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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主要目的是：一、比較不同背景變項的銀髮族分別在生命意義、生活壓力及憂

鬱傾向的差異情形。二、探討銀髮族生命意義、生活壓力對憂鬱傾向的預測情形。本研究

是以中部地區 368 人之銀髮族為研究對象。所有的受試者均施以「銀髮族生命意義、生活

感受及情緒研究調查問卷」。所得資料以獨立樣本 t 考驗、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及多元逐步

迴歸分析進行統計驗證。研究結果如下：一、銀髮族在生命意義及整體表現方面屬於中等

程度；在生活壓力方面，以自我壓力感受最大；在憂鬱傾向方面，屬於重度憂鬱傾向。二、

女性在生命意義的得分高於男性。三、不同教育程度之銀髮族在生命意義、生活壓力有差

異存在。四、不同年齡之銀髮族在家庭壓力有差異存在。五、女性憂鬱傾向高於男性。六、

銀髮族的生命意義、生活壓力可部份預測其憂鬱傾向。本研究所發現之結果能對銀髮族之

生命意義、生活壓力及憂鬱傾向有更深一層的瞭解，期盼本研究能提供民眾、社會教育工

作者及政府政策擬定之參考，並能有益於銀髮族生活品質之提升。 

關鍵詞：性別、年齡、教育程度 

 

 

壹、緒論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十九世紀開始時，歐美先進國家已邁入老人國家之行

列，緊接著許多開發中的國家也面臨一樣的處境，當然也包

括臺灣在內。臺灣地區在 1993 年 9 月 65 歲以上老年人總人

口數已佔 7.2%，已正式邁入「老人社會」及「老人國」（行

政院內政部，1993），2011年 1月 65歲以上老年總人口數為

10.75%，而老年人口數仍在持續增加中，根據行政院經濟建

設委員會提供的資料顯示推估至 2017 年將超過 14%，即邁

入高齡社會。換句話說，也就是 2030 年，臺灣 5個人當中會

有一位大於 65歲的老年人，在未來老年人口急速增加，特別

是健康及長期照護需求更大情況下，銀髮族更需要身、心、

靈、社會文化層面的支持與關懷。當全球正面臨高齡化社會

全面衝擊之下，世界各國皆已注意到銀髮族其衍生老人相關

議題之急迫，由以上資料顯示國內人口結構高齡化之趨勢，

引發銀髮族人口相關種種問題，例如：銀髮族對生命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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詮釋、探究、日常生活壓力導致生理、心理、情緒、行為上

