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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失控的照護》中看被掩埋在美麗表象下的巨大黑洞 

 

一、 前言 

 

俗話說：「家有一老，如有一寶。」但在現今少子化又高齡化的社會當中，

家中的老人究竟是會被當寶，抑或儼然成了一個負擔呢？看著社會新聞裡，兒女

或媳婦弒父、弒母的事件層出不窮，再回頭看看隨著年齡漸長，行動、思考能力

也漸漸下降的祖父母及辛勞工作兼負照顧長者責任的父母親，我們要如何將電視、

報紙中的一切僅視為社會案件或「別人家的事」而置身事外呢？ 

 

《失控的照護》一書中，故事的主軸緊繫在老人照護負擔及照護系統之弊病，

一個神秘人的出現，毒殺了病情嚴重的老人並布置成自然死亡的假象，一切被揭

穿後，犯人本身毫無悔過之意，然連「受害者家屬」也無法對犯人的行為燃起熊

熊怒火，甚至將其罪刑視作為一份禮物、一份救贖。明明「孝順」在日本的傳統

觀念裡是一件極為重要也可貴的事，那造成這樣怪異結果的原因究竟是甚麼？因

為國民照護系統的出現，造成民間照護機構如雨後春筍般一一冒出，就為了可以

分食「老人照護」這塊大餅，但為何機構最後得開始鑽法律漏洞以繼續營運呢？

而國民照護系統對整個社會，尤其是中下階層的家庭真的會有所幫助嗎？在這以

現實社會問題為基本架構的書中，「洞」究竟代表著怎樣的涵義？又是從何而來？

這些是我在此篇學院報告中主要想深入探討的問題。 

 

二、 傳統道德──孝順，從羈絆化作深淵 

 

(一) 是美德，是義務 

 

孝順，是儒家核心的傳統道德，也是家庭倫理中最重要的一環，嚴格來說，

已經算是義務的一種了。而日本也因為在西元六、七世紀之間深受中國傳統文化

影響進而傳入了孝道的觀念，並且在之後內化為普遍的社會道德觀念。在《失控

的照護》一書中，作者形容一位「受害者家屬」——羽田洋子最初的真實想法： 

 

即便如此，一開始，照料母親就算稱不上快樂，但也讓洋子有某種充實感。

平時在超商打收銀機，週末就朋友到小酒館喝酒。偶爾，休假時就帶颯太，

用輪椅推母親到附近散步。雖然洋子的身體有些承受不住，但一方面心裡

覺得為了家人而粉身碎骨，一股不可思議的喜悅油然而生。羈絆，家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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羈絆。如此美麗的詞彙成為洋子的動力。1 

 

以及之後的： 

 

先前，為了證明自己並非是一個會捨棄母親、殘酷的人，所以持續忍耐著

實際上很想逃開卻無法逃避的照護責任。同樣，今天也是因為要證明自己

並非是希望母親去世的殘酷之人，而將實際上得到救贖的感受換成為母親

的死難過。2 

 

從這兩段敘述可以看出對洋子而言，因為是提攜自己長大，在自己離婚後也

無條件接納自己與兒子的摯愛母親，所以認為照顧年長的媽媽是應該的，而照顧

母親也曾經是一份成就感，讓洋子可以回報自己最愛的母親，這樣的羈絆在母親

受傷及失智症惡化前是幸福的。但又要工作又要照顧幼子及母親已讓身體相當疲

乏，偏偏母親因為失智症加重，常常認不出洋子而鬧得雞飛狗跳，從這兩方面看

來已不難想像洋子的心靈是如何的受傷而絕望。 

 

洋子雖然離了婚還育有一子，但還算頗有姿色的她再婚應該不是太困難的事，

但母親的照護是一個黑洞，跌進了，便難以逃脫。母親的失智症斷絕了她對未來

的希望，所以原本美麗的羈絆漸漸變成只是因為自己身為兒女，有照顧父母的義

務也不願揹上「不孝」的惡名，才繼續隱忍著那樣令她苦不堪言的照護地獄，甚

至在發現母親去世後的第一個反應也是「得救了」的心態。既深愛著母親，但又

想趕緊脫離照護的地獄，這樣的矛盾也折磨著洋子，不願自己成為棄母的絕情之

人。 

 

(二) 是負擔，是壓垮駱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現今身負照料家人擔子的人，通常都是勞動人口，我所指的勞動不僅是工作

