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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品味與七福－圓滿人生為中介： 
高齡者參與宗教活動與憂鬱情緒之關係 

陳柏霖* 

摘 要 

本研究以品味與七福－圓滿人生為中介變項，探討高齡者參與宗教活動與憂

鬱情緒之關係。採用問卷調查，共計有534位60歲的高齡者，使用品味、高齡者七

福－圓滿人生量表及臺灣憂鬱情緒量表。資料蒐集後，採用描述統計、皮爾森積差

相關分析、結構方程模式分析。研究結果：一、品味評估由品味信念與品味特質所

組成的二階六因素量表，兩者為高相關；二、品味與七福－圓滿人生在參與宗教活

動與憂鬱情緒扮演遠程中介角色；三、高齡者參與宗教活動對憂鬱情緒為低度正相

關；四、高齡者每週、每天參與宗教活動，對練習靜坐、冥想，高於未曾參與者。

基於上述發現，針對教育實踐與未來研究，提出了一些建議作為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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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avoring and Seven Blessing- Flourishing 
as a Mediation: A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Participate in Religious Activities, 
and Depression in Older Adults 

Po-Lin Chen* 

Abstract 

The purposes of the current study were to explore the savoring and seven blessing- 

flourishing as a mediation among the relationship participate in religious activities, and 

depression in older adults. Data in study were collected from a sample of 534 older 

adults’ age more than 60 years. The major instruments for this study include “Savoring 

Assessment Scale”, “Seven Blessing-Flourishing Life Scale”, and “Taiwan Depression 

Emotional Scale”. Data were collected and analyzed by description statistics, 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According to the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the results supported that savoring 

assessment was composed of two latent six-factor model, named as “beliefs about 

savoring”, and “trait of savoring”. (2) Savoring and Seven blessing- Flourishing plays a 

partially serial mediating role in the prediction from Participate in religious activities to 

depression for older adults. (3) Participate in religious activities has a low degre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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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depression for older adults. (4) In terms of “participate in 

religious activities”, every week and every day, with practice meditate and meditation 

than those who have never participated for older adults. 

Keywords: seven blessing-flourishing life, savoring, older adults, serial 

mediation, de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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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面對臺灣人口壽命延長而日益

