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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老年人临终照料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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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 社会学系 ， 北京 １００８７ １）

摘要 ： 长期照护是老龄社会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 ，
而 临终照料却是一个更加亟须探究的 问题 ，

因 为临终照

料更具有时间 紧迫感 ，
更多地与人们

“

善终
”

的议题相关联。 目 前 ， 农村老年人临终问题还未引起社会的

足够重视 。 这与 临终关怀问题仅仅是在最近几十年才在 中 国开始受到 关注有直接关 系 。 利 用在 山 东省乳山

市农村地 区访谈经历 过长辈去世的村民所获资料 ， 研究去世老年人的 家人对其去世时的健康狀况 、 照料提

供类型与模式 、 照料过程的主观感受 ，
以及对老人去世原 因的解释等 。 从临终照料的主体——临终者和照

料者本身 出发 ， 对现有的临终照料研究做
一补充与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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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引言

长寿是人们的向往和追求 ， 然而死亡却无人可以避免 。 在生与死之间会有一个临终阶

段。 这一阶段或长或短 ，
个人可有意识或完全混沌地走过这一阶段 。 很多老年人是在经历疾

病困扰和家人长期照护的情况下离世 ； 另
一些老年人虽然健康状况不佳 ， 却没有过多地依靠

或
“

搅扰
”

家人 ， 较快辞世 。 无论哪种情况 ，
人们都要面临和适应家人去世前后的变故 。 目

前我国农村老年人的临终照料状况不容乐观。 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 ， 中国农村老年人的临终

照料多依赖于老伴和子女 ，
也就是家庭成员 ， 而不是专业的医养机构和社会力量 。 在 目前农

村劳动力大量外流的背景之下 ， 在公共服务机制还不甚完善的农村社会中 ， 丧失 自理能力的

临终老年人究竟由谁来照料 ， 如何照料 ， 家人参与临终照料的方式与过程等问题 ， 理应受到

学界更多的关注 。 只有这样 ， 才可能真正了解到家庭临终照料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 ， 并有

针对性地加以解决。 基于此 ， 本文的主要关注点在于农村辞世老年人的离世过程和他们的临

终受照料情况 ，
以及家人对这段生死离别生命历程的应对和解释。

二
、 文献综述

本文关注的是农村老年人的临终过程及其家人在这一阶段所采取的应对措施 ， 故在文献

方面主要围绕着临终老年人的离世过程以及农村社会针对这一群体采取的照料和关怀模式这

两个主题进行检索与整理 ， 并在文献整理的基础上提出本文研究的具体思路和内容 。

在中国知网进行文献检索时发现 ： 虽然以
“

临终
”

为主题 （而非关键词 ） 的文献有很

多 ， 但在社会学及统计学类 目下
，
以本文所关注的

“

临终照料
”

为主题的研究文献仅有 １２

篇 ，
以

“

临终过程
”

为主题的文献则仅有 ７篇 。 在时间进程方面 ，
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至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中期 ， 学者们尤其是社会科学学者对临终问题的讨论甚少 ； 自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中期起

至 ２００３ 年前后 ，
逐渐有学者试图将西方的临终关怀理念和实践经验引人我国 ， 但这一时期

学界对于临终关怀的讨论仍主要集中在临床医学和肿瘤学方面 ， 关注的主题多集 中在对癌症

患者晚期疼痛的控制方面 （Ｃｉｏｐｐａ ｅｔ ａｌ ．

，
１９８５

；
金晓怡 ，

１９８７） 。 近 １ ５ 年来 ，
对临终问题的

研究呈现出积累爆发的趋势 ， 除文献数量上的增长外 ，
文章的研究角度也从减轻临终者的生

理痛苦拓展到了社会支持和精神关怀 。 在学科方面 ， 除医学领域关于绝症患者疼痛控制方面

的研究之外 ，
越来越多的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开始涌现出来 。

在临终主题下 ， 基于
“

临终关怀
”

和
“

临终护理
”

的讨论最为多样 ， 其中有关于全国首

次临终关怀研讨会的报道 （喻琳 ，
１ ９９ １ ）

，
也有早期关于安乐死的意愿调查 （张丽辉等 ，

１９９ １ ）
，
研究文献数量也在逐步增多 。 笔者于 ２０ １７ 年 ６ 月 ２０ 日在中国知网的文献搜索显示 ：

截至 １ ９９２ 年
， 被

“

临终
”

主题涵盖的文章突破 １００篇 ；
距今越近的文献 ，

研究的 内容越与

本文所关注的临终照料问题相关 。 目前有关临终关怀或护理方面的研究已涉及较多方面的 内

容 ， 既有针对患有不同类别疾病 （如癌症 、 艾滋病 ） 或遭遇意外事故 、 住在不同地点 （如家

庭 、 医院 、 养老院） 、 不同年龄 、 有不同关怀需求 （如灵性 、 心理 、 护理等方面的需求） 个

体的研究 ， 也有针对中国和其他国家临终关怀体系的研究 。 然而 ，
既有的国内研究主要集中

在对城市的医院患者及其家属的关注方面 ， 针对农村老年人临终照料问题的研究十分有限 。



周云
，
等 ： 农村老年人临终照料研究

就临终关怀问题本身而言 ，
现有的小范围和地域性的研究发现 ， 大多数农村老年人从未听说过

“

临终关怀
”

，
他们中的很多人甚至不愿意提及与死亡相关的话题 ，

更不愿意接受临终关怀服务

（路雪芽等 ，
２０１４） 。 例如

，
有学者通过以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曲村为个案的研究发现 ， 表示

了解临终关怀的男性老年人和女性老年人分别仅占 ６．５％和 ４．
７％ ， 表示不了解 、 不是很了解或

完全不了解临终关怀的男性老年人和女性老年人分别占到 ９３ ．５％和 ９５ ．３％（曲壹方 ，
２０ １４） 。

在对临终者的照料模式方面 ，
以往针对农村老年人照料问题的研究更多的是注重对有照

料需求人群特征的分析 （伍小兰 ，
２００９） ； 或者研究与照料相关的农村老年人家庭代际支持

特点 ，
探讨共同居住 、 与子女分开居住对于照料老年父母哪一个更重要 （张文娟 ，

２００８ ） 。

也有学者探讨了建立和推广农村养老模式的取舍问题
一

是偏向
“

低成本 、 广覆盖 、 快推

广
”