上的，也指對於家務的勞動。而對於像洋子這樣身兼三職，單親媽媽、員工、子

女的例子也不在少數，為了家人的溫飽經常得耗費更多時間、勞力去工作賺錢，

僅止於此就已是相當大地負擔，更不用提若是家人有人生了重病，情況會變得何

等糟糕。原本在森林照護機構任職的佐久間功一郎曾說： 

 

居家看護因人而異，但可能陷入束手無策的悲慘狀態，特別是照料人手少

的家庭來說，更是難以承受。有些政治家反對照護保險制度，認為這樣會

使「照料家人是日本的美德」消失，但家人的照料根本是日本的詛咒。3 

                                                       
1  葉真中顯著，張宇心譯，《失控的照護》（臺北市：天培文化，2015 年），頁 29。 
2  葉真中顯著，張宇心譯，《失控的照護》，頁 276。 
3  葉真中顯著，張宇心譯，《失控的照護》，頁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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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照顧父母的美德，在現今養活自己及兒小就已實屬不易的日本社會中，

儼然成為了使理智線斷裂的一把利刃，這也是為何殺害父母、乾脆同歸於盡或因

為長期居家照顧長輩而引發精神疾病的案例會越來越多。斯波宗典是一名三十多

歲的青壯年，在父親腦梗塞但奇蹟甦醒時對上天是滿懷感謝的，也決定專心照顧

重病於榻、對自己有養育之恩的父親，但短短三年便令他從一介壯年成了猶如臨

界退休、滿頭白髮的男人，當時的斯波可以說是為父親而活了，因為這樣的照護

勞動，幾乎剝奪了他的所有。 

 

因為身體病痛的折磨、因為怕不趕緊斷開照護的鎖鏈的話會拖累兒子，也因

為無法自力更生甚至還造成許多麻煩而生活得毫無尊嚴，斯波的父親在一次意識

清醒時親自拜託斯波了結其生命。生活失去光彩的斯波在執行父親心願後，投身

照護產業，因而看到了更多照護的黑暗面，所以斯波可以說是最了解社會現況、

熟知老人照護問題的人之一，同時也堅定了他認為執行「LOST CARE」是對的的

想法，因為這些遭遇，所以他在東窗事發後被稱做了「悲傷的殺人鬼」。從以上

可以看出照護責任對中下層階級家庭的身理或心理都造成的極大負擔，這也是為

何需要設立照護保險制度的原因。 

 

三、 社會福利與金錢利益的拉鋸 

 

(一) 政府──流氓莊家 

 

日本在西元 1970 年，65 歲以上老年人口所占總人口的比重已達到 7.1%，正

式成為老齡化國家，而 24 年後比重上升到 14%。
4
如此驚人的上升速度，政府勢

必要出面做些事來因應的，因此也就有了國民照護保險制度。政府所制定的照護

保險，是為了解決上述的社會問題，然其實對中下階層的家庭並不友善，畢竟在

市場機制操作下，就變得必須用錢來換取等值的照護，也就是政府只是把「照護」

帶到商業舞台上，不但能改革老人福利制度，也減輕了社會保險負擔。而佐久間

功一郎也曾分析說： 

 

從官員的立場來看，企業能夠有盈餘，就意味著有多餘的錢，因此，在處

理預算的時候，可能就覺得削減給付是理所當然。他們在自己開設的賭場

中，如果玩家開始贏錢，就變更規則，不給玩家籌碼，從企業這端來看，

官員們的舉措就像這種流氓莊家。5 

                                                       
4    王天鑫、劉起翰、宋悦，〈谈日本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发展沿革及对我国的启示〉，《遼寧師專

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 年第 5 期，2015 年 12 月，頁 1。 
5  葉真中顯著，張宇心譯，《失控的照護》，頁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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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WHO 推估，2025 年全球 65 歲以上銀髮族可望達七億人，也為銀髮產

業創造了 38 兆美元的商機，佐久間功一郎也曾提及日本個人金融資產有四成都

在銀髮族手中，也因為在老人照護這塊餅背後隱藏著這樣極大的商機，許多企業

紛紛開始搶食。但政府卻在民間照護機構越來越普及後，就開始進行法律的修正，

降低支付企業的照護報酬。為了維持營運，企業也不得不把成本轉嫁到消費者身

上或提高員工的工作量而薪資不漲，這是一個惡性循環，且企業鑽法律漏洞的違

法行為曝光後，一般人只會將矛頭指向企業卻不會去思索箇中原因，所以政府一

連串的改革是造成「黑洞」出現的主因，使企業不得不遊走在法律邊緣，也使本

就岌岌可危的中下階層家庭被排除在社會福利之外、負擔更大的金錢壓力，這也

是為何兇手最後選擇用最極端的方法──消失照護，以引起社會關注。 

 

