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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年美國上映⼀部《⾒習冇限耆(The Intern)》（⼜譯：⾼年級
實習⽣）電影，由於劇情顛覆了職場規則，創造出⾼齡者應徵實習⽣機會
的反常畫⾯，電影⼀推出，立即引起全美各界對於世代差異究竟只是代溝
的老套？還是彼此可以經驗互補的討論。 
      國際上將六⼗五歲以上⼈⼝佔總⼈⼝比率區分三類，如：達到百分之
七者為⾼齡化社會，百分之⼗四為⾼齡社會，到了百分之⼆⼗則進入超⾼
齡社會。相對於全球⼈⼝中，⼆○⼀九年每⼗⼀個⼈中有⼀位超過六⼗五
歲長者，到了⼆○五○年，每六⼈中就有⼀位⾼齡者。由於美國長期的移
⺠政策，⼈⼝⾼齡化趨勢，似乎不如其他法、⽇等先進國家明顯。但隨着
⼆次⼤戰後嬰兒潮(baby boomer) ⼤量步入退休年齡後，銀髮族已經是全
美隨處可⾒的社會現象。 
      根據美國 近的⼈⼝統計，⼆○⼀九年六⼗五歲以上⼈⼝佔百分之⼗
六點五，到了⼆○五○年將達百分之⼆⼗⼆，即每五個⼈中就有⼀點⼀個
超過六⼗五歲。⾄於澳⾨⼈⼝也同樣⾯臨⾼齡趨勢，從⼆○⼆○年六⼗五
歲佔百分之⼗⼆點九，之後逐年增加老齡比率。 
      從全球⼈⼝老齡化趨勢來看，上述電影年逾古稀之齡的主⼈公，願意
出來接受職場挑戰，應徵電⼦商務公司的實習⽣，竟⽇周旋於年紀堪稱⼦
孫輩同事之間，光是每⽇的穿着打扮與⾏事風格，就⾜以碰撞出代間差異
的衝突火花，遑論⾼齡者在職場中遇到的刻板印象，甚⾄同事間對於長者
能⼒的質疑。不過該電影刻意隱惡揚善，藉此⿎勵更多長者們跨出舒適
圈，勇於重返職場或加入志⼯⾏列，善⽤豐富的⽣命經驗與⼈⽣智慧，去
參與下⼀代的⽣活，同時也虛⼼向年輕⼈學習新科技與創新思維。 
      為此，筆者近年來經常觀察周遭的長者，發現⼀個⼈的創意思考，往
往跟他（她）的成長環境與⽣理基因有關，且不會因年紀增長⽽退化。例
如， 近與⼀位美國教授聯繫時，無意中他提到即將退休，且已經⾼齡九
⼗三歲，討論問題時興味盎然、思考靈敏，⼀點都不輸給年輕⼈！另⼀位
長輩朋友，沒事來喝茶的時候，總充滿異想天開的話題。他 近甚⾄說
道：這兩年全球流⾏新冠肺炎疫情，雖然許多電⼦商務學習蓬勃發展，但
有⼀件⼩事⼤家都沒有注意到！全世界為了防疫每個⼈都變成蒙⾯俠，為
什麼就沒有⼈發明⼀種透明⼝罩，可以辨識彼此的⾯孔，看到電視中主播
的俊美⾯龐。如果⿐⼦、嘴巴與眼睛是新冠肺炎傳播的主要管道，為何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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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發明⼀種可以直接保護上述部位的防護貼部？甚⾄是⼀種可以透氣、貼
在上⾯那幾處即可？既環保⼜富創意！還有全世界⽤過的⼝罩，是否丟棄
前，勸導把耳朵的橡⽪筋與⿐⼦上的鐵條卸下來，洗淨後重複使⽤，兼具
環保與垃圾減產。 
      另外⼀位長年關⼼地球暖化的老朋友，發現⼤⾃然中許多能源，尚未
被發掘出來。例如，地球上雷電能否加以引流與儲存？印尼爪哇島上的閃
電，南美洲委內瑞拉的⾺拉開波湖等地是地球上雷電 密集處，後者⼀年
中就有⼆百九⼗多天在閃電。科學家如能研發在湖⾯上搭建閃電導引設
備，說不定可以解決全世界替代能源低效能的問題。另外，包括地熱、颶
風、潮汐，甚⾄地震等，如果能夠發明⼀種預測儀器與導引能量系統，那
麼應可⼤幅減少地球的⼆氧化碳排放！ 
      還有全世界各⼤學仍以招收⼗八到⼆⼗⼆歲年輕⼈為主。但全球⼈⼝
老齡化時，將有更多有錢有閒的長者，在尋找可以繼續充電、能學習圓
夢，擔任⾼年級實習⽣的機會。但多數⼤學都沒有專⾨招收長輩們的設
計，也缺少符合這群⼈的學程或科系等需求。⼤學組織⾄今仍忽略因應⼈
⼝結構改變的規劃，包括調整長者所需的軟硬體設施，研發適合⾼齡者使
⽤的電腦系統與字體⼤⼩。 
      如果⼈⽣七⼗才開始，⾼年級實習⽣依然不乏創意與活⼒。讓長者們
走入社會，營造出老少世代間互補與互助的氛圍！ 
原⽂網址: http://www.macaodaily.com/html/2021-10/18/
content_155060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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