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被遺忘的時光】
一群被困在時間河流裡的長者，繼「明日的記憶」後 最溫暖動人的生命詩篇

The Long Goodbye — 金馬獎導演  楊力州  最新力作
 台北.台中.高雄 同步上映，本片收益將全數投入失智症老人照護工作

由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會出品，金馬獎導演楊力州繼《奇蹟的夏天》、《征服北極》之後最新動

人力作。他們是一群困在時間河流裡的長者，深受失智症的困擾纏身，記憶中的歲月點滴，如今

只留下泛黃照片上的陌生影像。在記憶緩慢歸零的過程裡，在家人的細心陪伴下，他們用愛找回

記憶的缺口，這段生命中最漫長的告別，只為了讓你記得，愛，永遠都在。

          
   2009年全世界失智症人口近3500萬人，且2050年預估將高達1億人。失智症是       

 一種最公平的疾病，無論人種、貧富貴賤，65歲以上患病的機率高達5%，80歲

以上更是高達20%，失智症已成為廿一世紀全球重要健康議題。在台灣，失智老人正因高度老齡化

而快速增加，醫療研究指出目前應已超過15萬人患有失智症，但內政部調查顯示目前仍有80％的

失智症長輩隱藏於社區中未被發現，失智的發病情況常常會被誤以為是老年人正常的老化現象，

而錯失了就醫的黃金時間，使得失智症無法早期發現早期治療。如何讓社會大眾意識到失智症、

關懷失智症，並以正確的照護理念照顧、尊重失智症長輩，已經是「憶不容遲!No Time To 

Lose!」的工作。

          
   2008年夏天，我們開始拿起攝影機用心記錄這群被時間困住的長輩；
   2010年冬天，我們要透過大銀幕與您一同認識他們的世界。

現下不斷在流動的「時間」是失智症長輩最頭痛的課題，但藏在他們腦海中的「時間」卻是最值

得我們記錄的寶藏。前年夏天，我們邀請楊力州導演，為我們養護中心可愛的長輩拍攝一部幽

默、平易近人、溫馨又感動的紀錄片。透過楊導演的悉心刻劃，歷時兩年多的拍攝，我們用攝影

機記錄了無數讓人慧心一笑的畫面，長輩的無釐頭和溫暖的體貼、家屬的關懷和照護者的用心；

同時我們也捕捉到了長輩的困惑和無助、親情間對過往衝突的諒解。在長輩時空失序的生活中，

我們找到了歡笑和淚水，也在這部電影中從不一樣的角度再一次深刻的認識失智症。

    與朋友聊到我正在拍攝關於失智老人的紀錄片時，他沉默了許久然後說：  

  「這是我們的故事。」是的，這不是別人的故事，也不是遙遠且與我們的生

命無關。我們都會變老，也都會生病，老及病都是公平的，它不會因為學歷、經濟能力而選擇來

與不來。當我拿起攝影機面對老及病的確是一股莫大的壓力，但是長達二年的拍攝期間，鏡頭卻

帶著我穿透了老病的表象，它讓我看到了生命本質的喜悅及感動。這是一部面對年老生命的紀錄

片，卻非常甘美，雖會輕輕拭淚卻也會因為老人家的可愛而大笑不已，而生命不就是一場笑淚交

織的故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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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明時分整齊的國軍公墓，家人帶著鮮花素果準備祭拜，手拿一柱香的景  