式 ， 还是注重
“

高质量、 低覆盖、 有序推进
”

式 ， 抑或几种模式叠加 （周娟等 ，
２０ １６

） ；

或是关注男性未婚中老年人这样的特殊群体的养老困境和他们对于社会保障中养老功能的依

赖特征 （
王磊

，
２０ １ ５ ） 。 以人类学的方法研究临终照料的文章多以 田野笔记的形式出现 ，

通

过梳理老年人个人生命史的方式 ，
考量其照料需求和照料现状之间的差异 （郭于华 ，

１９９８） 。

之所以农村老年人临终问题还未引起社会的足够重视 ，
与临终关怀问题在最近几十年才

在中国受到关注直接有关 。 若放眼世界
，
临终照料 、 临终关怀的发展有先发达国家后发展中

国家的特点 ； 在国 内 ，
也有临终照料的服务提供与理论研究先城市后农村 、 先发达地区后发

展中地区的特点 。 因此 ，

一些针对城市临终照料服务的研究对于未来拓展农村临终照料服务

的研究有
一定的借鉴意义。 例如 ： 在城市 ，

老年临终患者的家庭照护者多有因照顾家人、 面

对家人去世而感到 自身照顾能力不足 、 心理压力加大的现象 ， 他们期望获得来 自 社会的点滴

照料补充 （张弛等 ，
２０ １ １ ） 。 张弛等 （２０１ １ ） 的研究还说明 了 ， 照顾亲人最后一程的过程 ，

也是照顾者 自 我能力提升 、 逐步平和面对老年亲属临终与死亡的过程 。 类似主题的研究说

明 ： 城市居民在照顾治愈无望的亲人时 ， 常因亲人的健康状况而感到恐惧、 悲伤和不舍 ； 他

们不知如何选择治疗方案以及与亲人沟通病情的方式 ；
在家人离世后 ， 他们会有 自责和后悔

的情绪 。 被访的家人希望能得到有经验的患者家属的帮助和指导 ， 或者是获得社区临终关怀

服务 （刘晓惠等 ，
２０ １５） 。 在农村地区 ， 老年人 自身应对疾病和突发事件的能力更加有限 ，

除了受到经济条件和子女不在身边等因素的限制之外 ，
对于一些高龄 、 重病的老年人来说 ，

无法从正常的社交生活中获得慰藉也加重了其痛苦 （曾富生等 ，
２０ １０

） 。 因此
，
对于临终照

料问题尤其是农村老年人临终照料问题的研究就显得尤为必要。

在对老年人临终照料问题的研究角度方面 ， 战捷 （
２００４ ） 基于高龄老年人临终前卧床

时间长短 ， 探究其临终前完全需要他人照料的状况 。 顾大男等 （２００７） 总结了老年人临终

前生活不能 自理 、 完全需要他人照料的天数分布 ，
以及性别 、 受教育程度 、 子女可亲近

度 、 有病得到及时治疗的状况 、 参加宗教活动情况 、 健康状况等与完全照料时间相关的 因

素之影响 。 针对子女照料问题 ，
有学者认为

，
国内少有甚至没有针对临终阶段老年人子女

照料问题的系统定量研究 。 他们通过 自 己的问卷调查 ， 探讨农村老年人的子女性别及排

行、 两代人居住地远近
，
以及两代人的代际交换对农村老年人的子女为其老年父母提供的

－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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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终照料的水平 （左冬梅等 ，
２０ １４ ） 。

左冬梅等 （
２０１４） 的研究是与我们当前的研究最为相近的

一项研究
，
因为我们关注的都

是老年人去世之前的家人照料问题 。 他们的研究探讨了子女的排行对于其照料老年父母的影

响 。 相对于排行中间的儿子 ，
独子和长子为父母提供更多的临终照料 ， 而排行最小的儿子提

供的临终照料最少 ； 女儿之间也有类似的提供临终照料的排行差异 。 在传统社会子女数量

多 、 性别多样的背景之下 ， 乡土社会有一套不成文的关于老年人临终照料人手安排的规定 。

由于农村生育水平要比城市高 （孙鹃娟等 ，
２０ １５ ）

， 农村老年人在医养模式和经济基础方面

与城市老年人之间存在差别 （王跃生 ，
２０ １２ ； 孙鹃娟等 ，

２０１５） ， 农村的临终照料形式往往

更为多样 。 这些多样的临终照料形式 ， 会影响到老年人去世之前的照料资源及其分配情况 。

鉴于老龄社会中老年人临终照料的重要性 、 以往研究对农村临终照料关注的不足以及农

村老年人家人提供临终照料形式的多样性 ，
本文将集中探讨农村子女所经历的家中老人去世

问题 。

三、 研究问题和研究方法

开展临终照料研究需要明确两个问题。 首先是时段界定问题 ，
即什么是临终 。 中国医学

界一般将临终者定义为 ：

“

所患的疾病对根治性治疗无反应 ，
且病情不断恶化者

，
生存期相

Ｘ才短的患者 ，
也包括老衰临终者 。

……在社区居家开展临终关怀服务的对象是晚期恶性肿瘤

广泛转移的患者 ，
其临终阶段一般矣 ９０ 天 ， 在医疗机构的临终关怀服务对象的临终阶段原

则上＜ ６０天 。

”

（施永兴等 ，
２０ １０

） 然而 ， 在本研究中我们发现 ，
所访谈的个案对于临终阶

段的定义并无较大差异
，
对这一阶段时间跨度的界定也不尽相同 ， 故本文所讨论的临终或

“

去世之前
”

