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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文化健康站成為文化安全的守護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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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原住民族長期照顧聯盟協會第二屆理監事合影。

結對價值體系不斷受到外來文化侵略的原住民長者們，更是與

這個世界的認知羈絆與主體性關係。

如何落實受照顧者的文化安全

「文化照顧」（cultural caring）的實踐是落實「文化安全」

的策略，所謂「文化照顧」是指屬於特定人類群體共享且經過

協商的意義體系、知識的產物、學習的結果與生活的實踐，體

現的是民族內部（emic）觀點，是一個民族對照顧所共享與認

同的認知、行為與物質創造，故實踐文化照顧可以確保受照顧

者的身、心、靈福祉，故可創造出符合「文化安全」的照顧條

件與環境（日宏煜，2020）。

文化照顧在台灣的應用常與如何發展原住民族照顧服務的

命題連結，尤其在原鄉長期照顧的討論，更是因為原住民族社

群面對我國長期照顧政策在原鄉的各種不適與缺陷，使得文化

照顧的訴求形成了台灣原住民族長期照顧重要的論述基礎。原

鄉之長照政策應依族群文化與部落自主性的不同，而有個別的

考量，最終能設計出具文化合適性的長期照顧服務，符合跨文

化健康照顧的重要原則，以提升原住民族的健康照顧福祉與安

適感（怡懋．蘇米、許木柱，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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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健康站（以下簡稱「文健站」）是目前

最廣布、貼近族人生活脈絡，由國家提

供照顧資源，因同時具有導入國家服務資源進入的

輸送窗口，且以族群文化作為服務設計基礎的願

景，在人口高齡化的原住民族，不論是青壯年人口

外移的原鄉部落，或是與文化母體遠離的都會地

區，文健站都扮演著「建構具有文化安全的公共服

務」的重要角色。本文將簡述文化安全對於原住民

族照顧的重要性，並從倡議組織的角度分析文健站

在布建原住民族長期照顧服務體系中的潛在優勢與

現行困境。

文化安全的概念與訴求

文化安全（cultural safety）是原住民族長期照顧

的目標之一，為滿足人類群體對安全的需求，創造安

全的健康照顧環境是推動「文化安全」最重要的目

的。特別是針對處於社會邊緣的易受傷害群體，常因

社會身份而遭到健康照顧提供者不當對待而使身心靈

不妥適，因此為避免其健康福祉遭受到侵害，符合

「文化安全」原則的健康照顧行為，強調所有的服務

提供者皆必須了解醫病間存在著權利不對等，特別是

服務提供者往往擁有主流社群中較高的專業身份，因

此需意識到在提供服務的過程中，是否會刻意或不經

意表現出個人的社會及專業優越感，對易受傷害群體

表現出不耐煩或不信任的態度，導致易傷害群體出現

社會創傷及不安全感。

機構式的照顧便是照顧文化衝突的明顯案例。集

中式照顧、缺乏隱私、規格化的活動，長者的個人性

與特殊性往往不被重視。可以想像一位80多歲的原住

民長者到一個完全不熟悉的環境，周遭大多是陌生的

人事物，去走完人生的最後一段旅程，是相當困難

的。更常見的是到了安養院後，身體狀況隨著心境急

轉直下，失能越發嚴重。因為在獲得生理照顧的同

時，也失去了與族人、環境、土地的連結，而這些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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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設計中，藉此喚起老人過去的生活記憶促