 珍，有點不知所措，女兒小潔說：「媽，燒個香吧，告訴他你來看他了。」  

景珍跪倒在墓前哭著：「我的媽媽阿，你走了我好難過阿⋯」「媽媽你看清楚點，是爸爸張國棟

阿」景珍抬頭看了墓碑上的字：「哎呀~張國棟阿，你居然先走，丟下我不管，怎麼這麼狠心⋯」

下著毛毛雨的天氣，景珍陷在親人離去的哀傷情緒泥沼中，下次來到墓園，這樣的遺忘，而這樣

的憶起，又會一再重演。

站在鏡子前面卻認不得鏡子裡反射的那張臉，為什麼印象中25歲的模樣卻是滿佈皺紋呢？端正為

坐的王老師以為我們拿的攝影機是在給她照相，一動也不敢動，攝影師做出手勢「老師照好了，

你可以動了」王老師叮嚀：「你要記得給我一張相片，我要寄給60歲在太原的爸爸」已經高齡90

歲的王老師，念念不忘要寄一張自己的照片給親愛的父親，讓他知道自己一切平安，時間似乎就

這麼凝結在年輕時候的王老師⋯

這是在這一年的紀錄過程中，一再出現的畫面。這是一部關於紀錄「遺忘」的故事，關於錯置的

情感、拼貼的記憶。

在養護中心裡，我們找到了五位個性迥異、來自不同生活背境的長輩作為故事的主軸。我們從五

位主角的現在，並透過家人和長輩偶而靈光一現的記憶，用最真實的鏡頭記錄下最深刻的故事。

  普遍級 / 社會關懷、家庭，紀錄片 / 片長107分鐘 / 中、英字幕

  財團法人天主教失智老人社會福利基金會出品

這部紀錄片邀請了許多國內頂級的電影人才，聯手打造國內紀錄片罕見的高規格團隊。其中包括

【監製－本屆金馬屆終身成就獎徐立功】、【導演及製作團隊－金馬獎導演楊力州】、【電影主

題曲－創作才女黃韻玲 ＆ 電影配樂－知名音樂人鍾興民老師】、【特別邀請－陳嘉樺（ELLA）

參與拍攝】、【電影行銷－海角七號行銷原班人馬】。

【被遺忘的時光】，這部耗資近千萬，籌備拍攝歷時兩年才完成的紀錄片，絕對不同於您對紀錄

片的觀感，楊導演幽默又不失深度的風格，細膩又平易近人的說故事手法，將帶著您用一顆輕鬆

的心情、笑中帶淚的去了解這群被困在時間河流裡的長輩。本片將於11月26日於全省感動上映，

預售票已經在博客來售票網開賣，詳情上痞客邦搜尋「被遺忘的時光」。

 導演楊力州 V.S 鄧世雄執行長

Q：當初基金會為什麼會想到以紀錄片的方式來推廣失智老人的照護？

執行長-A：透過這部電影我們可以看到失智老人的症狀、家屬們的焦慮無助，也可以看到老人家

跟家屬之間親情的互動。這些內容如果透過書寫或是口頭講述是無法那麼直接表達的，這種真實

而感同身受的感覺，只有電影才做得到。而紀錄片更難能可貴是所有的內容真實的故事，不是演

員表演出來的。能夠在台灣就地取材拍攝，對我們來說也具有很大的意義。在醫療方面，無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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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或是小孩的照顧，很重要的一點是本土化。同樣是照顧一個老人，適合歐洲的方式跟適合台

灣的方式一定不同。尤其是當觀眾看到影片中是熟悉的環境，比較容易產生深度的認同感以及聯

想。東西方的家庭結構很不同，在西方，長輩可能會自己打理退休的生活，或是住在養護中心也

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同樣的事情發生在台灣，周遭的人群可能就會有不同的反應。

當觀眾看完這部電影，也可以重新思考，將一位極需要被照護的長輩送到優良的看護機構，能不

能也算是孝順的表現呢？這其實是個極大的觀念突破。生了病的失智老人不應該是藏在家裏頭，

與世隔絕，好像很丟臉、見不得人的事情。這樣的話，長輩像是被坐監獄一樣，無法得到該有的

治療，家屬自己也會被困住，一切的苦悶只能自己吞。一個良好的養護中心，除了提供適切有效

的照護外，也可以分攤家屬在照護上的困難和心理壓力，俗話講，久病床前無孝子，當機構能夠

去分擔照顧者的責任時，家屬反而能在身心穩定的狀態下，可以和自己的父母或長輩保持良好的

互動，可貴的親情也可繼續維繫。我們希望【被遺忘的時光】透過影像的力量可以將這樣的概念

遠遠地傳播出去。

Q：【被遺忘的時光】這個片名本身有特殊的意義嗎？

導演-A：片名是某位工作人員的突發奇想，在某個程度上，【被遺忘的時光】也成了一把解謎的

鑰匙。當我去面對這個非常難以建立的故事時，發現如同這片名所說的，這部影片講述的內容不

是那一段被遺忘的時光，而是這群長輩他們正在遺忘的這一段時光。拍攝過程當中，孩子們在訴

說關於他們的父母，怎麼樣怎麼樣，那段時光其實是被老人忘記的。反而在拍攝過程中，孩子們

透過拍攝，透過回憶那一段被遺忘的時光，才慢慢認識他們的父母。

【被遺忘的時光】是我這輩子拍過最難的紀錄片，但是我們找到可以超越故事的關鍵點，就是紀

錄片不見得只講故事啊！它可以超越故事去經營出生命的感動，那段被遺忘的時光是什麼，細節

是什麼，都沒有那麼重要了，真正重要的是那把鑰匙打開了一道門，讓他們彼此因為原諒而產生

愛、因為理解而產生愛。

Q：【被遺忘的時光】重點雖然在探討失智症，但是卻也是一部重要的生命教育電影。

導演-A：這是一部喜劇收場的電影，每位長輩跟家人們最後都能自在地面對，但要做到喜劇收場

得要有條件的。當我們去思考如何給父母最好的照顧，不盡然是放在家裡，尤其是像失智老人，

或其他的重症及長期慢性病患，他們需要的其實是更有尊嚴的生活。

雖然整部影片的重心在失智症，可是我個人認為，每個觀眾看到這部電影，都會得到不一樣的理

解。譬如說，家裡有失智症的家屬，因為這部電影，他可能獲得一種新的溝通和照顧的方式，或

者他能感受到「原來在這個世界上有人跟我一樣。原來我不孤單。」而還沒有面對照顧病患辛苦

的人，也有機會找到能夠去釋懷，體諒別人的態度。也可能有些觀眾穿越關於疾病的層次，看到

的是子女跟父母之間的關係維繫，尤其當身邊的父母逐漸衰老，在人生的最後一段路，子女該準

備的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