
想有

人陪 。

”

（ ＬＲ－Ｃ２ －

Ｑ６ ）

三 、 个案三 ： 家庭协商式的
“

逃离
”

个案 ３ 里的 ＦＺＹ 老人对于 自 己住 了
一

辈子的老家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 。 对于老

家熟悉的环境和亲戚邻居 ， 她有着极大ｆ赖性
。 因此 ， 在进入养老院面对陌生环境 ，

ＦＺＹ 老人产生 了极大的不适应 。 但是 ， ＦＺＹ 老人既没有个案 １ 中 的老人那样清晰的逃

离思路 ， 也没有个案 ２ 中 的老人豁出去的勇气 ， 因此她采取 了对子女哭诉 、 说理的方

式 ， 与子女们协商
一

致后 ， 让子女接 自 己回到家 中 。

（

—

） 老人的基本情况

个案 ３ 中 的 ＦＺＹ 老人 ， ８４ 岁 ， 自 老伴儿去世后 ， 独居 了２０ 年左右 ， ２０ １ ３ 年 ９

月 进入养老院 ， 待 了大约 １ 个半月 左右就离开 了养老院 。 ＦＺＹ 老人农 民 出 身 ， 由于
一

直喜欢下地干活 ， 身体状况
一

直不错 ， 具有基本的 自理能力 。 老人有三个女儿和
一

个

儿子 ， 其中大女儿夫妻随着其子女长期居住在外地 ，
二女儿住在镇上离老人较近 ， 小

女儿和小儿子均住在市区 。 除去长期在外的大女儿 ， 另外三个子女经常回家探望老人 ，

尤其是二女儿 ， 几乎每个星期都要 回家两次 。 子女之间关系也非常亲密 ， 家庭关系非

常的融洽 。 对于 ， 送老人去养老院 ， 子女都表示愿意支付其全部的费用 。

ＦＺＹ 老人的家与其老伴儿的两个兄弟紧紧相邻 ， 平时三户人家互相帮忙 、 互相照

顾 ， 让 ＦＺＹ 老人的独居生活获得了极大的方便 。 在 ＦＺＹ 眼里 ， 老家周 围每
一

寸土地

和每
一

个人都是十分熟悉的 。 并且 由于子女的频繁探望 ， 在家里可 以让她获得极大的

安全感 。

“

我之前都是一个人住的 ，
当 然 更喜欢在 家住 了 。 在家住的 时候 ，

家里 的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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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我都熟悉啊 。 这老房子我都住 了
一

辈子 了 ， 有感情啊 。 而且
， 家里祖宗都在 （埋葬 ）

这儿呢 。 周 围都是老头子 家里的兄弟几个 ， 都是熟悉 的人 。 平常彼此互相帮忙 ，
互相

关照
，
感情很好 。 我一个人在家的时候 ，

她们经常 关照我的 。 而且
，
孩子们都经常 回

来的 。 所以 ， 在 家过的挺好的 。

”

（ＬＲ－Ｃ３
－

Ｑ３ ）

（二 ）

“

逃离
”

养老院的过程

２０ １ ３ 年的暑假 ， ＦＺＹ 老人因为年事已高 ， 突发中风 ， 半边身体失去知觉 。 其子

女都在纷纷放下工作赶去医院照顾 。 在医院治疗稳定后 ， 子女将老人接回 了家中 。 两

个女儿还特意在老家待了
一

个月 ， 专门照顾老人的起居 。 ＦＺＹ 老人是个要强的人 ， 在

身体慢慢恢复知觉后 ， 就努力 自 己动手 ， 希望能够尽快的恢复健康 。 其效果也是非常

好的 ， 在短短
一

个月后 ， ＦＺＹ 老人便能 自 己坐着或者扶着东西站起来了 。 但是其子女

还是不放心老人
一

个居住 ， 决定将她送去养老院 。

“

大前年 （２０ １ ３ 年 ）
， 我在 家摔 了

一跤
， 中风 了 。 当 时一个月 我半边 身体都不能

动
， 什 么 都要人服侍 。 那会儿子 、 大女儿 、 小女儿都 回来 了 。 小女儿 家在市里 ，

还特

意带着孙女儿在家住 了
一个月 专 门服侍我 。 后 来我恢复还算不错 ，

能够 自 己动手就尽

量不要别人帮忙的 。 但是
，
她们都不放心一个人在 家 了

，
说要把我送到养老院去 ，

说

那里什 么 都有人服侍 ，
不 用 自 己动手 。 我 当 时一听就不 想去 ， 家里没人 了 的 才 回去养

老院 。 我有儿有女的去那不被人说 么 ？ 但是那会我身体刚 刚恢复 ，
他们是在世不放心

，

只 有答应他们 了 。

”

（ ＬＲ－Ｃ３
－

Ｑ４ ）

养老院的 日子让 Ｆ 奶奶感到完全不如家里舒适 。 养老院里的人对于 Ｆ 奶奶来说都

是陌生的 ， 居住的空间也是陌生的 ， 并且
一

应起居都是由 陌生的护工照应 。 这让依赖

亲戚和子女的 ＦＺＹ 老人来说 ， 都是十分不舒服的事情 。 与此同时 ， ＦＺＹ 老人发现比

起在家 ， 子女来探望的频率反而变少了 。

“

养老院怎 么说呢
， 肯定不如家里住的舒服 。 那里都是不认识 的人 ， 平常跟他们

没什 么话说 。 我想打扑克牌都找不到人 。 而且
，
感觉那里什 么都要别人插手 。 我平常

自 己 的事情不喜欢别人插手 ，
自 己 的 东 西也不喜欢别人碰的 。 在 家的时候 ， 我就是这

样 ，
不喜欢被人管 。 到那儿后 ，

我干什 么都有人看着 ，
特别不 自 在 。 而且

， 家里的老

房子不能 没人守着 ， 那样会没人气的 。 以前 ，
就是过年他们要带我去过年三十 ， 我都

不要的
，
必须要在家里守着的 。 所以 ，

这离 了 家我左右都有点不舒服 。 而且
， 我不在

家 ，
孩子们也不回 家 了 ， 来看我的次数也少 了 ，

不像在家的时候 ，
隔三差五的还能热

闹一下 。

”

（ＬＲ－Ｃ３ －

Ｑ５ ）

出于对养老院生活的不适应 ， ＦＺＹ 老人决定离开养老院 ， 返回家中居住 。 ＦＺＹ 老

人的性格让她无法做出大吵大闹的事情让子女担心 ， 她选择了与子女协商 ， 并通过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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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哭诉在养老院中的生活的不如意 、 在家中 的美好 ， 以及借助子女对死去的老伴儿