并没有特别具体的时段定义 ， 但确指老年家人去世前相对较短的
一段时期 ， 例

如几周 、 几个月或半年左右 。 其次是临终照料问题的研究对象 。

一般来说 ，
临终照料问题的

研究对象可以是去世老人本人 ， 也可以是其家人或其他照料提供者 。 在医院或机构的临终患

者 ， 或是在家中预知 （包括医学机构预测或家人预测） 在世时间有限的老人 ，
均可以成为研

究对象 。 然而 ， 考虑到临终照料对象已经生命垂危或对个人完全并无感知 ，
很多人难以直接

参加研究 （这也是临终老年人与一般长期照护对象的区别之一） 。 因此
，
有关临终老年人的

照料情况 ，
可以通过其家人或照料者来了解 ， 并且由此还可以可关注他们是如何看待 、 解释

和应对老人临终状况的 。

本研究的主题是去世老年人的家人对其去世时健康状况的认识 、 照料提供类型与模式 、

照料过程中的主观感受 ， 以及他们对老人去世原因的解释等 。 这些研究内容较难采用定量研

究方法开展 ，
因此

， 本研究使用定性研究方法 。 具体来说可包括两个层面 ：

一是数据收集 ，

二是分析和解释。 在数据收集时 ，
我们主要采用参与观察和半结构式访谈法。 在通过阅读文

献和实地调研对研究地的文化背景 、 风俗习惯和历史沿革有所了解的基础上 ， 与近 ５０ 名村

民进行了一对一的访谈 ， 并对其中
一些研究对象进行家访 ， 从而更深入地了解其家庭结构和

经济情况 。 基于所收集的资料 ， 从实际出发 ， 对当地老年人的临终照料模式进行深描
，
并力

图剖清和阐明其背后起作用的社会文化机制 。

－

１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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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调研相关信息的基本描述

通过各种途径的前期联系和准备之

后 （如实地预调査和文献搜集）
，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１４
—

２４ 日
，
研究小组在山东省乳山

市 Ｎ 村 ， 针对去世老年人临终之前的生

活和照料状况进行了 田野调查 。 主要是

通过家人回顾的方法 ， 收集老年人去世

之前的健康状况以及家人对老人的照顾

安排 。 调研期间 ，
研究人员住在 Ｎ 村 ，

在村内随机寻找可参加调查的老年村民

进行访谈 。 理想的调査人群是 ６０岁以上

的老年人 ， 但现场调研中也有部分 ６０ 岁

以下的村民参与了访谈 。 整个调研期间 ，

研究人员共访谈了４９ 位村民 ， 其基本情

况如表 １ 所示 。 访谈地点多在村头巷尾

或是村民家中 。 时间集中在村民在外纳

凉 、 聊天或劳作 （补渔网 、 穿贝 壳眼 、

准备鸡鸭食等 ） 时段 ， 例如上午 、 近傍

晚等 。 每次访谈时间长短不一 ，
五分钟 、

十分钟 、 半小时甚至更久 。 访谈内容按

事先准备的访谈提纲进行 ， 但访谈提纲

中 的 内容不分前后 。 对每位访谈者基本

都记录了其年龄 、 性别 、 受教育程度 、

结婚年龄 、 子女信息 ， 并了解了他们对

家中去世老人的临终照料经历 。

五 、 基于调研所得的主要结果

根据研究 目 的和主题
，
我们将访谈结果归纳为三大类别 。 首先是被访者对家中老人去

世原因的理解和分类 。 分析老人去世原因和被访者对疾病类别的理解和表述的信息 ， 以及

当前农村人 口特别是老年人 口对疾病认知的特征 。 其次是家人提供的老人去世过程的长短

以及家人对去世过程的描述。 去世过程的长短受制于老人去世的原因 ， 也关系到家人照料老

人的类别和强度 。 最后一类是家人对照料的感受 。 尽管三类问题都是由去世老年人的家人提

供 ， 但前两类问题更多关注的是去世老年人 ，
最后一类问题针对的是去世老年人的家人 。 这

几层分类
，
能够立体地展现农村去世老年人在生命最后阶段的生活状况以及家人的付出 。

在以下描述个案时 ，
我们采用被访者代码而不是真实姓名的方式 ，

以尊重被访者及其家人

的隐私 。

表 １ 被访者及其去世家人情况

被访者情况 逝者情况

人数 人数

（ 个 ） （ 个 ）

性别 性别

男 １４ 男 ５６

女 ３５ 女 ４３

小计 ４９ 小计 ９９

年龄 （ 岁 ） 去世时年龄 （ 岁 ）

＜５０ １ ＜５０ ５

５０ － ５４ ７ ５０
－

５４ ４

５５ ￣ ５９ ７ ５５ － ５９ ４

６０ － ６４ ７ ６０
－

６４ ２

６５ － ６９ ７ ６５ ￣ ６９ ４

７０ － ７４ ９ ７０ ￣ ７４ １４

７５ ￣ ７９ ３ １５ － １９ １ １

８０＋ ７ ８０ － ８４ ２０

小计＊ ４８ ８５ － ８９ ４

９０＋ １４

小计＊
８２

去世原因归类

没病 １０

模糊病因 ２４

具体病因 ５９

不详 ２

小计＊ ９５

注 ： 表示这
一

类别的小计由于信息缺失而少于

应有的人数 。

－

１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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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受访者对家人去世原因解释的清晰程度有差异

在问及家人去世原因时 ， 有人给不出原因 ， 有人却能说出模糊的病因或是具体的甚至是

带有医学色彩的疾病名称 ， 例如
“

没病
”“

突然去世
”“

老死
” “

老年痴呆
” “

尿毒症
”

“

脑血栓
” “

心梗
”“

子宫癌
”

等 。 访谈的 ４９ 人共计经历了９９ 位家人去世。 我们按照村民

给出病名的清晰程度 ，
将其家人去世原因划分为

“

没病
”“

模糊病因
”“

具体病因
”

和
“

不

详
”

几大类别 。 从被访者的回答来看 （见表 １ ） ， 他们给出具体病因的 占比更大 （６２％ ） 。 例

如
，
Ｐ １６（Ｈ

，
８２岁 ） 认为 ， 其母亲 ９２ 岁去世时并没有什么毛病 。

“

说老实话 ， 俺母亲 身体并没有什 么 不好 ，
就是吃不 下饭

… …

。 俺母最后死估计是 因 为

那个老年痴呆。 俺就看她端饭那个手抖 ， 抖的呀 ， 都木法使筷子
，
俺就拿勺把面条掐断 了

，

喂给她…… 。
记性啥都好 ， 就是不想着 自 己

ｇ
ｅ

， 吃饭也没法吃 。 这可不是老年痴呆不是 ，
就

是老年病 。 我觉着她呀
，
就是老死了

，
没有什 么 问题 。

”

