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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 索 高 齡 者 的 語 言 挑 戰 與 認 知 儲 備

戴 浩 一 James H-Y. Tai
國立中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講座教授暨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主任

戴浩一（前排左四）與學術研究群成員於討論會合影

圖片來源：戴浩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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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撰文／杜翌靖

台
灣 於 2 0 1 8 年 ， 6 5 歲 以 上 人 口 佔 總 人 口 達 到 1 4 % ， 已 進 入 了 高 齡 社

會 ， 而 根 據 推 估 ， 2 0 2 5 年 將 邁 入 超 高 齡 社 會 。 對 此 ， 國 立 中 正 大

學 語 言 學 研 究 所 講 座 教 授 暨 人 文 與 社 會 科 學 研 究 中 心 主 任 戴 浩 一 指 出 ， 台

灣 人 平 均 壽 命 提 高 ， 有 賴 於 醫 療 等 諸 多 因 素 的 進 步 ， 但 其 中 約 有 8 . 4 年 是

不 健 康 的 存 活 ， 高 齡 者 的 語 言 流 失 和 失 智 狀 況 ， 對 個 人 、 家 庭 以 及 社 會 形

成 沉 重 的 負 擔 。為 了 思 考 這 些 問 題 的 因 應 之 方 ，他 於 2 0 2 2 年 至 2 0 2 3 年 ，

集 結 了 跨 領 域 的 學 者 ， 執 行 「 生 理 、 心 理 、 生 活 經 驗 與 認 知 儲 備 學 術 研 究

群 」 ， 從 表 徵 基 因 、 認 知 腦 神 經 科 學 、 認 知 心 理 學 等 面 向 ， 深 入 探 索 語 言

與 老 化 的 議 題 。

步入語言與老化研究的歷程

　　戴浩一談及自己語言學的研究，主要側重於當代語言學，「它所觸及的範

圍很廣，包含生成語言學與認知語言學，都是從語言結構來探討人類語言的腦

神經基底。」因此戴浩一長期以來的語言學研究，不僅著重語言結構的分析，

亦會涉及其與認知腦神經的關聯。

　　1995 年他結束在美國 25 年的執教經歷，返台成為創設中正大學語言學研

究所的所長，除了延續漢語的認知語言學研究，也開始推動手語語言學的研究。

戴浩一表示，人類自然語言兩個溝通模式，一是憑藉聽覺的口語，二是依靠視

覺的手語，「手語是失聰者自然發展出來的語言，不是依靠口語而生成。如果

要探究語言背後的腦神經語言系統，不管以哪一派學說分析，這兩個人類自然

語言模式都應該一起研究。」他條分縷析，點出腦神經系統與人類語言密不可

分的關聯。

　　隨著時間推移與環境變遷，戴浩一的學術探索逐漸延伸至高齡者的語言議

題。「我們中正大學的位置是在嘉義縣，是台灣老年人口占比最高的縣，面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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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多高齡社會的問題。」他認為做學問不是為了讓人景仰，而是要對社會有真