老化的情形，如何讓高齡者的生活有

品質，是一個亟需被關心的議題，尤

其是戰後嬰兒潮逐漸邁入老年，高齡

人口亦逐漸快速增加中，對於這群相

對人口龐大的世代族群而言，生活品

質、心理健康的研究顯得特別有意義

（李仁豪、余民寧，2014；陳貽照、

簡晉龍、許詩淇，2020；Lu & Kao, 

2018）。過往一系列有關高齡者心理

健康研究中，有一背景要素，宗教信

仰、幸福感及憂鬱的關係，頗值得深

入研究（Dein, Cook, Powell, Eagger, 

2010）。Fernández-Niño、Bojorquez、

Becerra-Arias 與 Astudillo-Garcia

（2019）探討六個低收入與中等收入

國家的高齡者其宗教信仰與重鬱發作

的關係，研究發現，有宗教信仰（相

對沒有信仰）的高齡者其重鬱發作機

率間沒有關係，尤其對於少數群體重

鬱發作的機率愈高。 

在宗教心理學研究中，經由後

設分析指出，宗教信仰與心理健康呈

現 低 度 正 相 關 ， 制 度 性 宗 教

（ institutional religion）與心理困擾

為負相關，與生活滿意度、自我激勵

為 正 相 關 （ Hackney & Sanders, 

2003）。不過范綱華（2014）以臺灣

社會變遷調查資料分析發現，「工具

型信仰者」將宗教視為工具，是無宗

教信仰者、自我實現型信仰者、跟隨

父母信仰者四群中，憂鬱症狀最高

的，也就是說信仰宗教反而會更有憂

鬱傾向；信仰宗教對心理健康的直接

正向影響在臺灣可能被社會選擇作用

所抵銷或掩蓋，仍需要更多的研究證

實。許嘉容（2016）研究發現，銀行

從業人員的參與宗教活動與憂鬱情緒

量表中的「情緒與人際」向度呈現低

度正相關。但亦有研究發現，國內民

眾參與宗教活動的多寡對憂鬱情緒是

沒有差異的（余民寧，2011）。也就

是說，參與宗教活動能否有助於降低

憂鬱情緒傾向，目前研究尚未有定

論，本研究試圖補充此一缺口。研究

者將高齡者參與宗教活動視為是一種

休閒，休閒活動參與會隨著生命的進

展而作調整與改變，休閒活動參與決

策的因素，包含心理的因素與驅動，

以及外在環境的互動與作用（蘇維

杉，2002）。 

參與宗教活動能否有助於降低

憂鬱情緒，兩者關係中，可能需透過

其他要素才能降低憂鬱情緒。研究者

從過往文獻評閱中得知，隨著年齡增

加，個體愈來愈重視信仰（Hayward 

& Krause, 2015）。當高齡者退休後可

運用的時間增加，宗教活動參與，隨

著時間的推移，個人將正向刺激的作

用、結果或事件，轉化為正向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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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注並品味（ Jose, Lim, & Bryant, 

2012），進而滿足自己更高層次的需

求。品味具有時間穩定性與開發性

（Bryant, 1989）。目前國內有關高齡

者品味探討的研究不多，追求品味能

否達到圓滿人生，進而降低憂鬱情緒

傾向，有待進一步討論。高齡者若能

發揮品味，將思考聚焦於當下的快樂

之 中 ， 有 益 於 促 進 健 康 （ Geiger, 

Morey, & Segerstrom, 2017）。因此，

透過品味與七福－圓滿人生，可能得

以降低憂鬱情緒，有待實徵資料加以

驗證。 

此外，目前西方所提出的品味

觀點（Bryant & Veroff , 2007; Jose et 

al., 2012），不完全適用於本土；文化

因素會對人們的心理運作歷程產生實

質的影響（葉光輝，2011）。在東方

亞洲文化背景脈絡下，個體表達高度

的成就喜悅，若有威脅到人際關係

時，就會傾向抑制高興的表達（江文

慈 ， 2012 ）， 強 調 謙 卑 或 自 我 貶 抑

（ Kitayama, Markus, & Kurokawa, 

2000），因而採壓抑正向情緒，以維

持 正 向 和 負 向 情 緒 的 平 衡

（Miyamoto & Ma, 2011; Miyamoto & 

Ryff, 2011），也就是「禍福相倚」。

目前既有的品味理論，並未考量負向

經驗的轉換，也就是「受苦」是有意

義的，對生命中自身所不易與不能改

變的狀態，賦予淬鍊生命成長的價值

與意義（王智弘，2017），提出「受

苦品味」（suffering savoring）構成品

味的要素。 

有 鑑 於 臺 灣 邁 向 超 高 齡 化 社

會，如何使高齡者成功老化，余民寧

（2015）指出，幸福並非只是年輕人

的專利，而是所有年齡層人們都享有

的權利和自由意志所選擇的結果。關

注高齡者心理健康，邁向成功老化，

是全球亟欲關切的議題。本研究旨在

探討高齡者參與宗教活動與憂鬱情緒

的關係中，品味與七福－圓滿人生所

扮演的角色為何。 

貳、文獻探討 

一、 參 與 宗 教 活 動 與 品

味、圓滿人生及憂鬱

情緒之關係 

(一)參與宗教活動與憂鬱情緒 

過往Koenig（2008）從心理學角

度，認為宗教是一種使人類減緩苦痛

的強烈調適行為，提供對於自然界力

量的控制，並促進集體生活中合作與

相互支持的社會法則；參與宗教活動

的頻率愈高，則自殺率愈低。Ellison

（1991）發現，有強烈宗教信仰者，

擁有較高程度的生活滿意度、個人快

樂感及較少負面心理創傷，而教育程

度較低及年齡較高者，比起一般人較

能感受宗教對其快樂及幸福感之感

受。宗教對於人類的內在而言，將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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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當成一種終極的價值，以及個體本