的感情来让子女感到心软 。 与此同时 ， 家庭内部就老人回家后如何确保安全的 问题展

开了各种讨论 ， ＦＺＹ 老人提出可以 由周 围的亲友给予她照顾 ， 同时 ， 自 己也能够照顾

自 己 。 最后 ， 在家里子女们反复讨论和确认老人身体状况转好之后 ， 接了ＦＺＹ 老人

返回家中 。

“

我去 了 也没 多久 ， 我感觉我身体越来越好 了 。 就跟他们说我要回去住 。

一

开始 ，

他们不 同 意 。 我后来就跟他们哭 ， 每次都哭 ，
让他们知道我在这儿过的不妤 。 还跟他

们讲老头子也会希望我在 家陪他 。 而且
， 家里左右邻居都是亲戚 ，

我一个人在家 ，
他

们肯定会照应着我的 ，
这样 多好 。 我回去可 以找人聊聊天 ，

打打牌 ，

心情好 ， 身体说

不定更好 。 可能我现在走路 、 做事基本没啥问题 了 》 而且每天都吃药 ，

血压什 么 的都

控制 的很好 。 完全不需要担心 了 。 儿子女儿被我哭的心软 了 。 她们讨论来讨论去
，
儿

子是医生 ，
也给我再三确认过 了 ，

就把我接 出去 了 。

”

（ＬＲ－Ｃ３
－

Ｑ７ ）

在子女接受了ＦＺＹ 老人的想法后 ， 她顺利的返回 了家中 ， 回到 了她熟悉的环境 。

考虑到她的身体 ， 周 围 的亲戚给予了她比 以前更多 的照应 。 其子女也尽其所能的多 回

家探望 。

“

回 家后孙子给我买 了 个轮椅 ，
让我没事推着走 ， 累 了 就坐在上面歇歇 。 这

样就不怕走路摔倒 了 。 然后
，
大女儿和我离得比较近 ， 基本上没几天就回 家看我 ，

让

我注意 身 体 。 我平常就去 大堤上 （ 小商铺聚集地 ） 跟他们打打牌 ，
唠唠嗑 。 有时候 ，

我不 想做饭 了 ，
就去隔壁三爷家吃饭 。 平常都有人照应 ， 自 己 身体现在也好多 了 。 完

全没事 ，
过的很好。

”

（ＬＲ－Ｃ３
－

Ｑ ８ ）

（三 ）

“

逃离
”

养老院的原因

ＦＺＹ 老人对于养老院的生活环境和人际关系的陌生感 ， 让她感受到了不舒服。 同

时 ， 她对于熟悉的生活环境的依赖更加促成了其
“

逃离
”

养老院 。 在养老院的生活中 ，

老人的情感需求得不到很好地满足 。

一

方面 ， 农村老家的亲戚是老人独居生活的重要依靠 。 而进入养老院后 ， 子女几

乎成了老年人与外界的主要纽带 。 平时亲戚之间的走访不断减少 。 在进入养老院之前 ，

农村社区居住方式主要是依靠血缘为纽带的群居 。 左邻右舍大多是有着或远或近的血

缘关系 ， 亲戚走访非常便捷 。 而在进入养老院后 ， 养老院距离老家有着相当
一

段的距

离 ， 而亲戚之间的走访只能是通过养老院登记探访 。 与此同时 ， 入院的老年人的年龄

大多偏高 ， 其 日常交往的亲戚大多都是同辈的高龄老人 ， 行动能力越来越弱 。 因此 ，

亲戚之间 的走访的便捷性也大大降低 。

另
一

方面 ， 老人还发现子女的探望远不如以前在家时频繁 。 首先 ， 最明显的是探

亲频率的降低 。 在进入养老院之前 ， 由于工作地点与老人所住村庄的距离并不十分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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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 ， 在尽可能的情况 ， 子女还是经常回家看看的 。 老人进入养老院后 ， 在最早的
一

周 ，

子女由于担心父母生活的不好 ， 前去探望的频率较高 。 通常每隔两三天就会去看
一

次 。

但随着
一

两周的时间过去 ， 在确认老年人在养老院的生活没有问题后 ， 子女会不 自觉

地减少的探望频率 ， 将更多的时间投入 自 己的小家庭和工作 。

“

把老太太送到 养老院那会 ， 真的是省 事不 少 。 也不 用 整天担心她吃不好 、 睡不

好
，

也不 用 隔几天就往老家赶 。 而且
， 我看那边的护工照顾的都妥妥 当 当 的

， 有什 么

问题会打电话给我 ，
我不 用 去的太 多 ， 有空去看看她 ，

给她送点 东 西 。 对她身体好 ，

对我来说也轻松 。

”

（ＺＶ－Ｃ５ ）

其次 ， 在探亲频率降低的同时 ， 子女每次探望老年人 、 陪伴老年人的时长也大大

的缩短 。 在进入养老院之前 ， 子女回家探望老人的同时 ， 如果条件允许 ， 多半会留下

陪伴老人吃顿饭 ， 然后唠唠嗑 、 出去串 串 门子 ， 又或者会留宿
一

宿 。 但是 ， 进入养老

院后 ， 子女固然可以在规定时间 内探访老人 ， 但是吃饭 、 留宿却是无法实现的 。 子女

去探望的主要 目 的试确认老人的健康是否 良好、 护工照料的是否尽心 。 同时 ， 由于缺

乏共同话题 ， 聊天的时间都会大大缩短 。 通常情况下 ， 子女在确认
一

切安好情况下 ，

便离开了养老院 。

因此 ， ＦＺＹ 老人在养老院住了
一

个多月 ， 与原本来往十分密切的亲戚失去 了联系 ，

愈发地怀念 自 己的家 。 怀念生活了
一

辈子的 、 熟悉的家 ， 还有周 围的亲戚 。 在 Ｆ 奶奶

看来 ， 熟悉的环境和亲友都是她独居生活中的依靠 。 而在养老院 ， 她依旧是
一

个人 ，

并且失去 了信赖的环境和亲友 。

“

我在养老院那 么 长时 间 ，
只 有一个亲戚来看过我 ，

还是他 （儿子 ） 三姊婶的小女儿 。 她怕我过的不好特意坐 车来看 了
一次 。 他 （儿子 ）

三姊婶倒是说想来看我 ，
但是她年纪也 大 了 ，

出 来不方便 ，
还要他儿子开车接送 ，

太

麻烦 了 。 不像住在家的 时候 ，
我们 两 家靠的 又近 ， 我们老姐们平常聊聊天 、 串 串 门 多

好啊 。

”

（ＬＲ－Ｃ３ －

Ｑ６ ）

通过实地访谈资料的梳理发现 ， 三个
“

逃离
”