的異常表現，銀髮族憂鬱與自殺問題…等等，更需要政府機

關及民間團體投注更多的關懷與重視。 

生命隨著年齡漸漸老化，每一段的人生是否活出生命意

義，有些人希望人生精彩些，則有些人期盼人生與世無爭，

到底人生精彩好呢？還是平淡些好呢？我想，生命意義應該

不能就從以上觀點來下定論？生命意義不只是如此而已，人

很矛盾，在生命晚期，經常回憶過去，發現生命意義，在最

後的餘命檢視生命的意義與生命的目的，達到自我實現。為

什麼人要有生命意義與生命目的？生命意義可以找到與生俱

來的自然規律及外在世界的感知，如果能夠確立生命意義與

生命目的，應該會感到滿足。 

對銀髮族而言，生命意義與生命目的會受到許多生活改

變與挑戰，例如生理功能減退、角色及權力改變、社會關係

的改變等。而這些改變與衝突可以發現更多的生命意義與生

命目的，所以能夠在生命中掌握或自認為重要的人、事、物，

就是好的優質生活。學者認為銀髮族生命意義的提升，可以

促進銀髮族達到成功老化（唐存敏，2004；蔡坤良，2004）。

Takkinen and Ruoppila (2001) 指出，生命意義對銀髮族的重

要性遠勝過其他年齡群。因為生命意義是建立生活安適的基

礎，因此綜合上述研究證實生命意義對個體及銀髮族晚年生

活是很重要的。 

由上述研究方向得以了解及累積生命意義之重要，目前

的研究報告大多偏向銀髮族的身、心理疾病的影響，少數研

究報告是對於了解銀髮族晚年生活的生命意義，也因此希望

藉由此次研究，對於銀髮族生命意義有更深一層的了解，以

作為家人、社會教育工作者及政府政策擬定之參考，提昇銀

髮族面對晚年生活有更好的生活適應及生活品質。 

憂鬱成為全球性的重要健康議題 

研究者長期在長期照護機構服務，發現銀髮族問題多且

複雜，其中銀髮族生活壓力日趨嚴重，如角色改變、身心健

康改變、遷居、離婚、失業、經濟財務重大變化、社交活動

退縮、天災（921 大地震、納莉颱風）退休、喪偶、親人死

亡、家人離合等。而這些因素仍然無法避免這些問題的發生，

進而產生沮喪、焦慮、退縮、甚至嚴重得到憂鬱症或放棄生

命而自殺，這種現象時有所聞。長期以來，人們對健康的認

知，只認為不生病即是健康的狀態。其實在現在的社會中，

環境變遷快速，生活節奏加快且面臨日益激烈的競爭壓力，

各種身心疾病的產生已漸漸侵襲著我們而不自知，在這種情

況之下，無疑地與壓力有關的疾病與日俱增。 

王以仁（1997）認為長期的壓力反應對個體而言會產生

疾病，且一半以上與壓力有關。然而銀髮族也因為身體功能

逐漸衰退，容易引發情緒上的適應不良，更加容易產生退縮

及憂鬱情形，Craven (2000) 的研究顯示，在美國約有 15%老

年人口受憂鬱症狀所影響，而鄭惠信、史麗珠、謝瀛華、盧

成皆（1995）综合各研究結果發現臺灣老人憂鬱症之盛行率

為 16%到 26%，由上述可知銀髮族憂鬱症狀之盛行率，無論

在國內外均高，是值得重視的社會問題。2004世界衛生組織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預估在 2020 年患憂鬱

症、心血管疾病與愛滋病將成為本世紀的三大疾病，而銀髮

族較為迫切的課題則是憂鬱症和心血管疾病。本研究期盼將

近年來比較盛行的憂鬱症藉由本研究所得結果，提供給銀髮

族的研究者參考，使能有效地提升銀髮族的生活品質。 

二、研究目的 

根據上述之研究背景與動機，本研究以銀髮族為研究對

象，探討台灣中部地區銀髮族之生命意義、生活壓力及其憂

鬱傾向之關係。本研究之具體目的如下： 

（一）瞭解銀髮族生命意義、生活壓力及憂鬱傾向之現況。 

（二）比較不同背景變項的銀髮族分別在生命意義、生活壓

力及憂鬱傾向的差異情形。 

（三）探討銀髮族生命意義、生活壓力對憂鬱傾向的預測情

形。 

三、名詞解釋 

本研究相關重要名詞為：「銀髮族」、「生命意義」、「生活

壓力」、「憂鬱傾向」等作如下之概念性定義或操作性定義： 

（一）銀髮族：係指 55歲以上之老年人。依照國內勞動基準

法規定，勞工年滿 55歲者得以自請退休。又我國目前

高齡學習活動機構，如:長青學院、松年大學等招生都

是以 55歲為下限（黃富順，2004）。 

（二）生命意義：生命意義是指個人對生命的詮釋，也是一

種生命整個過程的存在目的及任務。本研究中的生命

意義是受試者在「生命意義量表」的得分表示之。本

量表將銀髮族的生活意義分為六個構面，包括求「求

意義的意志」、「存在盈實」、「生命目的」、「苦難接受」、

「死亡接納」與「生命控制」。 

（三）生活壓力：生活壓力是指遭遇環境中的一切人、事、

物相關之生活事件，經由主觀認知後，其所知覺的困

擾程度。壓力在日常生活中無所不在，並且對個人的

影響是全身性的。在本研究是以受試者在「生活壓力

量表」的得分表示之。本量表將銀髮族的生活壓力分

為五個構面，包括「工作壓力」、「自我壓力」、「家庭

壓力」、「社會壓力」與「經濟壓力」。 

（四）憂鬱傾向：憂鬱傾向是指情緒低落、沮喪、悲傷、消

沉、無望、無價值感，甚至會感覺自己對生活無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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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及對外界刺激無顯著反應的一種憂鬱徵候與症狀。

本研究是以受試者在「美國流行病學研究中心憂鬱量

表」的得分表示之。 

貳、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是以台灣中部地區（彰化縣、台中市、南投縣）

55歲（含）以上銀髮族為母群體。採立意取樣，選取中部地

區符合選樣條件的醫院工作人員、工作人員家屬、醫院看診

病患及家屬、一般社區民眾為研究對象。發放問卷 400 份，

回收問卷 391份，其中有效問卷 368 份，有麥回收率為 92%。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所使用之研究工具「銀髮族問卷」內容包含有個

人基本資料、生命意義量表、生活壓力量表、憂鬱量表。茲

分別說明如下： 

（一）個人基本資料：根據研究目的，個人基本資料部分包

括性別、年齡、教育程度等部份。其中年齡部分共分

為：55歲、56-60歲、61-65歲、66-70歲、70歲以上。

教育程度則分為：小學（含）以下、國中（初中）、高

中（職）、大專（含）以上。 

（二）生命意義量表：本研究參考何英奇（1990）編製的「生

命態度剖面圖」重新編製量表。本量表分為「求意義

的意志」、「存在盈實」、「生命目的」、「苦難接納」、「死

亡接納」、「生命控制」六個構面，本量表共有 33 題，

計分方式是採 Likert 式五點量表計分，受試者可以依

據個人的實際感受予以勾選。其計分方式為：非常同

意 5分至非常不同意 1分，其中第 10到 17題、32到

35 題皆為反向計分的題目，將 33 題的選擇分數相加

即受試者的總分。 

由於此量表當時編製的對象為我國大專生，但本研究的

對象是 55歲以上的銀髮族，因此本研究重新進行信度及效度

的考驗。在進行效度考驗時，本研究是用探索性因素分析，

以主成份分析抽取因素，並以直交法進行轉軸。本量表原先

有 35 題，在第一次因素分析後，發現第 9 和第 26 題沒有落

在原來的構面中，因此予以刪除，並再進行第二次的因素分

析。第二次的因素分析，所有各題均落在原始的構面中。 

表一 生命意義量表的因素分析結果 

題號 
因素一 

(求意義的意志) 