Ｚ５（女 ，
７０ 岁 ） 的老婆婆活到 ９３ 岁 ， 最后也不知得的什么病去世的 ， 只是摔过一跤后

不能再 自 己走动
，
６个月后去世。

但还是有相当 比例 （２５％） 的被访者无法给出特别具体的家人去世原因 ， 他们给出 的模

糊病因更与非常规或非医学定义相关 ， 如摔了一跤 、 意外死亡等 。 在当地
，
很多被访者都提

到摔 （ｋ ａ） ， 并把摔 （ｋａ） 与最终去世联系在一起 。 摔 （ｋａ） 本身并不是导致去世的直接原

因 ， 但可能是诱发导致死亡的直接原因 。 此外 ， 摔 （ｋａ） 本身也可能是疾病产生的后果 ， 即

去世老人先患有某种疾病 ，
这些疾病增加了老年人摔 （

ｋａ） 的可能 ， 而摔 （ｋａ） 后又加大了

老人去世的风险 。 除了真正由不小心摔政导致的死亡之外 ，

一些突发的 由心肌梗死 、 晕厥导

致的死亡也常被解释为因
“

摔 （ｋａ）了一跤
”

而致死 。 除此之外 ，
老年性痴呆也常被访谈对

象归为家中老人死亡的原因 （４ 例） 。 村民们对这一死因 的解释常常是 ： 老人不知道照顾 自

己 的身体 ， 太惦念亲人 ， 或是手脚不灵活 。 与
“

摔 （
ｋａ）了一政

”

类似 ，
老年性痴呆也是一

种模糊的致死原因 。 村民们往往用
“

就是老了
”

来总结这些原因模糊的死亡 ，
而

“

老了
”

又

被以比喻的方式来解释 （如
“

油灯熄灭了
”“

地瓜秧子虚了
” “

油枯了 ， 蜡烛烧完了
”

等） 。

可见
， 在当地人的观念中 ，

“

老死了
”

往往意味着生命力的耗尽 ， 是一种 自然而然的过程 。

由此观之 ， 当地人对死亡的认识并非基于现代医学的解释体系 ，
而是与其生活环境 、 文化背

景和整个乡村社会对去世这一事件的归因密切相关 。

（
二） 去世老人离世过程长短不一

人的去世过程并没有统一的模式和时间表 。 去世过程如何 ， 与患有何种疾病有关系 ， 也

常具有偶然性 。 无论是哪种原因导致的死亡 ， 个体去世的过程都是有快有慢。 下面一些例子

可以反映农村老年人去世过程中的一些具体情况。

有的老年人去世过程非常短 ，
短到家人甚至都没有来得及意识到人就这么走掉了 。

“

俺婆死的倒是干净
，
就老 （死 ） 了

，
也没生什么病

，
这不 突然就死 了 。 还是过年那前

儿
，
晚上吃完饺子

，
突然就不行 了 。 之前都能 自 己做点饭啥的……

”

（Ｐ １２
，
女

，
６４ 岁 ）

Ｚ８ 頃 ，
６７岁 ） 的父母都是因患动脉硬化而去世 ，

吃过药
，
但没有住过院 。 其父母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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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都 自 己过 。 其父亲去世时 ， 前后也就是三四天时间 。 母亲去世时
，
上午还好好的

，
吃完

饭
， 收拾收拾锅灶就倒下 了 ，

再也没缓过来 ， 下午六七点钟就去世了 。 Ｚ ８ 的哥哥也和其母

亲一样 ，
上午还好 ，

后感觉不舒服 ，
自 己去医院看过

，
也没有检查出什么病 ，

留在医院观

察 ， 就再也没有回到家 （在医院去世的 ） 。 Ｚ ｌ ｌ（Ｈ ，
５４岁 ） 的 ７０ 岁老母亲因突发脑出血被

紧急送往医院 ，
但到达医院时人已经死亡两个小时 。 Ｐ７（女

，
６０ 岁 ） 的母亲虽然生病已前

后有 １ １ 年了 ， 但最后去世时也就是几天的事情。 其去世的原因是心肌梗死 ，

“

阻塞了
”

， 就

倒下了 。 在家躺了几天后去世了 。 她婆婆去世时也就是七八天的时间 。 去世之前有心脏病 ，

总喘 ，
不能干重活 。 去世之前说不舒服 ， 就躺着休息了几天 。 最后那天上午吃了碗面 ， 就感

觉憋 ， 喘不上气 。

“

那个费劲啊 ，
最后就一口气上不来 ，

这不就这么去了 。

”

Ｚ３（女
，

５８ 岁 ）

的公公是 ７ １ 岁时摔 （ｋａ）了
一下后突然去世 ， 其死亡非常出乎大家意料 。

这类
“

快速
”

去世的例子也出现在意外死亡的老年人身上。 Ｚ１０（女 ， ７０岁 ） 的婆婆 自

己
“

有栓 ， 尿糖病
”

， 丈夫又有赌博的习惯 ， 促使刚强 、 脾气急的婆婆最终 自杀 。 婆婆 自杀

后公公 自 己住 。 公公最后因为晚上睡觉时抽烟 ， 点着了被褥 ， 被烟熏而意外死亡 。 人们通常

把突然去世或很快离世的现象视为
“

没遭罪
”

、

“

活够了
”

（到时候了 ） 、

“

死的
‘

干净
’ ”

（利索 、 不痛苦） 。 但这一过程对家人的影响往往较大 ，
因为这种意外死亡通常未能给家人留

出相对足够的时间做好心理应对准备。

也有许多老人的去世过程有十几天、 几十天
，
乃至几个月 。 当有一定的时间跨度时 ，

人

们回忆起老人去世过程时 ， 会以其去世时间为终点 ，
回溯之前一段时间逝者的生活状况 。 Ｚ２

（女
，

５９ 岁 ） 的母亲一直患有糖尿病 ， 靠吃药控制病情 。 去世之前因
“

够
”

衣服 （当地话 ，

收衣服的意思 ）
，

一下子摔倒 ， 当时就不会说话了 。 去县医院打胰岛素 ，
第三天恢复说话功

能 。 在医院住了四天后回家 。 回家后在能说话 、 不能说话之间反复 ，
去世前一天又不能说

话
， 第二天离世 。 其死亡时间距从医院回到家前后 １ １ 天 。 Ｚ２ 把最后摔倒而去医院当作母亲

最终去世的起始时间 。

“

我老妈活到 ９４ 岁 ，
４年前去世 。 去世之前身体挺好 。 还能 自 理 ， 管什么 都能 自 理 。

”