身存在為目的；對於外在而言，是為

個人能得到生活中的安全感和與社會

群體融合的感受（Macavei & Miclea, 

2008）。過往研究指出，從事奉獻活

動 者 對 死 亡 的 恐 懼 較 少 （ Musick, 

Koenig, Hays, & Cohen, 1998）。宗教

活動不僅強調精神層面的提升，更能

從活動中獲得身心滿足，使參與者有

全 面 性 的 休 閒 體 驗 （ 李 豐 楙 ，

1992）。參與宗教活動可視為是休閒

生活中的一環，在宗教活動的參與過

程中，參與者能夠獲得相當程度的休

閒感（陳建廷、蘇慧慈、李壽展，

2011）。 

「憂鬱情緒」是表示生理和心

理上的一種偏差或是一種心理疾病，

稱 為 憂 鬱 症 （ depression disorder ）

（Rutter, Izard, & Read, 1986）。余民

寧、劉育如與李仁豪（2008）以「全

人取向的醫治方式」觀點，患者需在

認知、情緒、身體及人際層面上了解

憂鬱症狀，並針對個人獨特的情況設

計 專 屬 的 醫 療 方 式 （ American 

Holistic Medical Association, 2005; 

Jantz & Mcmurray, 2003）。以「認

知」面向而言，是指憂鬱症者可由其

對自我、世界及未來等方面看法所使

用的形容詞可知，其用語多半偏向負

面的、消極的特徵描述；從「情緒」

面向來看，憂鬱症本身即被歸類為一

種情感性疾病（affective disorder），

憂鬱情緒是指長期的憂傷、焦慮、罪

惡感、羞辱感和沒有希望、憤怒、沮

喪等感覺（Jantz & Mcmurray, 2003; 

Peeters, Nicolson, Berdhof, Delespaul, 

& deVries, 2003）；就「身體」面向

而 言 ， 根 據 Jantz 與 Mcmurray

（2003）依據醫學上的診斷，認為憂

鬱症患者可從身體上的症狀尋得；最

後，則是「人際」面向，憂鬱症患者

通常會有較多的生活壓力事件，特別

是那些因個人特質或行為所引起的人

際 互 動 所 產 生 的 生 活 壓 力 事 件

（Hammen, 2006），導致在人際關係

上的互動困難，可能會阻礙患者的治

療 效 果 （ Puschner, Kraft, & Bauer, 

2004 ）。 因 此 ， 若 能 檢 視 人 們 在 認

知、情緒、身體和人際關係等各個面

向的數據，即可從中了解憂鬱症的發

生，作為分析憂鬱情緒症狀的依據。 

余 民 寧 、 陳 柏 霖 與 許 嘉 家

（2010）的研究發現，宗教信仰程度

可預測教師憂鬱傾向的人際向度。宗

教信仰、靈性及個人意義的生存因

素，有助於增加高齡者心理健康，提

升幸福感狀態，克服老年壓力（Fry, 

2000 ） 。 Lawler-Row 與 Elliott

（2009）以高齡者為對象的研究發

現，靈性幸福感與祈禱有助於預測心

理幸福感、主觀幸福感、身體症狀和

憂鬱傾向。中老年原住民宗教信仰虔



以品味與七福－圓滿人生為中介：高齡者參與宗教活動與憂鬱情緒之關係 75 

 