因素二 

(存在盈實) 

因素三 

(生命目的) 

因素四 

(苦難接受) 

因素五 

(死亡接納) 

因素六 

(生命控制) 

特徵值 12.61 3.79 2.05 1.72 1.26 1.12 

解釋變異量 36.03％ 10.82％ 5.86％ 4.91％ 3.60％ 3.18％ 

累積解釋的變異量                64.40％ 

 

由表一的結果得知，六個因素累積解釋的變異量共達

64.40％，符合效度的要求。其次，本量表在進行信度考驗時，

以內部一致性進行信度考驗，六個因素所得的 Cronbach α值

分別為：求意義的意志 0.91，存在盈實 0.90，生命目的 0.91，

苦難接受 0.80，死亡接納 0.81，生命控制 0.74。由這六個因

素的 Cronbach α值來看，此量表是具有可接受的信度。 

（三）生活壓力量表：本研究所主張的生活壓力是參考呂岳

霖（2005）「生活壓力量表」編製而成的量表。此量表

將銀髮族的生活壓力分為五個構面，包括「工作壓

力」、「自我壓力」、「家庭壓力」、「社會壓力」與「經

濟壓力」。 

此量表是採 Likert 式五點量表計分，分為「非常不符

合」、「不符合」、「有點符合」、「符合」、「非常符合」等五個

等級，受試者以自己半年來的實際經驗填答，就量表內的常

見壓力事件，依照他們對自己產生的困擾程度，填選出適當

的答案。量表的計分方式為：由「非常不符合」、「不符合」、

「有點符合」、「符合」、「非常符合」分別給予 1、2、3、4、

5分，將 19題的選擇分數相加即受試者的總分，分數愈高代

表生活壓力對自己影響程度愈大。 

由於本研究使用此量表的對象為 55歲以上的銀髮族，因

此本量表需要重新進行其信度及效度。本研究是以探索性因

素分析進行效度考驗，以主成份分析抽取因素，並以直接法

進行轉軸。第一次因素分析結果發現第 13、14、19並未落在

原先的構面中，因此予以刪除，並再做第二次的因素分析，

所得結果如表二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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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生活壓力量表的因素分析結果 

題號 
因素一 

(工作壓力) 

因素二 

(自我壓力) 

因素三 

(家庭壓力) 

因素四 

(社會壓力) 

因素五 

(經濟壓力) 

特徵值 8.14 2.93 1.64 1.13 1.10 

解釋變異量 37.00％ 13.34％ 7.47％ 5.11％ 5.01％ 

累積解釋變量                      67.92％ 

 

由表二的結果得知，五個因素累積解釋的變異量共達

67.92％，符合效度的要求。其次，本量表在進行信度考驗時，

以內部一致性進行信度考驗，五個因素所得的 Cronbach α值

分別為：工作壓力 0.89，自我壓力 0.87，家庭壓力 0.75，社

會壓力 0.82，經濟壓力 0.84。由這五個因素的 Cronbach α值

來看，此量表是具有可接受的信度。 

（四）憂鬱傾向量表：本研究採用美國流行病學研究中心憂

鬱量表 (Center for Epidemiological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s, CES-D) 原始由 Radloff (1977) 所發展，由鄭泰

安（1985）翻譯為中文版量表，本量表共有 20題，以

四點量表計分法來評估憂鬱症狀，其中第 4、8、12、

16題為反向題，計分時需將分數依序轉為 3、2、1、0

分。本量表的作答方式是詢問受訪者過去一星期內，

是否有量表所陳述的感覺或行為，依其症狀之發生的

頻率給予 0-3 分，0 分表示很少或不曾發生（每週少

於一天）、1分表示偶爾發生（每週 1-2）、2分表示經

常發生（3-4 天）、3 分表示幾乎天天發生（每週 5-7

天），總分為 60分，15分以上表示有憂鬱困擾，分數

愈高表示憂鬱程度愈高，0-15 分表示未有憂鬱，16-20

分輕度憂鬱，21-30分為中度憂鬱，大於 30分則為重

度憂鬱。 

三、資料處理 

本研究以次數分配、百分比來了解各樣本屬性的分佈情

形，以平均數、標準差，來了解銀髮族生命意義、生活壓力

與憂鬱傾向的現況。以獨立樣本 t 考驗及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比較不同背景變項的銀髮族在生命意義、生活壓力、憂鬱傾