Ｚ４ 頃
，
６７ 岁 ）

Ｚ４ 的母亲从发病到去世也就是十几天。 去世之前喘不动气 ， 走不动路。 去医院检查过 ，

也没检查出什么原因 ，
最后五六天吃不下饭 。

“

按人家说的就是年龄到了
”

（老死 ） ｃ＞
Ｚ９

（女 ，
７ １ 岁 ） 的婆婆是 ９２ 岁去世的 。 去世之前患有高血压 ， 出现脑血栓后在床上瘫痪了９个

月后去世 。 Ｐ４（女
，

７３ 岁 ） 的母亲是在其伺候下去世的 。 其母亲到 Ｐ４ 家住了４０ 多天后 ，

“

老死
”

于 Ｐ４家中 。

“

有天早上 （妈妈）
吃 着饼 ，

吃着吃着就不能走 了 。 咱这 ２０ 多 年前也没啥医疗条件 ，

就躺 了４０ 多天 ，
也不能动 了 （即去世了 ） 。

”

Ｐ４ 和她的姐妹一起照顾母亲 ， 帮她翻身 ， 收拾其不能 自控的大小便等 。 前后忙了４０ 多

天。 Ｚ４ 和 Ｐ４ 描述的
“

临终
”

或者
“

去世前
”

，
是以老人去世前经历的一个特殊事件 ，

即 日

常生活中一个印象深刻的事件为起始点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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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老人是慢慢去世的 ，
没有什么特殊的医学健康事件作为参照 ， 被视为

“

自然离世
”

。

Ｚ １７（女 ，
６８ 岁 ） 的婆婆于 ８８ 岁去世 。 去世之前和老公公一起过 （老公公还健在 ，

９４ 岁 ） ，

有腿疼 、 瘫痪等问题 ， 但最后去世并不是因为什么特别的毛病 。 去世之前曾不舒服 ，
去过医

院 ，
还住过院 ， 但医生也查不出有什么病 ，

只说是老年病 。

“

去世之前是慢慢地
，

一天不如一天走的
，
也没有遭罪 。

”

在农村 ，
许多老年人的去世过程并不突然 ， 他们在死亡之前并没有什么特别预感 ，

也没

有被追赶或被压抑的感觉 ， 而更像是一种 自然而然的过程 。 经历过这一过程的家人 ， 往往不

会给出特别明确的家人去世之前那个阶段的信息 。 但还是有人会观察到生命进人最后时段的

体征或反常事件 。

Ｚ１３（女 ，
６８ 岁 ） 的父亲于 ９１ 岁去世 。 Ｚ １３ 兄弟姐妹五人。 父亲去世之前身体挺好 ， 自

己单过
，
去世之前身体不舒服 （但不知是什么病） 。 老人特别想让在外当兵后转业留在四川

的大哥回来 。 大哥在四川工作比较忙 ， 虽曾 因为父母生病回来看望过 ， 但因来往不方便 ， 就

说等老人
“

老
”

了时再回来 。 当老父亲确实生病快去世时 ， 家里弟兄给大哥发去电报 ， 说老

父亲特别盼着他回来 。 此后老父亲天天在家门 口望着 ，
盼着大儿子回来 。 然而大哥因为 自 己

身体不好也在医院看病 ，
最终无法回来 。 Ｚ １ ３ 说 ，

老父亲知道大哥不能回来 ，

一下没有了
“

念想
”

，

“

黑天
”

（晚上） 就不
“

在
”

了 。 Ｚ１ ８（女 ，
６２ 岁 ） 的婆婆去世时 ７０ 岁 。

一天去赶

海 ， 回来之后就不会动了 ， 瘫痪了 。 Ｚ １８ 说 ， 按现在的话说就是
“

栓
”

（形成血栓） 了 ， 在

床上躺了两三年 。 去世前几天 ， 婆婆的妹妹 （当地称
“

姨婆
”

） 过来 ， 看到她姐姐的情况后

说 ，

“

你 （ｎｅｎ） 婆婆得老了
”

。 问她怎么看出来的 ， 婆婆不是又能吃又能喝的嘛 。 姨婆说 ：

“

你不信 ，
她那吃饭的样子 ， 像红眼了一样。

”

回想起来 ， 婆婆以前吃饭确实多是让着大家 ，

但现在是
“

直吃直吃
”

（不断地吃 ） 。 三天四夜后 ， 婆婆去世了 。 在这些个案中 ， 或许是由

于老人离世的过程较长 ， 且去世之前没有特别令人印象深刻的健康变化事件 ， 因此人们能察

觉到生活当中特殊或是异常的现象 ， 以此判断生命尽头的到来 。

还有一些被访者记不太清楚家人去世过程的长短 。 如果家人去世的时间较早 ， 被访者往

往很难说出其去世之前的状况。 例如 ， 有人在结婚之前或刚结婚时婆婆 、 公公就已经去世 ，

或者没有与去世家人一起长期生活 ，
了解的情况并不多 ， 就会对关于家人去世过程的问题无

从回答 。

去世老人的离世过程长短不一 ，
而这会影响到其家人的照料感受和照料策略 。 可以设

想
，
相对健康却突然离世的老人通常不会给家人带来太多的生理照料负担 ， 但可能会带来心

理上的适应负担 。 健康状况差且持续较长一段时间再离世的老人 ，
其家人则需要更多的生

理 、 心理上的照料策略。 如若这一假设成立 ， 那么政府和医养机构针对这两类临终者提供关

怀的形式 ，
以及社会工作者针对去世者家人提供的心理支持 ，

当以不同的内容为侧重点 。

（三） 去世老人照料负担的合理分流

在了解了被访者对老人去世原因的解释以及对其去世过程的描述之后 ， 我们还希望了解

去世老人的家人是否感受到临终照料的负担 ， 有怎样的负担 ， 以及在现实生活中如何去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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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减轻这些负担 。 老年人去世之前的健康状况以及去世原因 ， 会影响人们对照料负担轻重有