正的幫助。且學者如能走出專業的慣性思考，就能檢視自己專業領域的限制並

加以拓展。「所以語言與老化的研究，不但負有社會責任，同時也是語言學門

可以拓展的新議題。」

　　語言學家對於語言衰退的探究，相較於兒童語言發展的研究來得少。戴浩

一究其原因，一方面是語言發展的議題聚焦於兒童腦神經的進展，可以得到相

對快速與顯著的語料，另一方面是近百年來，語言學探究的主題集中在語言的

結構分析，至於語言的理解和產生歷程，則是認知心理學家比較關切的議題。

　　「但是心理學和語言學研究語言的目的與方法不盡相同，心理學比較注重

歷程問題，而語言學家比較注重結構問題。」戴浩一說明，語言的結構有語音、

音韻、構詞、句法、語意、語用等要素。語言學家能從這些要素仔細觀察高齡

者的衰退現象，例如閩南語中「豬」/ti  / 是 高 平 調、「 箸 」/ti  / 是 中 平 調，

高齡者分辨這兩者詞意的速度和正確率較年輕人遜色。

　　高齡者的語言能力衰退，是記憶力、注意力，以及大腦執行功能減弱的結

果，也會導致溝通阻礙，產生憂鬱症，甚至失智的現象。然而，老化研究牽涉廣

泛，不能囿於單一學科，因此戴浩一便以語言學角度，結合生物醫學與心理學的

學者，組合成跨領域的「生理、心理、生活經驗與認知儲備學術研究群」，探索

高齡者語言與老化的問題，深入瞭解語言能力在「認知儲備」中所扮演的角色。

認知儲備延緩語言流失

　　關於預防老化，一般人都知道飲食、運動是保持身體健康的重要因素。「像

有些阿公、阿媽都會很注重要運動、要吃好，保持肌力，以防跌倒。實際上，防

止跌倒還有個重要的前提，那就是注意力。」因此生理與心理兩方面同等重要。

　　除 此 之 外， 戴 浩 一 指 出， 高 齡 者 依 其 生 活 經 驗 不 同， 語 言 流 失 的 進 程 並

不 一 樣。 其 一 是 城 鄉 差 異， 台 北 市 與 新 北 市 頗 有 不 同、 嘉 義 市 跟 嘉 義 縣 更 是

55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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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壤之別；其二是群體差異，例如教育程度、社經地位等等；其三是在前二者

交錯之下的個體差異，即使是同一所大學畢業的同學，每個人生平的認知功能、

語言經驗也不會一致。

　　在個體差異中，戴浩一覺得還有另一個面向值得關注，即個體生理、心理

進展的不同，一個人 70 歲到 75 歲的情況，與 80 歲到 85 歲的發展並不一樣。

「有些人 80 歲的時候，反而比 70 歲的時候健康，這種例子很多，連醫學都不

太能完全解釋這種情形。」他娓娓道來高齡者實際上的現象，接著直指關鍵，

「這同時也破除了一般人老化的迷思。它其實不是一直線性下滑，而是起伏式

地減弱！」其中的原因可能是環境影響、與人互動的關係，或者個人心理變化，

可謂十分複雜，因此他們研究群才會將生活經驗納入研究範圍一起考量。

「生理、心理、生活經驗與認知儲備學術研究群」所規劃的討論架構 / 圖片來源：黃植懋、戴浩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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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史諾頓（Snowdon）醫生與其團隊，發表過著名的「修女研究」，分

析近 200 名年齡介於 75-103 歲天主教修女的早年自傳，發現語言概念稠密度和

語法複雜度較高者，晚年患阿茲海默症的機率較低。這個研究開啟了後天認知

儲備的理論，影響腦神經語言學家史頓（Stern），將教育程度、職業複雜度等

諸多刺激認知的行為都納入認知儲備的範疇，認為如建築師、工程師、機械錶

修理師傅等人有較好的認知儲備。

　　戴浩一與研究成員在這些前人的基礎上，進行台灣的田野調查，發現老人

家的生活經驗也能是一種認知儲備：柑仔店中耄耋之年的老闆，心算能力仍十

分精準；農夫辨識方位、幾何圖形的能力，比受過長期教育的人更強。換言之，

每個人從生活經驗所累積的認知能力不一樣，但都有助於認知儲備的訓練與累

積，能在年長的時候避免罹患阿茲海默症，甚至腦神經系統裡雖然已經有阿茲

海默症的病理症狀，照樣可以活得很好，這是他們研究群致力探討的方向。

認知儲備的養成

　　戴浩一分享，除了上述經過訓練而獲得的後天認知儲備，腦神經學家還曾

揭示大腦有天生的認知儲備：當前腦神經元不敷使用，可將後腦神經元搬移到

前腦；左腦神經元不夠用，可徵召右腦結構相同的神經元。在大腦可塑性的理

論下，他們研究群嘗試結合先天與後天的認知儲備，建構認知老化的補償鷹架。

並且由於影響認知儲備的因素不少，研究群規劃的成員與講員，主要從生理、

心理認知、生活經驗三個層面來探究。

　　就生理層面而言，邀請國立中正大學生物醫學科學系陳永恩教授主講表觀

基因與老化，後天的行為、環境可能介入基因，開啟或關閉某些基因的顯現，

故能優化老年的認知功能。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生命科學系呂國棟教授講述動物

實驗中，實驗鼠的動情素受體會因早期創傷經驗而遺傳給下一代，同時這種遺

傳會由於性別關係產生差異，性別差異在未來老化歷程的研究上是可以多加注

意的變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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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生物科技學系黃植懋副教授的實驗，發現強化認