向是否有差異。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達顯著水準，則以薛費

法 (Scheffe’ method) 進行事後比較。以多元逐步迴歸分析探

討臺灣中部地區銀髮族生命意義及生活壓力對憂鬱傾向的預

測情形。 

參、結果 

一、受試者基本資料分析 

以有效回收問卷為依據，分析各背景變項的人數、百分

比。其中在性別部分，男性有 187 人 (50.82%)，女性有 181

人 (49.18%)。在年齡方面，55 歲者人數有 35 人 (9.51%)，

56-60歲有 151人 (41.03%)，61-65歲有 77人 (20.92%)，66-70

歲者有 39 人 (10.60%)，70 歲以上者有 66 人 (17.93%)。在

教育程度方面，小學（含）以下有 141 人 (38.32%)，高中（職）

有 84人 (22.83%)，初中（國中）有 75人 (20.38%)，大專（含）

以上有 68人 (18.48%)。 

二、不同背景變項的銀髮族在生命意義、生活壓力及憂

鬱傾向的差異比較 

（一）不同性別的銀髮族在生命意義、生活壓力及憂鬱傾向

之差異，結果如表三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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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不同性別的銀髮族在生命意義、生活壓力及憂鬱傾向的差異比較 

變項 組別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p值 

生 

命 

意 

義 

求意義的意志 
男 187 28.33 5.31 

-0.13 .900 
女 181 28.40 5.66 

存在盈實 
男 187 30.24 6.25 

0.36 .721 
女 181 30.01 5.79 

生命目的 
男 187 28.49 4.95 

-0.91 .361 
女 181 28.97 5.01 

苦難接受 
男 187 10.85 2.03 

-1.02 .307 
女 181 11.06 1.92 

死亡接納 
男 187 13.43 3.36 

0.74 .458 
女 181 13.18 3.12 

生命控制 
男 187 6.50 1.43 

-0.03 .972 
女 181 6.50 1.51 

生

活 

壓

力 

工作壓力 
男 187 9.72 3.81 

-1.63 .105 
女 181 10.37 3.84 

自我壓力 
男 187 15.36 3.85 

-1.44 .151 
女 181 15.94 3.89 

家庭壓力 
男 187 10.25 2.90 

 -2.01* .046 
女 181 10.84 2.72 

社會壓力 
男 187 8.04 2.60 

0.56 .574 
女 181 7.90 2.43 

經濟壓力 
男 187 8.26 2.58 

-1.94 .053 
女 181 8.82 2.97 

憂鬱傾向 
男 187 44.34 7.30 

-0.47 .640 
女 181 44.70 6.73 

*p<.05 

 

由表三的結果得知，其中只有家庭壓力一項達顯著水

準，女性銀髮族的得分高於男性銀髮族（10.84 vs. 10.25），

其餘各項則無差異存在。 

本研究顯示銀髮族在生活壓力中女性比率高於男性，與

蔡永欽（2007）的研究結果不相同。他們指出不同性別的高

齡者，對生活壓力而言，沒有顯著差異。其原因可能是生活

壓力主要來源在工作及家庭，多無工作上的壓力，因而整體

感受到較低的生活壓力。另外，可能因研究生活壓力各層次

不同，所以可能得到不同的研究結果。另外，銀髮族在憂鬱

傾向中女性的憂鬱比率較男性高，與呂淑妤、林宗義（2000）

的研究結果相同。他們的研究對象為 65歲以上的老人，結果

發現女性得到憂鬱風險較男性高。近年來女性扮演角色越來

越多重，根據流行病學資料顯示，女性罹患憂鬱症的比率是

男性的二倍。研究者認為過去的教養方式被要求順從、依賴，

所以此種方式容易造成女性比較懦弱、沒自信。另外，也有

學者指女性求助行為比男性高，相對的男性即使有憂鬱症

狀，也可能被忽略。這些因素都有可能導致女性罹患憂鬱症

的比率高於男性的原因。 

（二）不同年齡的銀髮族在生命意義、生活壓力及憂鬱傾向

的差異比較 

以下分別就生命意義、生活壓力及憂鬱傾向三個變項分

別做不同年齡的差異比較。表二是不同年齡的銀髮族在生命

意義的描述統計表變異數分析摘要表，表三不同年齡銀髮族

在生命意義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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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不同年齡的銀髮族在生命意義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變項 組別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值 t 值 