无的解释 。

访谈结果显示
，
感觉不到有照料负担的人并不多 。 Ｚ６ （女 ， ７０ 岁 ） 经历了７７ 岁的老公

公因黄疽型肝炎去世、 自 己 ７０ 多岁的母亲因糖尿病去世 ， 以及 １ ９６０年老父亲在 ５０ 多岁时

生活艰难的情况下去世 。 不过在她的印象中 ， 并没有感觉到家人去世之前有什么照料负担 。

Ｐ １７ 倮 ，
６７ 岁 ） 的父母都因心肌梗死去世。

“

冠心病也不是啥大病 ，
就是喘不上气 ， 平时走动 费劲 ， 其他差不 多都能 自 理。 平 日 照

顾也没操什 么心……
。 要说困难最多就是平时赶工有点忙不过来 ，

不过也还行 ，
基本都能顾

得上。 我觉得做儿女的都是应该的 。

”

Ｐ２０（Ｈ ，
５０ 多岁 ） 的父亲因为心脏不好于 ８８岁时去世 。 他也不认为有什么照料负担。

因为他的父亲是突然发病去世 ， 从发病到去世前后就一个多小时 。 所以他回答说 ，

“

能有啥

困难
”

。

然而 ， 部分子女仍然会陷人一些无可奈何的境地 。 Ｐ１ ３ 课 ，
８１ 岁 ） 说到 １９７０年代去世

的父母时 ， 就说 自 己并没怎么照顾父母 ， 或者说是当时没有余力照顾父母 。

“

自 己都照顾不过来 ，
还照顾老人呢…… 。 照顾好 自 己就行 了 呗

，
老人老死 了

，
你说有

啥办法……
”

守寡 １ １ 年的 Ｚ１（女 ， ７３ 岁 ） 和女儿一起陪伴 ６２ 岁时去世的丈夫度过了其人生中的最

后阶段 。 Ｚ１ 没有儿子 ，
只有两个女儿。 她对最后照料过程的体力和精神负担印象并不深刻 ，

而是始终强调经济负担。

“

如果有钱 ， 就可以带老头看病和治病。

”

Ｚ １４（女 ，
７８ 岁 ） 也有照

顾去世之前的家人时经济上捉襟见肘的经历 。 她的老父亲 ８０ 多岁去世。 其父亲在母亲 ７０ 多

岁去世后由几个哥哥轮流照顾 。 访谈员询问她 ，
哥哥们照顾老父亲的最后生活累不累 ？ 她没

有回答照料方面的难处 ， 说得更多的是经济上的问题。

“

你怎 么说呢… … 。 那个时候钱少 ，
经济也不 富裕 ， 想吃什 么 东 西

，
钱…… （没有钱买

想吃的东西）

”

也有被访者强调 日常照料的艰辛。 Ｚ２（女 ，
５９ 岁 ） 就体验到对家人去世前生理照料的

负担 。 Ｚ２ 的老婆婆于 ８２岁去世 。 去世之前瘫痪了三年 ， 住在二儿子家 。 婆婆的五个子女轮

流去二儿子家照顾她 （这也是当地子女轮流照料老人的一种形式） 。 Ｚ２作为大儿媳妇也去照

顾婆婆 ， 但她感觉照料起来有点难度 。

“

怎么 不难 。 到最后拉屎都要枢 ，
必须要用 开塞露

，
然后再抠……

，
２０ 多天才拉一坨 。

遭那罪 ，
拉的像豆一样…… 。

一天三顿
，
大便真少 。 尿 多

， 都用纸尿布
……

”

Ｚ５（女 ，
７０多岁 ） 曾照顾过已经去世了的婆婆的婆婆 （即 Ｚ５ 丈夫的奶奶 ， 大家称她为

“

老婆
”

） 。 这位
“

老婆
”

是在 ９３ 岁时摔了一跤之后的 ９个月后去世的 。 当时
“

老婆
”

病重 ，

孙辈一个月轮流照顾一次觉得有点受不了 ， 改为五天一轮 。

“

拉尿都需要人 ，
谁能管一个 月 。 五天

一轮
，
大家都轻快轻快

Ｐ６（女 ，
５３ 岁 ） 对于照顾患癌症去世的老父亲印象深刻 。 父亲患的是肺癌 ，

去医院时

－ ２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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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说无法再治而回了家 。 Ｐ６ 就住在父母家帮助照顾了一阵子 。 给父亲喂饭 ，
还要拍背 ，

让他的呼吸通畅
一点 。 老父亲 ７７ 岁去世前大约有

一

周吃不下饭 ，
家人就熬粥 ， 由母亲喂父

亲 。 最后老父亲拉尿都在床上
，
每一两天就要帮老父亲洗澡 ， 或者在床上给擦身 。 经常还要

给老父亲翻身 。

“

哎 ￣

。 老人家 身上沉
，
给翻个身特别 费 劲 。 后来就给喂干的 ， 嚼碎 了 和着水给喂下

去
，
不然老人家老拉稀。

”

老人若大小便失禁 ， 无法 自 理时
，
家人或照料者的照料负担会更重。 Ｐ １２（女 ，

６４岁 ）

如此形容照料老公公时的情形 ：

“

俺农村太苦 。 俺公从得病到去世十来年 ，
都得靠我们操心着 。 俺老伴儿兄弟两个 ，

俺

两 家轮流照顾着 。 俺公最后瘫 了
， 拉屎尿尿都在床上

，
都得我们伺候

，
还得给做饭

，
洗衣

裳
， 每天给翻身 ，

给擦。 可是辛苦
，
太辛苦。

”

Ｚ１９（男 ，
５８ 岁 ） 当年伺候过因摔 （ｋａ） 后不能走动 、 ８６ 岁时去世的老父亲 。 他们兄弟

姐妹五个 ，
３男 ２女 。 老父亲在最后阶段主要是 由三个儿子照顾 。 Ｚ １９说

，
老父亲瘫痪在床

，

大小便都需要人照顾 。 肠 胃不好时
，

一天能大便 ７ 次
，
家人也就需要帮助收拾 ７ 次 。 Ｐ４

（女
，
７３ 岁 ） 曾经照顾过 自 己母亲 、 公公和婆婆去世。 他们分别在 ８２ 岁 、 ８３ 岁和 ９２ 岁时在

Ｐ４家去世 。 婆婆瘫痪 ９ 年 ，
多亏丈夫兄弟三个轮流照顾 ， 每十天轮一 回 。 婆婆在 Ｐ４ 家时 ，

Ｐ４（而不是她的丈夫） 每天要帮婆婆翻身 、 洗擦身子 。

“

我可受累 了 。 每天得给她洗屎尿洗六趟 。 你看我这个手 ， 都是那时候叫 冰水扎的 。 我

不是享福的人。

”