知儲備有助於減緩認知功能退化。香港城市大學語言及翻譯學系黃緒文助理教

授也提出，若長者認為心理孤寂、孑然無助，其生理與認知功能退化的速度與

程度相較顯著。

　　在心理認知層面，國立中正大學心理學系陳欣進副教授分享他長期研究語言

與認知功能的關聯，分析個案的詞彙量、反應速度，以及語意網絡，從而研判其

退化的進程。國立中正大學心理學系徐晏萱副教授細述在認知退化中，主觀的心

理認知也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與黃緒文「心理影響生理」的看法互相呼應。

　　至於生活經驗層面，國立成功大學老年學研究所邱靜如教授探討行為因子

對認知的保護效果，透過飲食、運動、壓力與支持系統等日常環節，減緩認知

功能的衰退。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系陳毓璟教授分享她長年在嘉義

社區推廣公衛、教育的實務經驗，支持認知儲備改善認知退化的理論，也讓成

員更瞭解社區第一線的問題與執行上的難處。國立中正大學高齡跨域創新研究

中心博士後研究員陳美滿，以曾擔任加護病房護理師的臨床經驗，認為改善職

場環境、提升安全及衛生條件，有助於建立更良好的生活體驗，對於日後的退

休生活也會產生正面的影響。

「生理、心理、生活經驗與認知儲備學術研究群」討論的情景 / 圖片來源：戴浩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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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大腦鬆懈的閱讀實踐

　　透過這個學術研究群的共同學習，戴浩一說成員們都能擴大研究視野，而

不只侷限於追尋 KPI 的學術取向。「大家原本是你做你的、我做我的，現在會

慢慢發掘社會議題，進而與跨領域學者合作，產生創新的研究。同時能夠帶著

學生去關心、處理實際的社會問題。」

　　「認知儲備的研究可以直接應用在第一線的高齡照護。我們的照顧人員如

果有這些概念，就會知道如何善用高齡者尚有的認知儲備，去幫他們提高獨立

生活的品質。」戴浩一侃侃而談這項研究與社會的連結，並接著說：「每個高

齡者因為生活經驗不同，而有不同的認知儲備。如果社會大眾也普遍有這樣的

概念，就比較不會有負面思考，同時也會努力瞭解自己或身邊高齡者認知方面

的個別差異。」

　　戴浩一也進一步表示，閱讀與書寫是認知儲備的有效方式，「在偏鄉，我

們可以把閱讀能力與健康識能結合在一起。」健康識能是指個人對自我健康資

訊獲取、理解、表達及使用的能力。高齡者透過閱讀文字資料學習健康訊息，

不僅能延緩大腦退化，同時也可以增進自我照護的管理能量和行動力，紓解一

些家庭爭執和社會醫療負擔。

　　除了高齡者的關懷之外，研究群亦追溯年少時期的認知發展，「修女研究

中 的 認 知 儲 備 理 論 本 來 就 是 從 語 言 切 入 的， 而 且 是 書 寫 的 語 言 能 力。」 如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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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 術 研 究 群 暨 經 典 研 讀 班 」 申 請 資 訊 請 參 考： 

h t t p s : / / w ww . h s s . n t u . e d u . t w / z h - t w / s u b s i d y / 1 7 5

▲

語言能力在年輕的時候建立，其晚年的認知儲備也會比較好，所以他們也有成

員從事偏鄉小孩閱讀能力的補救教學。「一般來說，小學一年級到三年級是學習

怎麼識字與閱讀（learn to read），四年級以後則是從閱讀獲得新知識（read to 

learn）。如果學童的閱讀能力無法達到自行吸收新知的程度，老師講課對學童的

幫助有限。」戴浩一解釋，其實有些小孩子有閱讀問題，但老師與家長並未察覺，

這可能會影響一個人平生的語言能力、腦神經發展，乃至於認知儲備的累積。

　　戴浩一在語言學這條路上，始終保持著學術的熱忱，並以溫暖的同理心積

極 關 注 語 言 和 社 會 的 各 種 議 題。「 我 個 人 的 研 究 是 還 有 一 個 想 深 入 探 討 的 議

題。在西方的閱讀理論認為，聽得到聲音是閱讀的必要條件，不過我們注意到，

台灣的聾人雖然聽不到聲音，卻可以閱讀中文，所以我覺得那個理論可以再商

榷。」年屆 83 的戴浩一不但仍在團隊推動認知儲備的研究，自己也有個人想突

破的理論，展現高齡者「活到老、學到老」的精神。他神采奕奕地說：「我不

會覺得我很老！」

戴浩一（前排右三）充滿熱忱與成員

們討論學術議題 / 圖片來源：戴浩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