求意義 

的意志 

55歲  35 30.09 4.93 6.50* .001 

56-60歲 151 29.33 5.37   

61-65歲  77 28.00 4.90   

66-70歲  39 28.38 5.12   

70歲以上  66 25.67 5.95   

存在 

盈實 

55歲  35 31.86 5.19 3.00* .019 

56-60歲 151 30.83 5.75   

61-65歲  77 29.55 6.52   

66-70歲  39 30.08 6.31   

70歲以上  66 28.30 5.88   

生命 

目的 

55歲  35 30.17 4.87 3.35* .010 

56-60歲 151 29.36 5.13   

61-65歲  77 28.48 4.88   

66-70歲  39 28.18 4.46   

70歲以上  66 27.11 4.73   

苦難 

接受 

55歲  35   11.20 1.75 0.28 .893 

56-60歲 151 11.00 2.03   

61-65歲  77 10.84 1.93   

66-70歲  39 10.97 1.87   

70歲以上  66 10.83 2.11   

死亡 

接納 

55歲  35 12.97 2.92 0.54 .705 

56-60歲 151 13.19 3.25   

61-65歲  77 13.16 3.36   

66-70歲  39 13.64 3.25   

70歲以上  66 13.71 3.28   

生命 

控制 

55歲  35 6.74 1.42 1.04 .386 

56-60歲 151 6.60 1.48   

61-65歲  77 6.42 1.59   

66-70歲  39 6.54 1.23   

70歲以上  66 6.23 1.44   

*p<.05 

 

由表四的結果得知，在生命意義中，求意義的意志、存

在盈實、生命目的這三項的差異達顯著水準，進一步以薛費

法做事後比較。結果顯示，55歲組和 56-60歲組在求意義的

意志的得分高於 70歲以上組，其餘各組則無差異。在存在盈

實方面，其事後比較顯示任何兩組均無差異存在。在生命目

的方面，56-60歲組的得分高於 70歲以上組。 

本研究顯示銀髮族在生命意義中不會因年齡的不同而在

生命意義中有所差異，與 Baum and Stewart (1990) 的研究結

果不相符，其原因可能與研究領域不同有關。本研究者認為

每個年齡層所著重的生命意義與生命目的不同，同時也會因

個體的差異而對生命意義有著不同的重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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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不同年齡的銀髮族在生活壓力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變項 組別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值 t 值 

工作 

壓力 

55歲  35 11.37 4.26 9.91* .001 

56-60歲 151 10.77 3.54   

61-65歲  77 10.21 4.02   

66-70歲  39 9.74 3.57   

70歲以上  66 7.64 3.16   

自我 

壓力 

55歲  35 15.60 3.70 0.39 .818 

56-60歲 151 15.42 3.70   

61-65歲  77 15.61 3.50   

66-70歲  39 16.21 4.39   

70歲以上  66 15.88 4.49   

家庭 

壓力 

55歲  35 10.91 3.00 0.52 .725 

56-60歲 151 10.48 2.69   

61-65歲  77 10.71 2.63   

66-70歲  39 10.69 3.54   

70歲以上  66 10.20 2.82   

社會 

壓力 

55歲  35 8.20 2.01 1.44 .220 

56-60歲 151 8.09 2.54   

61-65歲  77 8.14 2.46   

66-70歲  39 8.08 2.91   

70歲以上  66 7.30 2.47   

經濟 

壓力 

55歲  35 9.54 2.66 4.14* .003 

56-60歲 151 8.62 2.72   

61-65歲  77 8.71 2.86   

66-70歲  39 8.85 3.02   

70歲以上  66 7.42 2.51   

*p<.05 

 

表五是不同年齡的銀髮族在生活壓力之變異數分析摘要

表。由五的結果得知，在生活壓力中，工作壓力、經濟壓力

這二項的差異達顯著水準。進一步以薛費法做事後比較，結

果顯示，55 歲組、56-60 歲和 61-65 歲組在工作壓力的得分

高於 70歲以上組，其餘 66-70歲組則無差異。在經濟壓力方

面，55歲組在經濟壓力的得分高於 70歲以上組。 

本研究顯示：黃正平(2011)指出一個人對壓力適應之強

弱影響因素很多，而年幼者及老年人適應能力較一般成人

差。研究者認為 55-65 歲此階段的銀髮族尚未從職場上退

休，仍繼續工作，而現今社會伴隨著經濟、工作競爭，負擔

父母及子女教育費用加重，且生活水準明顯提高，而這些改

變都會造成生活上某種程度的壓力。 

表六 不同年齡的銀髮族在憂鬱傾向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變項 組別 人 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值 t 值 

憂鬱 

傾向 

55歲  35 45.11 8.47 0.82 .520 

56-60歲 151 43.73 6.12   

61-65歲  77 44.90 7.09   

66-70歲  39 45.38 8.21   

70歲以上  66 44.98 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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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是不同年齡銀髮族在憂鬱傾向之變異數分析摘要