养老院的案例 中 ， 农村老年人都是

由于年龄 、 身体和独居的 问题 ， 被动地进入养老院 ， 继而采取了不同的方式离开了养

老院 ， 选择
“

逃离
”

养老院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

？ 第
一

， 生活方式的不适应 。

老年人在养老院中生活需要改变 自 己的生活作息 ， 同时失去许多娱乐活动 ， 从而感到

养老院的生活非常的不 自 由 。 第二 ， 人际关系的不适应 。 进入养老院的老人们 由于对

周遭的人际关系非常陌生 ， 使他们的安全感非常低 ， 从而对周围的环境产生不信任感 。

第三 ， 陌生环境的不适应 。 农村老年人进入养老院后 ， 原本的亲友的联系被切断 、 子

女探望减少 ， 让其在陌生的环境中产生 了孤独感 ， 从而更加怀念熟悉的生活环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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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农村家庭小型化 、 核心化等趋势的 日 益明显 ， 家庭养老 己经不能满足农村养

老的需求 ， 机构养老作为现代社会的养老方式逐渐进入农村 。 因此 ， 这在
一

定程度上

可以说是农村养老方式的现代化 ， 是现代性的
“

下 乡
”

。

但是 ， 现代化是
一

个全方位的社会历史进程 ， 它不仅是社会物质财富积累 的过程 ，

更是
“

人
”

的价值观 、 生活态度和社会行为方式的变迁过程 。 而从传统农村社会进入

养老机构的过程 ， 实际上是农村老年人被动现代化的过程 。 农村老年人被迅速地从农

村传统社会环境 中剥离 出来 ， 转而被丢入 了养老机构这
一

具有现代社会特征 的环境

中 。 在这过程中 ， 农村老年人的价值理念 、 生活方式 、 人际关系等并没有随着所处环

境的变化而变化 ， 仍 旧停留在传统社会阶段 ， 从而导致了 养老机构所具备的现代性特

征与农村老年人身上所具备的传统性特征产生 了矛盾与冲突 。 最终 ， 农村老年人选择

“

逃离
”

养老院来摆脱养老院这个
“

现代性牢笼
”

。

一

、 逃离
“

牢笼
”

韦伯所提 出 的形式理性注重计算达到 目 的手段和衡量投入与产 出 ， 必然将效率置

于首位 ， 即意味着选用最佳方来实现既定 目 标 ， 无论是汽车装配线或者麦当劳快餐店 ，

都体现了 效率 ， 其提高效率的重要手段就是形成流水线和简化产品 。 在韦伯 的眼里 ，

效率不仅仅在麦当劳有所体现 ， 它 己经渗透到 了社会的方方面面 ， 政治 、 文化 、 公共

服务等等 。 养老机构亦不意外 。

养老机构作为提供养老服务的组织 ， 为 了提高其服务效率 ， 从各个方面都 已经形

成 了具体的流程和标准 。 首先 ， 在养老机构在其外部建筑上 ， 都是按照标准配备设计 ，

即办公楼 、 公寓楼 、 食堂 、 浴室 、 活动楼 。 活动楼里主要包含 图书室 、 小型礼堂等 。

全国各地的养老机构基本上都是按照统
一

标准建造 。 其次 ， 在养老机构 内部构造上 ，

为 了 空间 的最大利用和人人平等的实现 ， 老人们的房间都是按照统
一

标准建造 。 最后 ，

在老年人们 的生活作息上 ， 统
一

按照流程规定操作 。

“
一般都是到 什 么 点

，
护工都会

准时做好事 。 比如
， 每周 四下午 ２ 点洗澡 ，

护工就会在下午 ２ 点准时帮助老年人去洗

澡 。 护工准备的 同 时 ， 澡堂也会准备好热 水 。 其余时 间概不开放 。 这样统一操作 ， 有

助于养老机构 的 管理和资源 节 约啊 。 食堂也是这样 ，
这样不是比较方便 么 ？ 老人们 能

自 己去吃饭的
，
就去拿餐盘打饭 ，

就跟学校里一样 。 这样省 时省 力 。

”

（ ＧＬ －Ｃ １
－

Ｑ １ ７ ）

在流水操作的 同时 ， 养老机构会尽量简化产 品来提高服务供给效率 。 在养老院 中 ， 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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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老人的基本标准配备为
一

张床 、

一

个柜子 、

一

套床上用 品 。 这样简洁 、 方便 。 老人

只要带好衣物就能入住 。 但是 ， 老年人的特殊需求往往不能得到满足 ， 只 能 自 己让子

女送来 ， 或者忍受 。 与此同时 ， 在理性社会里 ， 大多数情况下 ， 人们总想预知可能发

生的
一

切 ， 他们既不需要也不期待 出现意外和惊喜 。 为了保证可预测性能超越时空的

变化 ， 理性社会必须强调纪律 、 秩序 、 系统化 、 标准化 以及流水线操作等等 。 养老机

构并不过分强求老年人的晚年生活能够活出 自 我 、 活出个性 ， 它 的服务的根本 目 标是

保证老年人晚年能够安安稳稳直到离开人世 。 因此 ， 养老机构 中 的老年人的晚年生活

被打造成了
一

个标准化的产 品 ， 无瑕疵 、 无差错 、 无意外 ， 同时 ， 也没有 了个性化的

色彩与乐趣 。

而农村老年人在农村社区 中 的生活通常是各不相 同 的 。 费孝通先生认为 ， 以农为

生 ， 世代定居是乡土社会的特性之
一

。 兄弟分别继承祖上的遗业 ， 使人 口在地方
一

代

一

代地积累 下来 ， 成为相当的村落 。 这是
一

个熟悉的社会 ， 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 大家

不仅 了解彼此的才干和人品 ， 而且清楚对方的身家 、 财产和亲友关系 。 从而成为 了
一

个
“

熟人社会
”

。 因此 ， 老年人在经历几辈人后 ， 对 自 己生活的这片土地上的产生了

浓厚的感情 。 这不仅仅是指这里的生活环境 ， 更是指这里跟他们
一

起成长起来的人 。

在这农村社区长久 以来的建立的 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熟人社会中 ， 农村老年人可 以尽

其所能的通过熟悉的环境和人 ， 满足 自 己个性化的需求 。 这是养老机构所提供的晚年

生活所无法比拟的 。 因此 ， 农村老年人并不能很好地接受所谓高效地 、 统
一

的标准化

的高质量生活 。 对于他们来说 ， 在农村家中 的生活 ， 即便实际上的安全性 、 舒适性都

远不如养老院的高质量服务 ， 但对于他们来说 ， 是具有个性化色彩的 ， 属于他们 自 己

的生活 。

二 、 摆脱
“

规训
”