誠度每增加一個單位，罹患憂鬱症之

危險機率就降低23.7%（蔡美惠、李

百麟、黃誌坤，2015）。 

綜合上述，目前研究結果，參

與宗教活動能否降低或提高憂鬱發

生，或兩者之間沒有關聯，抑或是透

過幸福感的作用，可緩解憂鬱情緒傾

向，能有待後續實徵研究的討論。 

(二)參與宗教活動與圓滿人生 

參 與 宗 教 活 動 有 助 於 社 會 支

持、正向健康行為及有效的因應策略

（ 如 禱 告 、 冥 想 ）， 可 以 提 升 健 康

（Oman & Thoresen, 2005）。過往研

究指出，每週至少參加一次宗教活動

者 會 比 從 不 參 加 者 平 均 壽 命 增 加 7

年，其中非裔族群更可增加14年的壽

命（Hummer, Rogers, Nam, & Ellison, 

1999）。宗教和靈性對個人主觀幸福

感有直接影響，且宗教與靈性可提升

復 原 力 （ Masten, 1999; Masten & 

Coatsworth, 1998）。當人們積極參與

宗 教 活 動 （ active involvement in 

religion ）， 其 與 幸 福 感 為 正 相 關

（ Eryilmaz, 2015; Kahneman & 

Krueger, 2006）；愈是動機傾向內發

的信徒，生活滿意度與內在動機為正

相 關 （ 劉 一 蓉 、 蘇 斌 光 ， 2009 ）。

Mochon、Norton與Ariely（2008）研

究發現，參加宗教的次數愈多，個體

的幸福感就愈佳。而林淑惠與黃韞臻

（2008）研究發現，有宗教信仰者整

體幸福感顯著高於無宗教信仰者。由

余民寧（2016）所釋出的中小學教師

資料進行分析，情緒、心理幸福感、

參與宗教活動頻率及正向情緒可預測

憂鬱的認知層面，占29.2%的解釋變

異量。 

(三)參與宗教活動與品味 

參與宗教活動與品味，目前既

有的文獻較少探究，本研究將參與宗

教活動視為是休閒活動其中的一種。

Hickman、Stokes、Gammon、Beard

與Inkster（2016）指出，休閒具有積

極且有意義，例如，高齡者參與冒險

性的休閒，有助於品味的建構。個體

若能將自己的正向體驗或感受分享出

來，且得到他人的回應，接續個人的

正向感受體驗就會強化，更加感受正

向 事 件 所 帶 來 的 喜 悅 （ Bryant & 

Veroff, 2007）。宗教是人類精神生活

的最高表現，參與宗教活動過程中，

帶給正向經驗的持續，使其持續時間

更長時得到最強烈的感受；或是透過

社會連結的分享，可增進品味的維持

和成為他人的品味模範；或是在愈少

壓力的情況下，個人愈能夠品味，這

與放下社會和自尊需求的概念類似

（Bryant & Veroff, 2007）。 

二、 品味與七福－圓滿人

生之關係 

(一)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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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味是以欣賞或放大某種正向

