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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前文可見，虐待長者的原因有多樣，那麼應如
何防止和減少虐老的事件發生呢？最重要的是教育，
並且是從小的教育，不僅不能對長者有身體和言語上
的傷害，更重要的是感恩長者特別是父母對我們的養
育和心血。這是家庭教育非常重要的一個內容。

成人保護服務 加強長者關心
除此以外，公共宣傳和社區教育也非常關鍵。另

外也包括對潛在受害者和虐待者的篩查，對照護者
給予支持和干預，包括進行癡呆症問題、長者護理
課程培訓等。社區支援也是不可少的一方面，社區
可以提供成人保護服務，社工和社區組織可以進行
家庭探訪和干預防止等行動，加強對長者的關心。

借鑒外國經驗 推行「反虐老」
國外的經驗也是我們推行反虐老十分寶貴的參考

資料。面對日益嚴峻的虐老社會問題，一些發達國家
對此有着相對完備的保障體系。如日本已於2006年4
月起實施《老年人虐待防止法》，並於同年開始調查
長者受虐待情況。該法規定鄰人或其他人發現虐待行
為時，有義務報告地方行政機構福利部門。
在美國，如果發生虐待長者的情況，法庭可以進

行干預。如有虐待長者的情況發生，不管是身體虐

待、經濟虐待，還是精神虐待，法庭以及各州的長
者保護服務機構可以介入，代表長者尋求救濟。此
外，其他一些發達國家在保護長者權益方面也有着
較為完善的規定。如在法國，成年子女必須給沒有
經濟來源的父母提供生活資助，否則將會面臨罰
款，甚至坐牢。
從國外防範虐老的情況來看，至少有3點值得借
鑒參考：一是應當注重長者權益保護不僅在物質
上，還應當包括精神上的保障；二是要擴大長者維
權的管道，當老年人受到虐待時，有更多機構和部
門可以高效率的提供幫助；三是還要加大對虐待行
為的處罰力度，以起到教化和懲戒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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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據上文和內地刑法，指出虐待長者如何處罰虐待罪？

2.承上題，指出虐待長者的成因。分4方面簡要說明。

3.參考上文並就你所知，你認為長者自身的健康和脾性對照顧者有何影響？

4.有人認為，「老年人自殺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缺乏社會、精神和情感上的關懷」，你
在多大程度上同意這一說法？

5.你認為政府應該採取哪些措施防止虐老的情況發生？解釋你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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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谷區的兩位長者
有三子一女，老兩口
一直同大兒子郭某夫
婦生活在一起。鄰居
譚大爺說，郭家經常

會有爭吵聲，老兩口的日子過得很
不易：「以前幹得動的時候，天天
去兒子的地裡幹活兒。老了，天天
挨打挨罵，吃喝都成問題。」郭家
老大一家已搬進新房，但父母此前
租的房子到期，他們又不允許老人
住新房，兩位老人無家可歸。經調
解，老兩口被安置在郭家老大正房
下方重新搭建的門房裡，「到死也
沒住過正屋」。徐老太的妹妹表
示，事發當天晚9點半左右，姐姐
哭着給她打電話說：「沒有人待
見，沒有人管，我們不想活了。」
當夜12點左右，親戚們趕到徐老太
家中，老兩口已經斷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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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育下一代感恩
2.篩查潛在受害者
3.加強社會支援

背景：
虐待長者的行為在內地和國
外頻發生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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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慧

原因

1.長者健康脾性
或成反作用

2.家庭規模縮小
限制養老能力

3.缺乏社區幫助
長者倍感孤單

4.缺乏尊老意識
提升虐老可能

借鑒

1.注重精神保障
2.擴大維權管道
3.加大處罰力度

虐待長者

子女須盡孝子女須盡孝

「烏鴉反哺」、 「羔羊跪
乳」等成語說明了動物也有感

恩父母的養育之情，何況我們？現代社會強
大的工作和生活壓力，容易讓很多成年人投
入於事業而忽略了生育養育自己的父母，受
之於父母總是被認為是天經地義的事情。然
而，如果沒有父母，哪來我們自己的人生？
很多人因為不懂孝順，加上家庭糾紛，更產
生虐待父母、長者的行為。但事實上，虐待
長者是觸犯法律的行為，甚至會構成犯罪。
當今社會長者問題確實已經成為一個社會