这些具体的例子体现出村民在照料过程中 的负担分流措施 。 只要家里有不止一个兄弟姐

妹特别是兄弟时 ， 家中老人的照料就会在这些人中轮换。 当地轮流照料的形式有老人在 自 己

家 ，
子女轮流上门照料 ， 或是子女轮流将老人接到 自 己家中照料 。 两种方式都有轮流周期的

安排 ， 每个周期都不是很长 ， 通常是 １ 个月 、 半个月 或者五天为一个周期 。 周期的制定多为

兄弟间协商 、 家里权威老大规定 ， 或参照集市周期 （五天一个集 ） 的结果。

轮养或者轮流照顾是当地村民为减轻照料负担而在人手资源上的安排 ， 而采用不同照料

手段 （例如纸尿布的运用 ） ， 也是他们减负的方法之一 。 上述案例中 Ｚ９ （女 ， ７ １ 岁 ） 的婆

婆 ，

“

栓了后右边一点不会动 ，
不会说话 ， 但脑子很清楚

”

。 Ｚ９ 并没有提到或回应照料难的

问题 ，
她特别理解婆婆 自 己身体不能动但脑子却不乱的感受 。

“

（瘫在床上） 她 自 己也不愿

意这样呀 。

”

Ｚ９ 很欣慰地提到 ， 在照顾婆婆直至去世的 ９ 个月里 ， 自 己的女儿始终寄纸尿布

给奶奶用 ，

一

般每天用两片 ， 平均每天用 ７ 元钱的纸尿布 。 从她的话里可以感觉到 ，
这种方

法给她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 减轻了许多照料负担 。 这里既体现了Ｚ９ 对其孝顺女儿的赞扬 ，

也说明通过借助其他照料手段的确能够部分减轻照料者的负担 。

此外 ， 减轻家中老人去世之前的照料负担 ，
也要考虑是从谁的角度去看 。 从子女一辈

的角度看 ，
父母年纪大并患有疾病 ， 如果其中一方能够给予照顾 ， 就能减轻子女的照料

负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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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父亲就是老年病 ， 是心脏不好吧 ，
也说不上是个什么病 ，

反正最后就是不大能动弹

了 。 那时候有老妈 ，
没怎 么 用我们

， 我们就有时候跑去照看一下 ，
没怎 么 费 心 。 赶到老母亲

就不行 了
，
就赶着俺几个轮流照顾着…… 。 老公公是脑溢血去世的 ，

我们基本上没有照顾 ，

都是老婆婆照顾 ，
饿们 ） 就是给做做饭

，
送点 东 西。

”

（Ｐ １８
，
女 ，

５５ 岁 ）

等老人的配偶去世或无能力照料时 ， 就会出现上面提到的子女间轮流照顾的模式 。 这一

模式也可以减轻子女一辈的照料负担 。

不过
，
我们也可以从老年父母的角度 ， 看看他们是如何控制或管理 自 身产生的照料负担

的 （尽管很难找到这样的资料） 。 在调研过程中 ，

Ｐ １４（女
，
７９ 岁 ） 回想起 自 己公公婆婆去世

之前的照料状况。

“

俺婆 ７７ 岁去世 了
，
俺公快 ９０了 才去世…… 。 俺公是一直血压 高 ，

赶不能下床就十来

天
，
俺也没咋 费心 ，

大多是他闺女照顾
，
俺就给送饭

， 有时候给洗洗衣裳 。 擦屎擦尿的脏活

都是他闺女干…… 。 最后几天老头也是心疼他闺女 ，
知道 自 己要老 （死） 了 ，

故意 不解大手

（大便）
，
就尿几滴搁炕上

，

一天也就尿个三四回 。 我们赶着给他擦。 床单 ，
裤衩都是他闺女

给洗
…
…

”

这是父母作为
一

个接受照料的个体尽其所能减轻家人照料负担的例子 。 这也提醒我们 ，

多数父母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 ，
哪怕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 也会尽力为子女着想 。

被访者们对照料体验有着不同的感受 。 说不出有无照料负担或不感觉有负担的被访者 ，

更有可能是 自 己没有亲 自参与照顾长辈 。 这种情况大多是老年夫妻之间 自 己相互照顾 ， 不

用儿女操心
，
或者是子女兄弟姐妹较多

，
从而稀释了照料负担 。 在感觉有照料负担的人群

中 ， 其负担多体现在生理照料和经济负担方面 。 可以预想 ， 随着时代的发展 ，
照料的 内容

或需求会从基本的温饱型转向更高生活质量照料 ， 例如分担心理负担或是灵性服务等方面

需求的满足。

六、 讨论

本文的研究主题为临终问题 ， 特别是农村地区老年人的临终照料问题。 根据 ２０ １０ 年第

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 截至 ２０ １０年 １ １ 月 １ 日零时 ， 中国农村老年人 口 已接近 １ 亿 （林

宝 ， ２０ １５） 。 这 １亿农村老年人晚年的健康状况和生活安排 ， 理应进入学界的临终照料研究

视野 。 讨论临终 、 去世之前的照料问题 ， 与讨论长期照护问题有所差别 。 首先是讨论的重点

不同 。 长期照护问题的讨论重点在于为延长或维持生命的照护 ， 而临终照料研究重点讨论的

是老年人
“

善终
”