經驗為目的之思想或行動（Bryant, 

2003; Bryant & Veroff, 2007）。Langer

（1989）認為品味是一種體驗感知人

們的專注與歸類的新方式。Bryant與

Veroff（2007）指出品味發生的三個

基礎：一是對當下發生事物的直接感

受或直接連結；二是從社會需要與自

尊追求的壓力中釋放出來；三是對體

驗的聚焦與用心，而非享樂主義的愉

悅或各種自我需要的滿足。品味源自

於四種信念，包含：1.可增強或延長

享受正向事件，係認知或行為上的策

略；2.當下可促進愉悅的感受，是一

種預期未來正向結果的能力；3.為加

強當下的幸福感，回想過去正向事件

的行為能力；4.即便自己不能獨自地

做，朋友與親戚亦可幫助享受正向事

件。當個體具有品味信念，將可避免

與處理負向結果的產生，並主動獲取

與 強 化 正 向 結 果 的 顯 現 （ Bryant, 

2003）。Bryant（2003）曾提及，品

味是開啟個體對正向體驗的信念，每

個人品味的能耐有哪些認知或行為上

的特別回應，則是個體在發生正向事

件之前、當下或之後所表現的。 

Bryant與Veroff（2007）認為品

味有三種時間形式：預期、品味及回

憶品味；針對個體感知能力進行衡

量 ， 當 個 體 的 品 味 信 念 （ savoring 

beliefs）愈強，愈能透過預期、體驗

及追憶美好事物，產生幸福感並享受

生活。這三項信念包括：預期品味

（savoring through anticipation）：指

即將發生的正向事件發生前，個體藉

由期待以產生當下的正向感受。當下

品味（savoring the moment）：指的是

在正向事件發生的當下，個體藉由特

定的想法或行為以增強或延長其正向

感 受 。 回 憶 品 味 （ savoring through 

reminiscence ）： 指 在 正 向 事 件 結 束

後，個體藉由回憶的方式以延長或重

燃其正向感受。 

而品味特質是品味策略再加以

聚焦，強調品味是種特質，是一種積

極 主 動 、 享 受 的 過 程 （ Jose et al., 

2012）。Jose等人（2012）曾針對品

味提出「擴大」與「抑制」品味特

質，這些特質是從品味策略（如與人

分享、沉浸其中等）再加以聚焦，強

調品味是種特質，是一種積極主動、

享 受 的 過 程 。 包 含 ： 擴 大 品 味

（amplifying savoring），係指用正向

事件的認知與行為反應來增強情緒反

應 （ 如 分 享 喜 悅 ）； 抑 制 品 味

（dampening savoring），係指用正向

事件的認知與行為反應來降低負向事

件的發生（如避免掃興）（陳柏霖，

2018）。 

在東方文化的脈絡下，過度強

調正向體驗不見得是好事，東方文化

強調陰陽調和，禍福相倚，受苦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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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能說明正視生命中的負向經驗，受