表，由表六的結果得知，不同年齡之銀髮族在憂鬱傾向中，

66-70歲組得分高於 55歲組；55歲組得分高於 70歲以上組；

70歲以上組得分高於 61-65歲組；61-65歲組得分高於 56-60

歲組。本研究結果發現與呂淑妤、林宗義（2000）的結果不

相同。呂淑妤與林宗義的研究結果顯示各年齡組在憂鬱傾向

方面並無差異，其研究對象中，65-74 歲佔 39.4%、75-84 歲

佔 51.46%、85 歲以上佔 9.3%。由於其研究對象年齡比本研

究的受試者要高，是否因為受試者年齡的差別而得到不同的

結果，未來可再進一步探討。 

（三）不同教育程度的銀髮族在生命意義、生活壓力及憂鬱

傾向的差異比較 

表七 不同教育程度的銀髮族在生命意義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變項 組別 人 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值 t 值 

求意義 

的意志 

小學(含)以下 141 26.48 5.37 14.75* .001 

初中(國中) 75 28.80 5.42   

高中職 84 28.60 4.95   

大專(含)以上 68 31.51 4.85   

存在 

盈實 

小學(含)以下 141 28.83 5.61 12.28* .001 

初中(國中) 75 30.49 5.91   

高中職 84 29.06 6.20   

大專(含)以上 68 33.72 5.31   

生命 

目的 

小學(含)以下 141 27.19 4.74 14.47* .001 

初中(國中) 75 28.53 4.49   

高中職 84 29.01 5.09   

大專(含)以上 68 31.76 4.49   

苦難 

接受 

小學(含)以下 141 10.67 1.86  5.06* .002 

初中(國中) 75 10.87 1.85   

高中職 84 10.85 1.99   

大專(含)以上 68 11.76 2.14   

死亡 

接納 

小學(含)以下 141 12.95 3.33  3.40* .008 

初中(國中) 75 12.77 3.10   

高中職 84 13.49 3.24   

大專(含)以上 68 14.40 2.99   

生命 

控制 

小學(含)以下 141 6.35 1.47  3.31* .020 

初中(國中) 75 6.35 1.39   

高中職 84 6.50 1.55   

大專(含)以上 68 6.99 1.37   

*p<.05 

表七是不同教育程度的銀髮族在生命意義之逃避摘要

表，由表七的結果得知，在生命意義中，求意義的意志、存

在盈實、生命目的、苦難接受、死亡接納、生命控制這六項

的差異皆達顯著水準。進一步以薛費法做事後比較，結果顯

示，小學（含）以下組在求意義的意志的得分低於其他三組

別。初中（國中）組在求意義的意志的得分高於小學（含）

以下組，得分低於大專（含）以上組。高中職組在求意義的

意志的得分高於初中（國中）以下組，得分低於大專（含）

以上組。在存在盈實、生命目的方面，小學（含）以下組、

初中（國中）組和高中職組的得分低於大專（含）以上組。

在苦難接受方面，小學（含）以下組和高中職組的得分低於

大專（含）以上組，初中（國中）組則無差異。在死亡接納

方面，小學（含）以下組和初中（國中）組的得分低於大專

（含）以上組。在生命控制方面，小學（含）以下組的得分

低於大專（含）以上組，其餘二組則無差異。 

本研究顯示教育程度在生命意義中在大專（含）以上的

銀髮族其自我實現高於初中（國中）、高中職及小學（含）以

下的銀髮族，可能是因為教育程度較高的銀髮族能夠確立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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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目標與使命，並勇於追求，所以在生命意義方面表現比

教育程度低的銀髮族來得高。本研究與賴昆宏（2006）的結

果相似。 

表八 不同教育程度的銀髮族在生活壓力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變項 組別 人 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值 t 值 

工作 

壓力 

小學(含)以下 141 9.49 3.77 3.26* .022 

初中(國中) 75 11.15 3.65   

高中職 84 10.19 4.08   

大專(含)以上 68 9.78 3.66   

自我 

壓力 

小學(含)以下 141 16.01 4.00 1.53 .207 

初中(國中) 75 15.63 3.48   

高中職 84 15.74 4.14   

大專(含)以上 68 14.79 3.63   

家庭 

壓力 

小學(含)以下 141 11.01 2.93 4.49* .004 

初中(國中) 75 10.65 2.66   

高中職 84 10.48 2.91   

大專(含)以上 68 9.51 2.43   

社會 

壓力 

小學(含)以下 141 7.90 2.56 0.29 .835 

初中(國中) 75 8.15 2.43   

高中職 84 8.06 2.67   

大專(含)以上 68 7.81 2.35   

經濟 

壓力 

小學(含)以下 141 8.61 2.88 1.64 .179 

初中(國中) 75 9.00 2.51   

高中職 84 8.45 3.07   

大專(含)以上 68 7.99 2.45   

*p<.05 

表八是不同教育程度的銀髮族在生活壓力之變異數分析

摘要表，由表八的結果得知，在生活壓力中，工作壓力、家

庭壓力這二項的差異皆達顯著水準。進一步以薛費法做事後

比較，結果顯示，小學（含）以下組在工作壓力的得分低於

初中（國中）組，其餘二組則無差異。在家庭壓力方面，小

學（含）以下組的得分低於大專（含）以上組。 

本研究顯示教育程度對於銀髮族整體生活壓力中，工作

壓力、家庭壓力有差異存在，與邱天助（2002）的看法相似。

邱天助認為老年人教育程度較高者，呈現比較自信，其生活

適應較佳，生活壓力較輕。 

 