(二) 照護機構──是夢想家還是野心家？ 

 

本書成書時間是在 2015 年，時空背景剛好可以對照在現實的日本社會。當

時日本剛脫離失落的二十年，新政府也提出三箭政策而廣受大眾期待，然而隨之

而來的增稅、通膨及貧富差距擴大，則重重地將人民從美夢中打醒。後來連年的

GDP 負成長使人們開始不信任政府，也不願意進行投資，就這樣成了惡性循環，

若要改變現狀，其中一個辦法就是「引入」一股新的錢流以灌注乾涸的金融市場。

這時候，就有人將腦筋動到上文所提及的──越來越多的老人身上，他們工作了

大半輩子又剛好出生在黃金年代，使這些銀髮族成了一個不容小覷的經濟體，然

而其中大多數都將錢財深鎖進銀行，與死錢無異。而隨著年紀漸大，首當其衝的

就是健康與照護問題，所以財團便瞄準這一點，成立照護機構以達成他們「促進

金錢循環、振興日本經濟」的夢想。 

 

很顯然，尚未經政府政令規範的老人照護是一塊大餅，森林集團大費周章地

改變自己旗下公司的型態就是為了能搶先在這塊處女地上紮根，一旦布局完成，

便極有可能完全壟斷市場。在生產的社會化發展過程中，自由競爭自然而然會引

起生產和資本的集中，當發展到一定階段以後，就會產生壟斷。可是市場壟斷會

造成市場競爭的消失，也就意味著消費者只能被迫接受壟斷企業控制的市場高價

格，最終導致消費者利益的損害。雖然完全的市場壟斷在現實經濟實踐基本是不

存在的，可是卻有助於我們思考，在企業家口沫橫飛闡述「帶動經濟」的夢想時，

其背後隱藏著不為人知的野心為何。原來對機構而言的夢想，在繳納金錢的勞動

者們眼中不過就是賺取錢財、將照護「商業化」的野心罷了。 

 

四、 名為「保險制度」的巨大黑洞 

 

(一) 在安全地帶與用自由換取基本生存的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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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森林花園這樣的單位，因為本就未依賴照護保險系統所以不會有為了維持

營運而違法的行為出現，即使母企業因為違法事件而受罰也不會受到影響。檢察

官大友秀樹的父親是個還算事業有成的男人，手上也握有不少不動產及股票，又

所幸其子是個耿直的人，使其能夠成為「安全地帶」中的一員、入住高等級的照

護中心。換句話說，也就是必須為富裕階級才有貽享天年而無後顧之憂的可能，

也不必擔心自己入住之老人之家會受到照護保險改革的影響。富裕階級可以如此，

那麼中下層階級呢？大友秀樹提到某個竊案判決結果時說： 

 

雖然是慣犯，但因為偷竊而判處三年有期徒刑，卻非一般慣例，這次是因

為情況特殊。這是被告川內枝的希望。「拜託盡量把我關在監獄裡越久越

好。」……「因為，社會沒有一個人肯幫我，在監獄裡，我還能活得比較

像個人。」6 

 

從老婦川內枝短短的話語中，可以感受到她對生活的絕望，沒有任何依靠的

她，因為是遊民、沒有固定住所而無法使用照護保險。生存權是基本人權，而「生

活保護」則是一種保障生存權的制度，但川內枝身為遊民甚至無法接受生活保護，

那這樣原用以保障弱勢族群生存權力的制度又有何用？國民照護系統、生活保護

制度，對川內枝而言，是挺直了腰桿、拉長了雙手，甚至快要整個人跌下更深的

黑洞裡也遠遠勾不著的「別人家的社會福利」，因此，在別人看來是懲罰、是懺

悔所在的監獄，對川內枝來說，卻是極樂天堂。 

 

既然對於在安全地帶及在黑洞邊緣的老人們，照護保險制度都不是可以依賴

的社會福利，那麼這項制度的堪用性就不高了，因為若要取得完好的照護就還是

必須砸下大量的金錢。因為照護被帶到了商業舞台，高階的老人照護機構林立、

低廉的照護機構得大排長龍，對真正需要幫助的家庭而言，良好的老人照護就像

是一條看的到而卻連摸也摸不到的救命繩，最後仍只能繼續背著沉重的壓力試圖

自食其力以爬出洞外。照護保險制度對社會的貢獻，就像斯宗波典所形容：「充

其量也就像是在燒紅的巨石上澆灌一杯水而已。」巨大的聲響過後，待煙霧散去，

留下來的還是那仍舊滾燙的巨石。 

 