問題，除了需要社會的關注，更重要也是更
直接的是每一個子女對家人的愛心。父母其
實要求的很少很少，子女只要有一些付出和
關愛，給予他們精神上的欣慰，真正明白
「家有一老，如有一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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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提出，虐待長者是一項人權問題。有人認為，隨着
近年各國平均壽命的持續提高、人口老齡化日益加劇，需要
日常照料、面臨老年癡呆風險的人數也不斷增加，這是造成
家庭虐待長者現象增加的直接原因。但是長者在精神、肉體
上受到虐待的原因，也很大程度上與個人、親屬關係和社區
環境以及文化傳统有關。

長者健康脾性 或成反作用
個人層面的因素包括照顧者的壓力、精神狀態、易怒性
格、受虐待史等，而長者本身的健康程度和性格脾氣也對照
顧者形成反作用。雖然男性長者受到虐待的風險與女性相
當，但在某些國度的文化中，女性的社會地位較低，女性長
者由於守寡或其財產被侵佔等原因，發生因遺棄而被忽視的
可能性更高。女性遭受較為持久的嚴重形式的虐待和傷害風
險也可能更高。

家庭規模縮小 限制養老能力
親屬關係包括家庭成員間的情感問題，感情的緊張程度，

照料者與被照料者之間的惡劣關係等。現代社會的家庭結構
使家庭規模縮小，使撫養長者的能力產生了限制。此外，隨
着女性的社會參與度增加，家庭樞紐的機能退化，讓家庭撫
養問題更加嚴重。因此，一度依靠子女撫養的長者們，現在
則有退休居住與生活相關現實問題產生。

缺乏社區幫助 長者倍感孤單
社區環境包括長者居住的社區服務和關愛，特別是提供長
者照顧上的支援。長者除了家庭以外與社區建立了直接的
關係，如果照護者或長者缺乏社區的幫助和支持，特別
是當長者失去朋友或家庭成員以及社區組織的關心，就
會倍感孤單，從而出現身體或精神的各類問題，容易
引發虐待行為。

缺乏尊老意識 提升虐老可能
文化傳統指的是不同地域對長者的態度。在中
國，尊老敬老是幾千年的傳統文化，因此個體對照
顧長者的看法也有密切關係。如果家庭成員的意識
觀念裡缺乏對長者的愛護，沒認識到子女對父母有
贍養的義務，或者因為一些家庭糾紛如繼承體系和
土地權等涉及到家庭內部的權力和物質分配，則會
大大提升
子女對長
者虐待的
可能性。

教育敬老從娃娃抓起

如何構成長者的虐待罪？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

法》第二百六十條的規定，虐
待罪是指對共同生活的家庭成

員，經常以打罵、捆綁、凍餓、限制自由、
凌辱人格、不給治病或者強迫作過度勞動等
方法，從肉體上和精神上進行摧殘迫害，情
節惡劣的行為。這裡，「虐待的後果是否嚴
重」又是認定「虐待情節是否惡劣」的重要
認定標準。

受虐情節嚴重 可處有期徒刑
虐待行為一般都會不同程度地給被害人造

成精神上、肉體上的痛苦和損害，其中後果
嚴重的表現為：由於虐待行為使被害人患了

精神分裂症、婦科病或者其他病症；虐待行
為致使被害人身體癱瘓、肢體傷殘；將被害
人虐待致死；被害人因不堪虐待而自殺等
等。凡發生了上述嚴重後果的，都應以情節
惡劣論處。若長者受虐屬情節嚴重，實施虐
待行為的人應當按照虐待罪在二年以上七年
以下的範圍內處以有期徒刑。
而根據世界衛生組織解釋，虐待長者可

以被定義為：「在任何理應相互信任的關
係中，導致長者受到傷害或痛苦的單次或
重複行為，或缺乏適當行動。虐待長者有
多種方式，如身體、心理或情感、性和經
濟虐待。它也可能由蓄意或無意的忽視造
成。

結語

■■山東省鄒平縣長山鎮東尉村山東省鄒平縣長山鎮東尉村「「幸福院幸福院」」的老人的老人
聚在一起聊天聚在一起聊天。。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孤寡老人吳素娟對照顧她的社區工作人員
豎起了大拇指。 資料圖片

■■浙江臨海一獨居老人常浙江臨海一獨居老人常
常感到很無助常感到很無助。。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百歲老人趙保珍與曾孫子百歲老人趙保珍與曾孫子
在一起在一起。。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在大城市的每個角落也隱藏不少獨居老
人，需要大眾的關心和愛。 資料圖片

■■一名市民用一名市民用
輪椅推老人輪椅推老人
在雪中前行在雪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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