的可能性以及如何做好老年人善终所需要的基础准备 。 其次是照料提供时

期和时间长短的差异 。 临终照料照顾的是更接近生命尽头的个体 ， 相比长期照护有更明显的

时间紧迫性和时长浓缩性 ，
因而照料者感受到的压力更大 。 最后是研究对象的差异 。 长期照

护问题的研究对象主要是老年人本人 ；
而临终照料的研究对象多半是其家人或其他照料者 ，

研究者需要通过他们的回忆 ， 来回溯老人去世之前的健康和照料问题 。

本研究就是这样一个回溯性研究 。 调研过程中给被访者
一个时间限定 ，

即其家中老人的

去世时间 ， 并给出一个相对短暂的时间 区间 。 这就使回答者更容易回想和回答相关问题 。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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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访谈
，
我们了解了被访村民家中老人去世的原因 、 家人对疾病类别的解释 ， 以及老人临终

前家人的照料策略 。 访谈中 ，
有相当多的被访者表示不知道家中老人的死亡原因

？
， 他们会

给出一些含糊不清的病因 ， 特别是摔 （ｋａ） ，
是众多访谈者提到的原因 。 对于那些年龄较大 、

去世之前较少去医院的去世者 ， 家人对于其去世原因多半会给出这样的回答 ，
哪怕实际上老

人当时可能患有一种或是多种疾病 。 村民对家人去世原因的 自我归类 ， 说明他们已经有了疾

病类别的意识 。 这可能是他们在 日 常生活中逐步积累健康知识的结果 ，
也可能是他们利用和

有能力利用医疗机构诊断的结果 。 这对于我们分析关于老年人死亡原因 的历史资料有消极的

启示
，
即我们不能用现在的医疗分类标准去解释或推断过去死亡人口的死因 。 然而这对于今

后的人口死亡信息的准确性也有积极的含义 。 因为访谈显示 ， 部分村民 已经有了 比较准确的

关于现代疾病 、 死因分类的认知基础 。

当人们最终不得不离开这个世界时 ， 常常是独 自面对未知世界 ，
其过程千差万别 。 在正

常社会生活状态下 ， 任何一个个体的死亡过程
一定会有长有短气 本调研群体的 回答也体现

了这一点 。 被访者亲人的去世过程短则几天 ，
长则几十天甚至几个月不等 。 在回答关于去世

时长的问题时 ， 人们会回想家人去世时的情景 ， 并按他们的推断或标准 （而不是根据医学界

或学术界关于临终的评定标准） 给出一个家人去世过程的时间区间 。 人们对家人逝世过程的

详细描述 ， 还原了死亡统计数字背后的一个个故事或是情景 。 尽管这些描述对于死亡统计本

身并没有太多的意义 ， 但其对于我们了解被访者是如何理解死亡过程、 直面亲人死亡 、 调整

好 自身心态等这些与临终照料相关的问题却有着积极作用 。 以往研究中 ， 人们对个体去世过

程的细节关注不够 ， 更多考虑的是个体在社会管理方面的需求满足 ，
而不是家庭适应的需求

满足 。 不一样的死亡过程 ， 说明死亡是一个比出生更难掌控的生命事件 。 个人的出生权多掌

握在父母手中 ，
而其死亡权却只能

“

掌握
”

在 自 己的手中 ， 或者确切地说是掌握在由生物特

性构成的 自我手中 。

至于对临终老年人的照料 ，
人们回答的内容主要涉及生活照料 （如做饭 、 送饭） 、 生理

照料 （如大小便处理、 擦身洗澡 ） 和经济帮助 （如帮助购物 、 看病）
， 与常规的 日常生活 自

理能力或工具性 日常生活 自理能力指标所考察的内容相似 。 但个体对于这些方面照料的感受

差异较大 。 个人对于经历过的照料过程往往刻骨铭心 ，
对于临终照料经历较少的个体感觉到

的负担会轻一些 。 凡是老人没有让儿女照料负担过大 ，
儿女们都会有所感觉 ，

认为老人去世

时本人没有遭罪 ，
也没有让儿女费心 。 当老人去世之前照料需求增大时 ，

当地家庭主要采取

子女轮流照料的策略。 轮养的方式可以是在老人 自 己家中由子女轮流上门照料 ， 也可以是按

周期将老人接至子女家中进行照料 。 这是一种家人合作的照料模式 ，
通过合作

，
将照料资源

优化使用 ，
子女共同面对照料挑战 。 此外 ， 被访者的 回答也显示一些照料用品 （如尿不湿尿

①相比之下
，
现在对已去世人员死因问题的回答会更简单一些 。 因为逝者的家属必须填写

“

死亡医学证明书
”

，
这是进行户

籍注销 、 殡葬安排等人口管理的凭证 。

②在一些非正常的社会环境下 （例如战争或 自然灾害等 ） ， 人们的去世过程和时长可能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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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 ） 开始在农村家庭中使用 。 这些照料用品在方便老年人生活的同时 ，
也减轻了其家人的照

料负担 。
一些被访者在回忆起老人去世之前的生活照料时 ，

并没有感觉到太多的负担 ，
而是

把这种照料或者轮流照料方式加 以内化 ，
认为这是 自然的家庭生活的

一部分 。 在他们看来 ，

赡养老人是理所当然的 。 这种态度促使当地农村居民普遍接受并能较好地赡养家中老人。

本研究较为细致地描述和分析了与农村老年人去世相关的一些问题 ， 集中剖析了农村老

年人的去世直接原因 、 去世过程 ， 以及去世之前的照料情况 。 通过研究
，
虽获得了一些新的

知识 ， 并有了一些新的解释 ， 但也有一些遗憾 。 其中最主要的是 ， 由于受到研究准备 （包括

研究主题和调研提纲准备） 、 研究策略 （ 自然寻找被访者 ，
研究人员分别访谈 ） 以及研究时

长 （个案访谈时间和在村内调研总时长） 的限制 ，
没能将所有去世者的临终状况全方位展示

出来 。 例如 ， 未能构建出去世者家人的亲属网络 ， 找出不同类别的亲人分头询问 ， 从不同的

角度考察和分析去世者在去世之前的状况 ， 从不同 的角度考察个体对家中老人临终照料负担

的感受和承受程度 。 这些限制导致本研究对于农村老年人去世和临终照料的
“

故事
”

讲得还

不够细致和生动 。 希望这些不足能够在未来的研究中得到弥补 。 不过 ，
本研究所提出和探究

的临终照料问题 ，
无论对于城市居民还是农村居民 ， 无论是对于个体还是社会 ， 都是一个必

须面对的问题 ， 特别是个体在老年时期 、 生命尽头时必须面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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