理性系统的低效性 、 不确定性 、 不可预测性大都来源于人 。 这里的人大部分情况

下是系统 内 的人员 ， 因此 ， 瑞泽尔在 《社会的麦当劳化 》
一

书 中认为 ， 当麦当劳化要

变得更加理性化 ， 就需要增强面 向 员工的控制 。 控制就是通过各种非人的条件来控制

人 。 在
一

个养老机构 中 ， 能够破坏其提供安稳的晚年生活的 目 标的 ， 除 了客观的基本

设施之外 ， 最重要的
一

点就是人 ， 尤其是老年人 。 老年人作为
一

个具有独立思想与人

格的人 ， 其行动完全依据其 自 身 的喜好 ， 具有非常大的不确定性 。 如果
一

个养老机构

中 的老年人发生动乱的话 ， 将会是非常严重的事故 。 因此 ， 养老机构会通过制定标准

的制度和章程来对老年人进行有效地管理 ， 从而维持机构的有效运行 。

（

＿

） 空间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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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养老院中 ， 寄宿制是养老院赖以生存的基础 。 空间分类设计被运用与养老院 的

空间分配之中 。 从养老院中 的公寓楼 、 食堂 、 活动室 、 小广场等整体的设计 中 ， 我们

可 以感受到
一

所养老院所具有的现代感和有序感 。 特殊的空间分配不仅可 以用于满足

管理效率的提高和切断有害联系的需要 ， 而且可 以创造
一

个有益的空间 。

１ ． 封闭的空间

出于对老人的安全考虑 ， 养老院需要对老人进行有序 、 规范的管理 。 养老院具有

相对独立和封 闭的空间 ， 围栏和大 门将养老院与外界隔离开来 。 老年人进入养老院后

不可 以随意离开养老院 。

Ｊ 区福利院坐落在 当地僻静的近郊 。 周边是居民区 。 福利院四周被围栏封锁起来 ，

与外界隔绝 ， 只有
一

个大 门 ， 但是 门 口有 门卫看管 ， 外人不得随意进入 ， 老年人出 门

需要在 门卫登记 。 福利院共有三栋公寓楼 ， 其中两栋为普通 自 理老人居住 ，

一

栋为不

能 自理老人居住 。 每栋公寓 口 的布置都是类似的 。 两栋 自理老人居住的公寓楼 内配有

小型 的棋牌室和 阅览室 ， 门上贴着开放时 间 。 除此 以外 ， 福利院还配有专 门 的小礼堂 、

健身房等活动楼 ， 但
一

般情况该区域不会开放 。 老人们平时除了在规定时间 内在小活

动室打打牌 、 看看报纸之外 ， 其余时间 只可在房间 、 楼道大厅和小广场散步 。 同时 ，

养老院在公寓楼安装 了摄像头 ， 以便 了解老人的随时的动态 ， 即便发生事故也会有监

控录像 。 而在农村的传统社会 ， 生活空间并没有赋予其它意义 。 农村社会并不需要空

间上的封闭对农村居 民进行高效率的管理 。 农村居 民的活动空间是 自 由 的 。

２ ． 空间的定位

出于现代社会标准化 、 效率化的考虑 ， 公寓楼 内 的所有的房间都沿着走廊排开 ，

每间房间面积相 同 ， 设施相 同 ， 犹如监狱里的牢房 。 此外 ， 每层楼都安排有值班室 ，

方便护工随时与老人互动 ， 让老人在公寓楼 内 时刻处于护工的监控之下 。

与此同时 ， 为 了更全方面 ， 更加深入地利用生活空间来提高机构 的管理效率 ， 养

老院还对空间进行单元定位或分割 。 公寓楼的空 间被分割为房间 ， 房间 内又被分成床

位 ， 每位老人都有属于 自 己的床位 。 所 以 ， 最精确 的定位是房 间号＋床位号 ， 当养老

院管理人员进行 日常管理时 ， 只 需要记住这个信息即可 。 而房 间和床位的分配权力基

本是掌握在养老院的管理人员手中 ， 其分配的基本准则为性别和 自理程度 。 生活在这

里的老年人本身对于生活的环境没有选择的余地 ， 也没有凭着 自 己喜好来选择 自 己的

生活同伴的权力 。 其生活空间完全被打造成为标准化的产 品 。

这与农村传统社会是截然不 同 的 。 生活在农村社区 中 ， 老年人对于 自 己的生活空

间拥有完全控制权 。 在农村老年人所熟识的空间范围 内 ， 老年人可 以 自 由选择活动地

点 。 与此同时 ， 老年人拥有 自 己的私人空间 ， 即
“

家
”

。 农村老年人对于 自 己的私人

空间拥有支配权 ， 可 以对其进行个性化的改造 ， 使其能够适应 自 己的生活习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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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时间控制

除 了生活空间上的变化 ， 农村老年人还需要面对生活作息上的变化 。 现代社会中 ，

人们为 了提高工作和生活的效率 ， 通常会对 自 己的时间进行有效的管理 。 这
一

特征几

乎在所有现代组织中都有体现 。 在养老院中 ， 由于有效的时间控制有助于养老院对老

年人的进行统
一

管理 ， 老年人的 日 常作息都是按照标准划分 ， 没有 自主决定权 。 在养

老院的 中 ， 老人的时间主要划分为娱乐时间和生活时间 。

１ ． 娱乐时间的控制

娱乐时间 占据 了老年人时间 的主要地位 。 养老院的主要娱乐时间是指除了睡觉和

吃饭之外的所有时间 。 养老院中设置 了棋牌室 、 阅览室 、 福利广播和老年人活动中心

以供老年人 日 常的消遣娱乐 。 但为 了 更好地管理老年人 ， 养老院在提供娱乐设施的 同

时 ， 设置 了开放时间来对老年人的娱乐时间进行有效的控制 。

老年人的娱乐时间是被严格控制的 ， 娱乐活动只 能在规定时间 内进行 。

“

我不喜

欢养老院 。 广播广播过 了 时 间就没得听 ，
我 自 己听广播还怕吵到 别人 ， 有 时候还不让

我听 。 打牌嘛 ，

又只 能在那会打 ， 我下午睡午觉 ，
起来就没 多 久时 间 了 。 而且

，
还经

常是我不喜欢 的人做牌搭子 ，

一点儿都不好玩 。 那个活动 中 心 的礼堂就没开过 ， 听说

只 有领导 来的 时候 ，
做活动 才 开 ，

这哪里是给我们 用 的 。

”