進其心靈健康。此外，不少文健站的懷舊方

案正視耆老具備文化優勢，尊其為文化傳承

者和教導者。由於理解部落耆老受到歷史與

當代的殖民壓迫，所擅長的文化知識正快速

流失並不被重視，進而衝擊到在部落所擔任

之文化傳承與領導者的角色，故安排青年向

其學習文化事務與知能，能達到相互陪伴並

增進老人自信與正向老化。此舉，亦能修復

代間關係，療癒因殖民創傷所致的人際間與

代間關係破壞。

有些文健站除了推動懷舊方案，更發展出

在地自主照顧模式。以花蓮國福里撒奇萊雅族

的撒固兒部落文健站為例，當地的社區發展協

會有意識地聘用部落年輕照服員，並以部落自

主發展為目標來培養其解殖民的意識以及文化

轉譯的能力，讓外來的機制與政策可藉由轉譯

使部落族人在充分理解下決定是否該機制與政

策能回應其需求與生活慣習，在地的知識也可

藉由轉譯被主流的醫療與照護單位理解與肯

認。再者，撒固兒文健站的年輕照服員根據老

人日常生活軌跡，學習到野菜文化對當地長輩

生活的重要性，進而發展部落野菜市集，將長

者習慣聚集的野菜市集納入文健站服務的據點

與範圍。

挑戰與建議

文健站作為試圖在國家照顧體系中扮演文

化照顧提供的角色，勢必要面對許多政策上的

衝突與挑戰，下列逐項分析與建 議。

文健站的潛在優勢

儘管文健站並非目前衛生福利部長照2.0政策中既有規劃的服

務單位，但其以「文化」與「健康」為目標，已提供了原住民族

照顧另一個切入視角。多數原住民族社會對於「健康」的定義並

非僅是「沒有生病」，也非侷限於「生理健康」，而是廣泛而全

面性的「福祉」概念。原住民族對於健康的詮釋，包含以下幾個

面向，（1）重視個人與集體（包含家族及部落）的身體、心理、

文化、社會與靈性的健康，（2）認為當代族人的健康是受到歷

史、社會結構與環境影響所致，（3）尊重各族群的健康詮釋與創

傷修復。有鑑於此，為促進部落長者身心靈、文化及社會的健

康，文健站以長者日常生活之部落為場域，積極提供具備在地文

化安全的預防與延緩失能的照顧服務。這些服務將原住民族歷

史、社會、文化、宗教與環境皆納入考量，讓長輩能夠有尊嚴的

生活。

觀察目前文健站的照顧模式，有分兩種，（1）推動懷舊方

案將「族群文化」元素納入照顧服務，（2）以部落自主發展的

視角推動在地照顧。所謂「懷舊方案」，是將族群文化納入服

讓文化健康站成為文化安全的守護站

群體式的照顧符合在地部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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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的照顧者必須同時負擔一定的行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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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評估與設計，同時中央針對文健站長者規

劃相關交通補助措施。

三、中、重度失能長者分流問題

在許多原住民族部落，文健站是目前唯一

提供服務之照顧單位，因此常出現同一文健站

需照顧健康、亞健康、衰弱、輕度失能、中度

失能及重度失能的長者，由於照顧對象失能等

級差異過大。為此，文健站與其他在地長照單

位的分工與聯繫成為重要的工作，包含居服單

位、家庭托顧站、微型日照中心等等，將中重

度失能長者分流至密集式照顧之服務單位中，

以維繫整體文健站服務之品質。前項所提及之

文健站特約服務轉型，也有成為部落密集照顧

提供單位的潛力之一。

四、文化安全議題

即便文健站被期許為「文化安全」的場域，

但我們無法完全期待所有的文健站皆有能力挑

戰既有的照顧知識，以文化為中心發展在地的

照顧樣態，特別是當這些照顧人員多半需受過

主流的照顧知識訓練，又必須負擔外來語言的

行政工作。在部落長者不願意前往文健站接受照

顧的因素之中，其中一部分是因為文健站的照

顧缺乏文化照顧的元素。例如因為文健站要他

算數學，卻勾起在日治時期去蕃童教育所的創

傷記憶，或是明明在部落是領導階層，但在文健

站裡卻不能做自己。因此文健站必須了解自己在

部落的角色和定位，由文化的角度去理解何謂照

顧，這必須翻轉既有對於照顧的思考框架，如何

鼓勵在地的照顧者以自身的文化價值建立服務，

一直是文化照顧努力的目標。

從文化出發 從心開始

照顧服務在當代的福利國家中，往往是市

場化的管理機制與生理照顧專業論述相互折衝

的政治場域，原住民族的健康權較難在這樣的

脈絡下表達需求，進而影響服務的樣態。而文

健站對於文化做為基底，闡述各族群對健康的

認知型態，提供了一個在政策上的可能，來創

造一個貼近原住民族長者的服務。儘管在現行

的長照體系中，文健站的發展面臨多重的考

驗，但我們仍期許文健站成為原住民族長者照

顧文化安全的守護站，使每一位長輩獲得妥

適、有尊嚴的照顧。

一、長照基金的適用性問題

文健站之經費支應來源為長照服務發展基

金，但服務對象並不限於失能長者，也包含了

健康與亞健康的長輩。然而現行《長期照顧服

務法中》明文規定，長照基金支應服務限於身

心失能者。儘管蔡英文總統於2017年4月18日裁

示，將原民會文健站預算從公益彩券回饋金，

移列長照服務發展基金支應，然而其在法源依

據上仍有所疑慮。

不過如前段所述，文健站在維繫部落長者

的健康照顧上有其難以替代之功能，經費穩定

的挹注是必要的。對此，有兩項建議。（1）於

長照服務法第1條增列第三項：「國家應依原住

民族特性，建立原住民族長期照顧政策」，並

將文健站設為原住民族長照機構，文健站運用

長照基金合法化，其法源依據包含《憲法增修

條文》第10條、《原住民族基本法》第24條等

等，皆明文闡釋原住民族健康與社會福利資源

使用之權利，（2）輔導原住民族文健站轉型銜

接長期照顧服務，優先建置居家與喘息服務量

能，使文健站也能執行長照2.0體系中的服務項

目。這也必須設計文健站照顧服務員相關工作

經驗認列辦法、空間設施轉型經費補助、專業

課程訓練、轉型輔導機制等等。

二、亞健康長者的交通接送需求

延伸前項的困難，目前交通給付的支付代

碼為BD03，但是BD03一定要經過照專評估在

失能等級2（CMS 2）以上才可以使用BD03給

付支付代碼，由於文健站長者多為CMS 2以下

健康、亞健康及衰弱的長者，故無法使用現行

長照交通接送服務。建議地方長照中心協調交

通服務量能，針對需要有交通需求的長者進行

文
健
站
對
於
文
化
做
為
基
底
，
闡
述
各

族
群
對
健
康
的
認
知
型
態
，
提
供
了
一

個
在
政
策
上
的
可
能
，
來
創
造
一
個
貼

近
原
住
民
族
長
者
的
服
務
。

mo’e yaisikana
石貿奇

鄒族，嘉義縣阿里山鄉茶山部落

人，1995年生。政治大學社會工
作研究所碩士。曾任衛福部原住

民社區整合服務體系文化照顧推

動與建置論壇專任助理。現任台

灣原住民族長期照顧聯盟協會執

行秘書。

部落長者在文健站參與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