表九 不同教育程度的銀髮族在憂鬱傾向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變項 組別 人 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值 t 值 

憂鬱 

傾向 

小學(含)以下 141 45.27 7.11 2.27 .080 

初中(國中)  75 44.05 6.58   

高中職  84 45.05 8.31   

大專(含)以上  68 42.75 5.07   

 

表九是不同教育程度之銀髮族在憂鬱傾向的變異數分析

摘要表，由表九的結果得知，銀髮族在憂鬱傾向得分平均數

中，小學（含）以下組的憂鬱傾向得分高於高中職組；高中

職組的得分高於初中（國中）組；初中（國中）組的得分高

於大專（含）以上組。 

本研究顯示銀髮族在憂鬱傾向中，教育程度愈高，其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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鬱情緒愈低。呂淑妤、林宗義（2000）的研究發現教育程度

愈低者，其憂鬱情緒愈高。韓玉蘭（2004）的研究亦指出，

憂鬱症狀會因教育程度不同而有所差異，其中未受教育者憂

鬱症狀較嚴重。但謝宜芳（2008）的研究結果卻指出教育程

度與憂鬱無關。本研究和上述三個研究的研究對象均是老年

人，所得結果是比較傾向教育程度越高，其憂鬱情緒越低。 

三、銀髮族的生命意義、生活壓力對憂鬱傾向的預測情

形 

（一）銀髮族的生命意義對憂鬱傾向的預測 

為了解生命意義對憂鬱傾向的預測力，乃以多元逐步迴

歸分析進行統計分析，所得結果如表十所示。 

表十 生命意義預測憂鬱傾向的多元逐步迴歸分析摘要表 

選入 

順序 
預測變項 

原始分數 

迴歸係數 

標準分數 

迴歸係數 

累積決定 

係  數 

決定係數 

增 加 量 
t 值 p值 

1. 存在盈實 -0.45 -0.39 0.31  -7.96* .001 

2. 求意義的意志 -0.28 -0.22 0.35 0.04 -4.83* .001 

3. 死亡接納 -0.40 -0.18 0.38 0.03 -4.07* .001 

 截 距  71.38      

*p  .05 

由表十的結果得知，存在盈實是第一個投入預測模式的

預測變項，此變項可預測憂鬱傾向的變異量達 31％。其後，

求意義的意志及死亡接納也達到預測憂鬱傾向的顯著水準，

這三個變項對憂鬱傾向的變異量的聯合預測力可達 38％。由

上述結果可知，銀髮族的生命意義對憂鬱傾向之重要預測變

項為：存在盈實、求意義的意志、死亡接納。施紅朱（2006）

認為當個體知覺感受自己的生命具有意義時，面對生命中的

挫折時，皆能渡過。陳姿臻（2009）的研究結果指出，生命

意義與生活壓力有正相關存在。由上述文獻可見，生命意義

對於憂鬱傾向的確是有影響力存在。 

（二）銀髮族的生活壓力對憂鬱傾向的預測 

表十一 生活壓力預測憂鬱傾向的多元逐步迴歸分析摘要表 

選入 

順序 
預測變項 

原始分數 

迴歸係數 

標準分數 

迴歸係數 

累積決定 

係  數 

決定係數 

增 加 量 
t 值 p值 

1. 家庭壓力 0.85 0.34 0.21  5.86* .001 

2. 自我壓力 0.21 -0.22 0.22 0.01 2.15* .032 

3. 經濟壓力 0.28 -0.18 0.23 0.01 2.08* .039 

 截 距  29.83      

*p  .05 

由表十一的結果得知，第一個投入的預測變項是家庭壓

力，可解釋憂鬱傾向 21％的變異量。自我壓力和經濟壓力對

憂鬱傾向的預測也達顯著水準。這三個變項對憂鬱傾向變異

量的聯合預測力共達 23％。由上述結果可知，銀髮族的生活

壓力對憂鬱傾向之重要預測變項為：家庭壓力、自我壓力、

經濟壓力。翁素月（2003）以門診憂鬱症患者為研究對象，

結果發現患者的憂鬱程度與生活壓力有正相關。趙守箴

（2005）以已婚婦女為研究對象，結果也發現是生活壓力與

憂鬱傾向為正相關。 

 

 