（ ＬＲ－Ｃ ３
－

Ｑ ５ ） 所 以 ， 老年人

的娱乐活动 由 自主进行变成 了被动的接受 。 比如 ， 没有办法在吃完晚饭后去预阅览室

或者棋牌室消遣
一

下 ， 因为那 己经不属于娱乐时间而是休息时间 。

２ ． 生活时间的控制

除去娱乐时间之外 ， 老年人剩余时间 皆为生活时间 ， 包括吃饭时间 、 洗澡时间和

睡觉时间 。 养老院为 了保证老年人生活作息的规律性 ， 同时提高养老院的 日 常管理效

率 ， 对老年人的这些生活时 间也进行 了精确的划分和控制 。 养老院并没有强制起床 、

睡觉的时间 。 但是却对食饭时间和广播时间进行了控制 。 养老院安排了 固定的早饭 、

午饭 、 晚饭时间 。 为 了 能够吃到三餐 ， 老人们每天就必须在适当 的时间起床 。 起床太

早 ， 需要等待用餐时间 ； 起床太迟 ， 则有可能错过用餐时间 。

与此同时 ， 虽然每天早晨的广播操项 目 是 自 由参加 ， 但是受到广播音乐 的影响 ，

部分不像参加广播操想要多睡
一

会的老年人也无法继续好好睡觉 。 而在晚上 ， 由于是

集体住宿 ， 老人们睡觉时 间必须相对统
一

。 尤其是同房间居住的老人 ， 睡眠时 间不 同

必然会影响各 自 的睡眠质量 。 但是 ， 老人原本在家中 的作息时间各不相 同 。 因此 ， 老

人们必须调整 自 己的作息时间来适应养老院的节奏 。

“

我隔 壁那个每天老早就睡觉啦 ，

我不敢看 电视 。 出 去溜达的话
，
不 少人都睡 了 。 护工就让我也早点睡 ，

不 然打扰到 别

人就不好 了 。 那会活动 室 （棋牌室 ） 也关 了 ，
就算有人想晚上 小搓会牌都 不行啦 。 所

以
， 在养老院的时候 ，

晚上我老早就得睡觉 ，
省得醒着也啥都不 能做 。

”

（ ＬＲ－Ｃ２
－

Ｑ 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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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老年人生活在家 中时 ， 既没有时间管理的意识 ， 也没有为 了提高效率而进行

时 间管理的必要 。 农村老年人的时间节奏完全按照 自 己的想法来掌控 。 自 己的喜好 ，

才是最大的标准 。 因此 ， 在家中作息的 自 由 的农村老年人在进入养老机构后 ， 就会产

生 了 强烈的被管理 、 被控制的感觉 ， 从而对养老机构 中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产生排斥和

抗拒 。

（三 ） 身体控制

除了标准化、 高效率 的生活方式 ， 为 了维持养老院 日常平稳运行 ， 养老院还制定

了 相应的行为守则对于养老院 中 的老年人的身体进行 了规范 。 笔者发现在养老院的公

寓楼大厅 、 食堂 、 棋牌室和 阅览室的墙壁上都贴着
“

院民守 则
”

， 内 容为
“

热爱集体 、

关爱他人 、 遵纪守法 、 服从管理 、 崇 尚科学 、 反对迷信 、 礼貌待人 、 讲究卫生 、 诚实

守信 、 团结互助 、 爱护公物 、 节约水电 、 锻炼身体 、 热爱生活 、 尚荣拒耻 、 共创和谐
”

。

“

院 民守则
”

中 明确规定 了老年人进入养老院后所要遵守 的规章制度 ， 其 内容涉及到

了 言谈举止的各个方面 ， 同时也包括 了 思想理念 。 笔者原本怀疑养老院是否能够严格

执行这个规章制度 。 养老院的杨主任 回答 ：

“

多 少还是执行的 ，
我们平 常会让护工 多

跟老人家谈谈 ，

让他们放宽心
，

既然住在一起 了 就是一家人 了 。 不要认 为这里都是些

老年人
，
就不会有冲 突 了 。 其实 老人 家脑筋转不过来 ，

产 生的冲 突 比年轻人 多 。 再加

上他们原 来也都是互相 不认识 的
，

互相看 不惯的 又不是没有 ，
所 以有时候你说他拿 了

你的 东 西
，
他说你先碍着他看 电视 了 ，

这样事 儿也不 少 。 所 以
，
有时候必须 多说着点 ，

不 然 天天吵架怎 么 办 。

”

（ ＧＬ －Ｃ １
－

Ｑ １ ７ ）

可 以看 出 ， 养老院通过 出 台
“

院 民守则
”

明确 了老年人在进入养老院后所要遵守

的纪律守则 ， 并通过 日 常的谈话交流 、 生活作息的限制 ， 要求老人将这些守则 内化为

自 身的 自觉和习惯 。 当 出现不可调和 的矛盾或者冲突的时候 ， 养老院也会通过通知子

女来与老年人谈话来让老年人接受这些规定 。 而当情况严重影响养老院 日 常运行时 ，

养老院的管理人员也会考虑让老人出 院回家养老 。 而在农村传统社会 ， 除去国家制定

的法律法规 ， 农村老年人也仅仅受到农村传统社会的舆论限制 。 其 日 常生活方式 ， 是

自 由 的 ， 不被束缚的 。 因而 ， 在刚刚进入养老机构时 ， 老年人在农村习 以为常的大量

日 常行为习惯被养老机构认为是缺乏素质 、 缺乏文化的表现 。

综上所述 ， 养老院为 了 实现更好地管理 ， 创造所谓更高质量的晚年生活 ， 对于老

年人实行 了全方位的控制 。 这让农村老年人或多或少地感受到 了被
“

规训
”

的感觉 。

对于他们来说 ， 农村随心所欲的生活 ， 才是他们的最舒适的状态 。 因此 ， 摆脱养老院

带给他们的这种
“

规训
”

成为他们
“

逃离
”

养老院的
一

个重要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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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抗拒
“

契约
”

韦伯认为理性化最终会导致人类 自 由和意义的丧失 ， 人类被完全的物化和去人格

化 ， 从而变成经济或行政机器上的
一

颗螺丝钉而 己 。 理性化的结果是在提高 了 社会的

效率的 同时 ， 也使我们丧失了对人性和人类价值的关注 。 比如 ， 装备流水线的员工成

了
一

台大机器上小的部件 ， 因此 ， 装配流水线是
一

个不合人性的工作场所 。 社会中 ，

人与人之间 的关系主要依靠契约来维持 。 而农村老人在进入养老机构后 ， 生活在养老

机构所构造的现代环境中 ， 其在传统社会中 的社会角色发生 了变化 ， 成为了养老机构

中 的普通
“

院 民
”