苦轉甘，苦盡甘來，更是東方正向經

驗的表徵（陳增穎、田秀蘭，2013；

黃仲平，2019）。也就是說，受苦其

實是苦樂參半的體驗，有助於提高人

們欣賞正向體驗的能力，同時帶有快

樂與悲傷的感覺，這種感覺提醒人們

注意到正向體驗的暫態本質，促使人

們去抓住此時此刻的體驗（苗元江、

潘瓊翼、朱曉紅，2012）。 

為了解品味在跨文化的情況，

品味信念量表目前已翻譯成多種不同

的 語 言 ， 包 括 波 斯 語 （ Aghaie, 

Roshan, Mohamadkhani, Shaeeri, & 

Gholami-Fesharaki, 2017 ）、 法 語

（Golay, Thonon, Nguyen, Fankhauser, 

& Favrod, 2018 ） 等 。 Kawakubo 、

Bryant、Miyakawa與Oguchi（2019）

發展日本人的品味信念量表，以時間

取向（預期、當下及回憶）與方法

（正向定錨與負向定錨）作為評估日

本人品味信念的因素；五因素量表具

有 不 錯 的 工 具 品 質 ， RMSEA

為  .061 、 CFI 為  .929 、 SRMR

為 .053，Cronbach’s α係數為 .92。

Kawakubo等人指出，日本人的品味

能力與品味表現有著顯著相關，遵循

關於情緒經驗的傳統文化規範的人

們，往往會覺得自己的品味能力較

差，且傾向於不是透過預期與回憶來

品味；然而，拒絕傳統文化規範的人

們，往往會覺得自己更有品味能力，

且 更 喜 歡 透 過 預 期 與 回 憶 來 品 味

（Kim & Bryant, 2017）。 

綜合上述，過往品味多半從信

念或策略切入討論，直到Kawakubo

等人（2019）從時間與方法取向看待

品味，有助於詮釋品味樣貌。研究者

認為，評估品味除了原有的時間取向

（預期、當下及回憶），亦可從特質

取向（抑制、擴大、受苦）看待高齡

者品味狀態。尤其在特質取向加入了

「受苦」要素，更能彰顯華人的生命

經驗。陳貽照（2017）認為，能作為

促使高齡者正向老化的心理資源需要

具有可觸及性（availability），必須

是高齡者常經驗或使用的心理狀態，

才能達事半功倍的效果。研究者認

為，從雙向度看待品味即可符合上述

標準。 

(二)七福－圓滿人生 

關 於 圓 滿 （ flourishing ） 的 概

念，Fredrickson與Losada（2005）認

為，圓滿是指個體的身心皆處於最佳

狀態，圓滿者往往有良好的自我成長

能力與復原力。Diener等人（2009）

則認為圓滿包含：支持與獎勵的關

係、對他人幸福做出貢獻，並得到別

人尊重，甚至是有意義生活、從事感

興趣活動、掌握對自己的感覺與能力

及自尊與樂觀等要素。亦有研究對於

圓滿的定義為：感覺良好以及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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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作，包括，正向情緒、情緒穩定、

活力、復原力、樂觀、自尊、參與投

入 、 意 義 、 能 力 和 正 向 人 際 。

Seligman（2011）則認為新幸福理論

有 別 於 「 真 實 的 快 樂 理 論 」

（authentic happiness），包含五個要

素：正向情緒（positive emotion）、

全心投入（engagement）、人際關係

（ relationships ）、 意 義 （ meaning ）

和成就（accomplishments）。 

在 國 內 有 關 圓 滿 （ 或 譯 為 心

盛、顛峰幸福）的發展，陳柏霖、余

民寧與洪兆祥（2019）認為，大學生

的巔峰幸福要素，包含正向情緒、全

心投入、意義認同及勝任要求，然

而，某些因素如「全心投入」信度偏

低與題目因素負荷量較不穩定。蔡亦

倫與陳柏霖（2019）接續進行半結構

訪談後修正構成要素，以正向情緒、

全心投入、人際關係、意義及自主表

示之。雖然前述陳柏霖團隊的架構及

量表獲得初步支持，但後來研究也指

出針對成年人，其架構與工具皆需再

驗 證 與 修 訂 （ 陳 柏 霖 、 余 民 寧 ，

2017）。陳柏霖與余民寧（2017）以

既有文獻為起始參照架構，進行半結

構式訪談與名人傳記資料分析，將

「正向情緒」、「全心投入」、「意義認

同」、「勝任要求」及「樂天知命」作

為評估成年者圓滿人生的組成要素，

但該量表在因素命名及部分題目的測

量 品 質 較 差 。 陳 柏 霖 與 余 民 寧

（2018）基於華人本土性特質，在因

素命名及題目內容修改自原有西方評

估圓滿幸福的概念，以華人探究幸福

有五福之說，對應原量表的因素內

容，並將「圓滿人生」定義為：「個

體由不同的生命觀所造就的定位，表

徵的是對真實生活的參悟而達到心理

平衡與生命滿足的狀態」。隨後，陳

柏霖、洪兆祥與余民寧（2019）再以

另一批成人為對象進行驗證，但該研

究的高齡者樣本偏少，考量高齡發展

的趨勢，可能與成人的圓滿人生構成

要 素 有 所 不 同 ， 因 而 陳 柏 霖

（2021b）針對高齡者提出七福－圓

滿人生的概念，包含：「仁福－正向

情 緒 」 （ mercifulness-positive 

emotions），正向情緒是真實的快樂

理論中的第一個要件；「玩福－全心

投入」（playfulness-engagement），個

人對從事的活動進入專注、投入的狀

態，這也是促使人們為什麼願意繼續

再 從 事 某 種 活 動 的 原 因

（Csikszentmihalyi, 1990）；「和福－

意 義 認 同 」（ peacefulness-identify 

meaning），強調安適平和，尋求身心

安 頓 。「 敬 福 － 勝 任 要 求 」

（respectfulness-competent requirements），

高齡者生活的因應與挑戰，進而促進

個人目標改變和自我決定。「樂福－

樂 天 知 命 」（ cheerfulness-optimis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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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itude），日常生活所定義的幸福是