肆、結論 

一、結論 

综合本研究之研究發現，歸納出本研究的結論，以作為

提出建議之依據，敘述如下：（一）台灣中部地區 55 歲以上

銀髮族在生命意義現況方面，整體表現屬於中等程度；在生

活壓力現況方面，以自我壓力感受最大；在憂鬱傾向現況方

面，屬於重度憂鬱傾向。（二）台灣中部地區 55 歲以上銀髮

族的女性生命意義高於男性。不同教育程度之銀髮族在生命

意義、生活壓力，有差異存在。不同年齡之銀髮族在家庭壓

力具有差異存在。女性的憂鬱傾向高於男性。（三）台灣中部

地區 55歲以上銀髮族生命意義愈高，其生活壓力與憂鬱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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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低；生活壓力愈高，其憂鬱傾向愈嚴重。（四）台灣中部地

區 55歲以上銀髮族的生命意義、生活壓力可部份預測其憂鬱

傾向。 

二、研究結果應用的建議 

（一）對銀髮族的建議 

根據研究結果發現，銀髮族在生命意義中已能確立自己

的整體生命意義與生命目的，同時也能夠掌握自我生命價值

及生活任務，現階段的生活目標應該要維持生理、心理及靈

性各方面的健康狀態，更追求生命意義的提升，可以對晚年

生活有更好的生活品質及生活適應。在生活壓力的家庭壓力

分量表中及憂鬱傾向量表的總分，銀髮族女性得分皆高於銀

髮族男性，可見銀髮族女性在日常生活所承受的壓力及憂鬱

困擾相對較大，當然可能要歸咎在中國傳統的社會中，女性

主要活動範圍在家庭，自元、明朝以來，理學強調三重四德

的倫理，女性在個人生活、婚姻、家庭及社會風氣方面都受

到極大的束縛及影響，隨著時代家庭結構及社會角色改變，

因此，在此部份女性需要更多的調適與接受，同時更需要家

人多一點的關懷與支持，彼此相互學習及正向態度面對未

來，從中得到壓力及憂鬱困擾的排解。 

（二）對相關單位的建議 

建立早期預防和治療的社區心理衛生輔導與諮詢部門及

增加多元性的關懷服務據點，並發展銀髮族心理衛生的政策

目標，藉由以上有效的公共政策及健康服務系統，使得銀髮

族得到有效且連續性的照顧服務。老年憂鬱症往往被忽略正

確的診斷與治療及個人缺乏正確知識與適當的協助，讓憂鬱

症狀愈來愈嚴重，在出現憂鬱症狀時，應帶家中長者至精神

科或老年專科接受適當的治療，因此早期發現及早期治療，

相信可以提升銀髮族的生活品質，進而降低照顧者的負荷及

醫療資源浪費。 

三、未來研究的建議 

（一）在研究對象方面，本研究以臺灣中部地區 55歲以上銀

髮族為對象，對其他地區並未進行研究，未來研究上

可擴及至台灣其他地區進行比較。在選樣條件是選取

符合中部地區的醫院工作人員、工作人員家屬、醫院

看診病患及家屬、一般社區民眾為研究對象，因此受

試者本身容易為工作關係而產生合理化的作用，進而

造成結果之偏差，未來選樣條件可以更加明確，使其

測量結果更精準更具有價值。而銀髮族的分類如能加

入獨居、低收入戶、身心障礙等，或許更能進一步分

析銀髮族生命意義、生活壓力及憂鬱傾向。 

（二）在研究變項方面，本研究以個人基本資料之性別、年

齡及教育程度為自變項，研究變項有生命意義、生活

壓力及其憂鬱傾向，未來可加入人格特質及因應行為

之因素，進一步探討銀髮族影響生命意義、生活壓力

及其憂鬱傾向的重要預測因子。在研究工具方面，本

研究是參考學者的大專學生生活壓力量表所編制而

成，未來可以針對銀髮族之特性，進一步發展出適合

銀髮族生活壓力量表來進行施測，如此可以使研究的

結果更具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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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s of this study were: 1.to compare the differences of life meaning, life pressure 

and depression tendency for the elderly with different background, and 2. to explore the 

prediction of life meaning and life pressure to depression tendency. There were 368 elderly 

drawn from the central Taiwan. as the subjects. All the subjects were administered by 

“questionnaire of life meaning, life pressure, and depression tendency”. The collected data were 

analyzed by independent sample t test, one-way ANOVA, and multiple stepwise regression 

analysis. The results were as follows: 1. Life meaning and overall performance was in 

intermediate r level for the elderly; in the respect of life pressure, the score of self-pressure was 

the highest; in the respect of depression tendency, the elderly had serious tendency. 2. The score 

of life meaning of female elderly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male elderly. 3. There were differences 

of life meaning, life pressure, and depression tendency of the elderly with different educational 

degree. 4..There was difference of family pressure for the elderly with different ages. 5. The 

score of depression pressure of female elderly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male elderly. 6.Life 

meaning and life pressure, could partly predict depression tendency for the elderly.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could help us to understand life meaning, life pressure, and depression more. We 

hope the study could provide some references for the common people, social education workers, 

and government in the policy drafting, and to be beneficial to promote life quality for the 

elderly. 

Keywords: sex, age, educational degre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