， 成为 了养老机构的结构 中 的
一

个小小的组成部分 ， 其社会角色和

社会信任都发生了 改变 ：

（

―

） 社会角色的改变

当农村老年人转变为养老院的
“

院民
”

以后 ， 意味着要对 自我重新界定 。 韦伯认

为 ， 伴随着西方理性化的发展 ， 管理组织领域利用科层制 ， 进行专业化和分工 。 作为

一

种组织类型 ， 科层制 的基本单位是职务或职位 ， 这些职务或职位按照规则 、 功能 、

文件 、 以及各种强制手段组织成层级的形式 。 养老机构 ， 尤其是本研究所选取的养老

院 ， 作为公办社会福利院 ， 其整个组织架构或多或少带有科层制的色彩 。 养老院在院

长之下 ， 设立办公室主任 、 副主任 ， 分别主管机构的后勤 、 宣传 、 组织等工作 ， 再往

下便是普通工作人员 ， 按照分工包括 ： 护理人员 、 食堂工作人员 、 浴室工作人员等 。

这些人员各有分工 、 各司其职 。 除此 以外 ， 便是作为
“

院民
”

的老年人 。 这些在养老

机构 中 的人 ， 依靠劳动合同 、 入院合同等契约确立 了各 自 的角色 ， 建立了彼此之间 的

关系 。

部分农村老年人在农村传统社会中 ， 由于其在家族中 的处于长辈的角色 ， 因此可

享受到特殊的尊重和照顾 。 而当其进入养老机构之后 ， 其先赋性的条件被抹去 ， 变为

一

个普通
“

院民
”

， 所受到的待遇与其它人并无差别 ， 由此会产生心理的落差 。 与此

同时 ， 由于人与人之间是契约关系 ， 相互的义务是狭隘的并且是被具体限定的 ， 那么

相互之间的关系也是专
一

的 。 在传统的农村社会 ， 人与人之间是熟人关系 ， 那么
一

个

人从其他人那里取得的或给予其他人的满足将是广泛的 。 换句话说 ， 当农村老年人在

传统社会中时 ， 由于熟人关系的缘故 ， 其在与其他人的交往 中可获取额外的满足 ， 比

如与邻居关系不仅仅是见面打招呼 ， 更有可能互相交流彼此的家庭情况 ， 或者帮助解

决私人问题 。 而当农村老年人进入养老院之后 ，

一

方面 ， 与养老院工作人员之间 只有

契约义务 ， 并且职责各有分工 。 比如护工 只 负责照顾老年人起居 ， 并不用负责陪老年

人唠嗑 、 聊天 。 另
一

方面 ， 与养老院其它老年人 ， 也只有在建立了亲密的联系后 ， 才

能获得广泛性的满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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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社会信任的改变

随着社会角色的改变 ， 围绕在农村老年人身边的人际关系网络和社会信任也发生

了 改变 。 在养老机构这样的现代机构 中 ， 每个人都有其职责和分工 ， 契约和法律成为

维系陌生人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的权威力量 。 这里的契约与法律就是
“

院 民守则
”

和
“

入院合同
”

。

一

方面 ， 养老院中 的老年人来 自 不同 的地方 ， 有着不同 的文化水平 、

不同 的兴趣爱好 ， 甚至不 同的语言 。 这些进入养老院后 ， 彼此可 以说是完全陌生 ， 他

们之间 的相处基本就是两种模式 ：

一

是互相无交流 ；
二是依据

“

院民守则
”

， 尝试友

好相处 。 但是 ，

“

院民守 则
”

的作用 力有限 ， 老人们之间 的信任程度低 ， 矛盾也是时

常发生 。 另
一

方面 ， 养老院 中 的老年人与养老院的管理人员和护工的关系 ， 也仅仅是

依靠
“

入院协议
”

形成的契约关系 ， 彼此之间 的信任十分脆弱 。 部分农村老年人对于

护工
一

直抱有怀疑 、 警惕 的态度 。 因此 ， 老年人在养老院 中十分容易产生孤独无助的

感觉 。 因此 ， 在养老院中 的 ， 农村老年人与周 围人群形成的只是在现代社会分工中产

生的普遍的信任 。

而农村传统社会是
一

个
“

熟人社会
”

， 成员之间 的关系是
一

种熟人关系的状态 。

费孝通指 出亲属关系是根据生育和婚姻事实所发生的社会关系 ， 从生育和婚姻所结成

的网络可 以
一

直推 出大多数的人
？

。 在农村地区 ， 这种 以血缘为纽带的关系 网尤为明

显 。 在
一

个村子里 ， 大部分的村 民都有着或多或少的血缘关系 。 在此基础上产生的信

任被韦伯称之为亲缘信任 。 这种信任相较于现代社会的普遍信任而言 ， 是
一

种特殊的

信任 ， 信任强度更高 。 因此 ， 农村老年人在进入养老院之前在人际关系上所具备是亲

缘信任 。 因此 ， 农村老年人在进入养老机构后 ， 由于缺少现代社会 中 的普遍信任 ， 从

而对于养老院始终持有怀疑态度 。 这种对陌生人的戒备心态对农村老年人离开家庭 ，

进入养老机构养老产生 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

综上所述 ， 现代机构 中 的契约关系 中的冷漠让从小就被家族 、 家人 、 友邻情感所

包围 的农村老年人十分不能接受 。 他们在契约关系 中 ， 感受不到 自 己原本的社会角色

所带 了 的
“

快感
”

， 也无法获得和产生完全的人际信任 。 因此 ， 对于这种 以契约为纽

带的社会关系 的抗拒 ， 也成为农村老年人
“

逃离
”

养老院的重要原因 。

这
一

章 围绕
“

养老机构的现代性特征与农村老年人的传统性特征产生的冲突与矛

盾
”

这个主题 ， 进行 了讨论和分析 。 首先 ， 考察发现 ， 养老机构作为提供养老服务的

组织 ， 为了提髙其服务效率 ， 从各个方面都己经形成了 具体的流程和标准 。 在此基础

上 ， 农村老年人在养老院的生活成 了
一

个标准化的产品 ， 与传统农村社会中 的个性化

截然相反 ； 其次 ， 养老机构会通过制定标准的制度和章程 ， 从空间 、 时间和身体三个

① 费孝通 ． 乡 土 中 国
［
Ｍ

］
．上海 ：上海人 民 出版社

，

２００６ ： ２０ －

２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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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方面对老年人进行有效地管理 ， 从而维持机构的有效运行 。 这与农村老年人在农村

社会中 自 由 自在的生活方式也是矛盾的 ； 最后 ， 而农村老年人在进入养老机构后 ， 生

活在养老机构所构造的现代环境中 ， 其在传统社会中的社会角色发生了变化 ， 成为了

养老机构中 的普通
“

院民
”