(二) 熄滅理想的熱情，助長貪婪的魔手 

 

老人照護是近幾年新興的產業，無法被機器取代、工作機會也多，甚至可

說是相當缺乏人才的，但是真正投身於照護行業的人卻遠低於所需人數，尤其

在照護保險法改制後，許多民間照護機構為了降低成本，只得加重工作人員的

負擔，以至於工作環境越來越糟糕。工時長、薪水低、內容辛勞，便是老人照

                                                       
6  葉真中顯著，張宇心譯，《失控的照護》，頁 13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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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工作的最佳寫照。除此之外，在工作中遇到性騷擾的情況時，還得顧及對方

是行動不便的老人而先隱忍下來，這樣的「感情勞動」是服務業核心的一環，

當然老人照護也不例外。 

 

漥田由紀是一名懷抱著滿腔熱情也相當真摯地進行照護的照護工作員，因為

懷有熱情，所以對照護對象多少會有些關心，甚至會視作親人來照顧，但照護保

險法修訂後卻連「陪伴老人散步」都算是保險範圍外的服務，必須由受照護者自

行負擔費用，若是照護員提供免費服務便成了違法行為。就連這樣基本的陪伴都

是不被允許的，拒絕時只能看著老人家落寞的眼神卻愛莫能助，造成許多原懷有

熱忱的年輕照護員，像是由紀，發覺這並非自己理想中充滿愛與關懷的行業，反

成了既無法實現理想也無法賺大錢的痛苦來源，最終走向離職一路。 

 

商人利用老人照護來達成促進日本經濟的目的，然而還有另一種方式也是為

幫停止流動的死錢注入新生命──詐騙。在佐久間功一郎的眼裡，兩者只是方法

上的差異罷了，老人照護、存款詐欺，為了達成目的及將利益最大化，全都是不

擇手段，他甚至認為拿利用不安及羞恥的情境詐騙老人所獲得的金錢來幫助其他

人才是真正的「善」。在老人越來越多的社會中，詐騙也變得更加盛行，使得許

多勞苦大半輩子、好不容易存足了養老金，才要開始享福的老人們一夕之間又身

無分文了，無助及自責交織而成的痛苦撲向受害者們，形成另一個黑洞將受害者

吞噬。 

 

五、 結論 

 

佐久間功一郎曾對大友秀樹說：「在這個世界上，最赤裸裸的差距就是老人

的差距，特別是到了需要照護的老人之間差距非常殘酷。」所以有了大友的父親

與洋子的母親這樣的對比，但書中也刻劃了某部分有錢的老人是沒有真正的「親

人」的，甚至可能被背叛或被詐騙集團搜刮，也刻劃了沒錢又有病痛的老人蓄意

地犯罪，只為享受監牢完整的生存需求供應與照護。 

 

為何本書會命名為「失控」的照護呢？扶養比的提升導致照護壓力逐漸失

控，也成就了無數失控的居家照護悲劇，不夠完好的照護制度造成了像「LOST 

CARE」這樣的失控畸形產物。此書所顯示的照護保險制度下隱藏的巨大問題所

造成的黑洞也是我這次主要的問題意識，畢竟我們有一天都會老去，而屆時我

們可能是大友秀樹的父親得以安然養老，也可能成為往昔記憶逐漸褪色直至消

失的失智老人，而最不樂見的是成為兒女揮之不去的夢魘，所以究竟該如何在

臨終前都活得有意義且有尊嚴是現今老齡化社會重要的議題。 

 



 

7 
 

而老人照護這個行業，需要注入更多的年輕生命，但該如何使年輕人對這

個行業持續懷有熱情或不再抗拒呢？改善工作環境是必要的，給予照護工作員

更多的尊重及敬佩亦是。有些人，就像佐久間功一郎所說的「偽善者」，認為秉

持著無欲無私、竭盡心力為他人付出的精神才有資格成為照護服務員，但現實

中所有人都需要賺錢生活也都有自尊，所以若是連自己辦不到又有何資格去要

求他人？去關切照護工作員的工作環境及心境變化，並想辦法去改善才是可以

使「黑洞」逐漸縮小的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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