， 成为了养老机构的结构中 的
一

个小小的组成部分 ， 其社

会角色和社会信任都发生了改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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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结论与思考

本研究选取扬州市 Ｊ 区社会福利院作为研究单位 ， 围绕农村老年人
“

逃离
”

养老

院这
一

行为开展具体研宄 。 首先 ， 笔者通过实地访谈的资料 ， 对农村老年人
“

逃离
”

养老院进行 了个案呈现 ； 其次 ， 笔者将从典型个案中的农村老年人的 自 身表述 出发 ，

分析
“

逃离
”

养老院产生的原因 ； 再次 ， 笔者从反思现代性的角度 ， 对养老机构所具

备 的现代性与农村老年人身上所具备的传统性产生 的冲突与矛盾进行 了分析 。 本章

中 ， 笔者将对上述 问题做
一

个全面的整理 ， 并就农村机构养老的发展进行 了进
一

步的

思考 。

一

、 主要结论

通过对 Ｊ 区社会福利院的考察和对农村老年人
“

逃离
”

养老院典型个案的分析 ，

本研究主要得出 以下几点结论 ：

第
一

， 笔者通过对实地考察资料的梳理 ， 对养老院整体生活情况进行 了详细的描

述 。 Ｊ 区福利院采取的是寄宿制 的集体管理方式 。 首先 ， 入住的每
一

位老年人所使用

的基础设施是完全
一

致的 ； 其次 ， 入住老年人的生活作息也遵循
一

定规律 以适应集体

生活 ； 最后 ， 由 于封闭式的管理 ， 入住老年人的娱乐活动 比较单
一

， 很多老年人的 日

常生活是无聊且乏味的 。 在这样的集体生活环境下 ， 福利院的老年人在生活方式 、 人

际关系等方面存在不少 问题 。 在此基础上 ， 部分老年人选择
“

逃离
”

养老院 。

第二 ， 通过典型个案的分析发现 ， 农村老年人都是 由于年龄 、 身体和独居的 问题 ，

被动地进入养老院 ， 而选择
“

逃离
”

养老院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 第
一

， 生

活方式的不适应 。 老年人在养老院中生活需要改变 自 己的生活作息 ， 同时失去许多娱

乐活动 ， 从而感到养老院的生活非常的不 自 由 。 第二 ， 人际关系的不适应 。 进入养老

院的老人们 由于对周遭的人际关系非常陌生 ， 使他们的安全感非常低 ， 从而对周 围 的

环境产生不信任感 。 第三 ， 陌生环境的不适应 。 农村老年人进入养老院后 ， 原本的亲

友的联系被切断 、 子女探望减少 ， 让其在陌生的环境中产生 了孤独感 ， 从而更加怀念

熟悉的生活环境 。

第三 ， 养老机构所具备的现代性特征与农村老年人 的传统性特征具有矛盾和冲

突 。 首先 ， 考察发现 ， 养老机构作为提供养老服务的组织 ， 为了提高其服务效率 ， 从

各个方面都 己经形成 了具体的流程和标准 。 同时 ， 养老机构并不过分强求老年人的晚

年生活能够活 出 自我 、 活 出个性 ， 它 的服务的根本 目 标是保证老年人晚年能够安安稳

稳直到离开人世 。 因此 ， 养老机构 中 的老年人的晚年生活被打造成 了
一

个标准化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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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 无瑕疵 、 无差错 、 无意外 ， 同时 ， 也没有 了个性化的色彩与乐趣 。 与传统农村社

会中 的个性化截然相反 ； 其次 ， 养老机构会通过制定标准的制度和章程 ， 从空间 、 时

间和身体三个方方面对老年人进行有效地管理 ， 从而维持机构 的有效运行 。 这与农村

老年人在农村社会中 自 由 自 在的生活方式也是矛盾的 ； 最后 ， 农村老年人老人在进入

养老机构后 ， 生活在养老机构所构造的现代环境中 ， 自 己的原本的社会角色发生 了 改

变 ， 成为 了养老机构的结构 中 的
一

个小小 的组成部分 ， 其社会角色和社会信任都发生

了改变 。

二 、 进＿步的思考

（

一

） 关于农村养老的思考

根据上文所述说 ， 从传统农村社会进入养老机构的过程 ， 实际上是农村老年人被

动现代化的过程 。 农村老年人被迅速地从农村传统社会环境中剥离 出来 ， 转而被丢入

了养老机构这
一

具有现代社会特征的环境中 。 在这过程 中 ， 农村老年人的价值理念 、

生活方式 、 人际关系等并没有随着所处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 仍 旧停留在传统社会阶段 ，

从而导致 了养老机构所具备的现代性与农村老年人身上所具备的传统性产生 了 冲突

与矛盾 。 因此 ， 部分农村老年人对于养老机构怀有
一

种排斥和抗拒的态度 ， 甚至 出现

了
“

逃离
”

养老院的情况 。 那么针对这部分机构意愿的农村老年人 ， 其养老需求又该

在如何满足呢 ？

对此 ， 笔者认为或许可 以发展 以家庭养老为基础 ， 机构养老为补充 ， 社区居家养

老为核心的多元化的农村养老服务体系 ， 为这部分机构意愿非常低 ， 同时又独居的农

村老人提供养老服务 。 首先 ， 在家庭养老模式中 ， 家庭具备相对稳定的环境和经济基

础 ， 同时还能够满足老年人的情感需求 。 尤其是对能够 自理的农村老年人来说 ， 家庭

养老的成本较小 ， 有利于减轻社会负担 。 因此 ， 要重视家庭养老 ， 夯实家庭式养老模

式的基础 。 其次 ， 机构养老作为农村养老服务的重要补充 ， 政府应给予足够的重视 。

在 了解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需求的基础上 ， 理性对待农村养老机构的发展 ， 促进养老资

源的有效利用 。 最后 ， 充分利用农村社区 的现有资源 ， 大力发展农村社区居家养老服

务 ， 为农村那些机构养老医院较低 的老年人 ， 提供多方面的人性化的服务 ， 让老年人

在家 中也可享受到高质量的晚年生活 。

（二 ） 可能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第
一

， 价值中立的 问题 。 韦伯所述的价值中立是研究科学性的体现 ， 在质性研宄

中价值中立对研宄结论和研究价值有着重要影响 。 在本研究中 ， 笔者可能受 自 身价值

观念的影响 ， 在现代与传统养老方式之间难 以定断 。 在实然和应然之间 的理解对笔者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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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宄素养也有
一

定的要求 。 笔者在访谈和参与观察的过程中不可能不产生同情弱者

的心理 。 在实地调研的过程中 ， 笔者尽量注意个人情感的介入 ， 力求客观和公正 ， 但

可能无法完全避免 ， 仍旧需要采取
一

定的方式进行协调 。

第二 ， 在研宄对象的典型性上也存在
一

定的 问题 。 由于本研宄关注的是入住养老

院又
“

逃离
”

养老院的老年人 ， 这
一

类群体在
一

个地区分布不集中 ， 使得个案的选取

受到
一

定的限制 ， 从而对研宄对象的典型性产生影响 。

第三 ， 理论驾驭能力有待提高 。 本研宄中现代性理论的繁复使得理论的理解和解

释存在
一

定的困难 。 因此 ， 本研宄是
一

次探索性的尝试 ， 有待进
一

步探讨和验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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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关于农村老年人
“

逃离
”

养老院的访谈提纲

―

、 访谈提纲 （老人 ）

１ ． 被调査者的性别 、 年龄、 文化程度 、 婚姻状况、 户居方式 、 健康状况 、 子女数量、 在养老院生

活的时间 。

２ ． 家庭状况如何 ？ （家庭经济条件 、 家庭关系是否和谐等等 ）

３ ． 去养老院前的生活如何 ？

４ ． 当初去养老院养老的原因 ？

５ ． 养老院的 日常生活状况如何 ？ （作息分配 、 是否适应 、 个人心情等等 ）

６ ． 离开养老院的原因 ？

７ ． 离开养老院的方式 ？ （通过什么方式劝服子女同意离开养老院 ）

８ ． 离开养老院后的生活状况 ？

二、 访谈提纲 （子女 ）

９ ． 被调查者的性别 、 年龄 、 文化程度 、 婚姻状况 、 户居方式 、 健康状况、 子女数量 、 在养老院生

活的时间 。

１ ０ ． 家庭状况 （家庭经济条件 、 家庭关系是否和谐等等 ）

１ １ ． 对家庭养老 、 机构养老的看法 。

１ ２ ． 当初送老人去养老院养老的原因 ？

１ ３ ． 你觉得养老院的 日常生活状况如何 ？ （看望老人的频率 、 老人生活如何等等 ）

１ ４ ． 为什么会同意老人离开养老院 ？

１ ５ ． 老人离开养老院后的生活状况 ？ （如何照料老人 ）

三 、 访谈提纲 （养老院管理人员 ）

１ ６ ． 被调查者的性别 、 职务、 在养老院工作的时间 。

１ ７ ． 养老院的 日常生活状况如何 ？

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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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谢

时光如 白驹过隙 ， 匆 匆 而过 。 不知不觉 间 ， 我 已经在南京农业大学度过 了 三年的

时光 。 论文的结稿意味着我的校 园 生活也将步入尾声 ，
此刻我对于南农最 大的感觉就

是不舍与感谢 。 本科毕业后 ，
经历 了 考研 ，

意外地进入 了 南京农业 大学开始 了 我的研

究生学 习 生活 。 我想说 ，
我很幸运 ，

也很满足 ， 因 为在这里 ， 我遇到 了 这 么 多 可敬的

师长 、 可爱的 同 学 。 回首 间 ， 我要感谢老师 、 感谢 同 学 、 感谢曾 经帮助过我和教育过

我的每一个人 ， 我的成长和进步 离 不开这段人生经历 中 的所有人和事 。 也正是从这些

人和事 中 ，

让我获得 了 宝贵的人生经验 。

我的成长得益于老师 的细心教导和师长 同 学的亲切关心 。 特别感谢我的导师姚兆

余教授对我的栽培和关心 ，
给予 了 我许 多 学 习 与锻炼的机会 ，

也教会 了 我许 多做人做

事的道理 。 在论文的选题 、 开题、 调查 、 写作 以及修改的整个过程 中 ，
姚老师的 悉心

地指导和点拨 ，
让我受益 匪浅 。 而姚老师 自 己在工作上孜孜不倦、 精益求精 ， 学木上

不断进取的精神 ，
是我在今后人生道路上的奋斗 目 标 。 同 时 ， 感谢张卫研究 员 、 张春

兰副教授、 屈 勇 副教授、 戚晓明副教授、 王小璐副教授、 杨灿君老师 、 张爱华老师 、

蒋楠老师对我学 习 、 生活 、 工作等方面 的教诲和帮助 。 感谢评阅老师和答辩老师对我

的论文提出 的 宝贵意 见 ，
您们辛苦 了 ！

感谢我读研期 间 的 同 学 、 朋友们 ，
能够在读研期 间 与 你们结识 ，

和你们成 为 朋友 ，

是我这辈子最为 宝贵的财富 。 感谢朱慧劼 、 刘佳 、 王雪和李佳佳对我的 包容和帮助 ，

三年的 时间 虽短 ，
但在学 习 室度过的 时光将是我这辈子的 美好回忆 。 感谢王诗露 、 张

鹏鹏 、 王梦怡 、 贾 雪莲 、 钱 梦琦等师 同 门对我的帮助 ，
这段同 门 情谊值得我永远珍藏 。

感谢家 乡 的亲人和朋友 ，
你们在我论文调查过程中给予 了 莫 大的支持与 帮助 ，

没有你

们不厌其烦地回答与解释 ， 我的论文无法顺利 完成 。 在此向你们表示衷心的祝福和敬

意 。

最后 ，
我还要向我最爱的 父母表示无限的感谢 。 谢谢您们在我背后一路的默默支

持和鼓励 。 在我一路走来的人生道路上 ，
您们永远是我精神上最强 大的依靠和支柱 。

在今后 的 日 子里 ， 我也会谨记你们的教导 ，
在面 临挑战和考验时 ， 保持客观积极的态

度和精神 ，
踏踏实 实地走好人生的每一步 。 衷心祝愿您们 身体安康 ！

蒋浩君

２０ １ ６ 年 ３ 月 于逸夫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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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农村居民宗教信仰的影响因素分析 ［

Ｊ
］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学报 ， ２０ １４（ ４ ） ， 独立

作者 。

［
２

］ 我国公办养老机构改革探究 ［
Ｊ
］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 ２０ １４（ ４ ） ．独立作

者 。

［
３

］
江苏地区农村女性就医选择及医疗支出的影响因素分析 ［

Ｊ
］

，江苏预防医学 ， ２０ １ ５

（ ４ ） ． 第
一

作者 。

［
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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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

， 《当代社会政

策研宄 （十 ） 》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２０ １ ５ 年 ７ 月 出版 ， 第
一

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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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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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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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院——农村老年人对机构养老的排斥与抗拒 ［
Ｊ
］

．农村经济与科

技 ， ２０ １ ６（ ９ ） ． 独立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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