一種平淡、順應環境，個體若能直道

而行、不偏頗，就可泰然處世（陳柏

霖、余民寧，2017，2018；陳柏霖、

洪兆祥等，2019）。「康福－活力充

足」（healthfulness-vitality），活力充

足是高齡者圓滿人生的要素，注意睡

眠、身體活動、調整與消化，保持堅

強與活躍的狀態，賦予生命持續的力

量，才能充分發揮正向機能功能，保

持 良 好 的 心 理 狀 態 （ Rickman, 

2019 ）；「 善 福 － 善 終 好 走 」（ good 

deathfulness-peaceful death ）， 求 善

終，善終是極其個人化且動態的概念

（Kehl, 2006），善終有好的死亡或終

點的意思。 

陳 柏 霖 在 工 具 發 展 上 ， 參 照

Seligman（2011）界定的新幸福元素

必須符合三個特質：1.必須對幸福的

定義有貢獻；2.許多人會為這個元素

本身而追求它，而不是為得到另一個

元素而去追求它；3.它可以獨立於其

他元素被界定和測量。研究者參酎上

述 一 系 列 的 研 究 ， 採 用 陳 柏 霖

（2021b）針對高齡者的七福－圓滿

人生的測量工具，較符合從本土文化

的觀點進行探究，同時該量表具有效

標關聯效度，與幸福感為顯著正相

關，與憂鬱、年齡為顯著負相關。 

(三)品味、圓滿人生及憂鬱情

緒 

品 味 可 以 獨 立 預 測 心 理 幸 福

感 ， 提 高 生 活 滿 意 度 （ Smith & 

Bryant, 2017; Smith & Hollinger-

Smith, 2015）；甚至可以透過引導個

體與他人生活中有更多的連結與控制

增 加 幸 福 感 （ Layous, Chancellor, 

Kurtz, & Lyubomirsky, 2018）。余民

寧、陳柏霖與陳玉樺（2018）發現，

巔峰型教師靈性幸福感在圓滿幸福與

憂鬱間有調節效果。Salces-Cubero、

Ramírez-Fernández 與 Ortega-Martínez

（2018）探討高齡者優勢，進行感恩

和品味訓練可提高生活滿意度、正向

影響、主觀快樂及復原力的分數，並

減 少 負 向 影 響 。 Kahrilas 、 Smith 、

Silton與Bryant（2020）則發現，當

下品味與憂鬱有間接相關。 

過往品味與圓滿人生相關研究

發現（陳柏霖，2021a；陳柏霖、洪

兆祥等，2019；Chen, 2021），品味

策略在品味信念與圓滿人生有調節，

未來時間與品味信念在年齡與圓滿人

生有遠程中介效果，品味策略在全心

學習與圓滿人生之間有中介效果。 

總結上述，品味是種享受、正

向主動的過程，受到個體正向體驗的

長度與經驗複雜、專注程度、自我監

控的平衡程度及擴大或抑制等因素的

影響，進而有助於提升圓滿人生狀

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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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品味與圓滿人生在參

與宗教活動與憂鬱情

緒為中介 

(一)社會情緒選擇理論對本研

究之意涵 

社 會 情 緒 選 擇 理 論

（socioemotional selectivity theory）

認為，個體隨著年齡的漸增，在整個

生命歷程中（ life-span），知覺到的

未來時間有限，重視當下情緒的滿

足，強調個體與社會的互動和追求目

標的滿足（Carstensen, 1991, 1995）。

社會情緒選擇理論是一個描述個體在

整個生命歷程中，個體兩種型態的社

會目標隨著年齡彼此消長，在不同的

發展階段對於兩種社會目標的需求皆

不 同 （ Charles & Carstensen, 1999; 

Mather & Carstensen, 2005），人們在

中老年時，對於社會接觸和與誰相處

會 變 得 更 有 選 擇 性 （ Carstenson, 

1991, 1995）。高齡者情緒調節能力

的增加也延伸到品味正向體驗能力提

高，因為正向情緒調節是品味的關鍵

部 分 （ Smith & Hollinger-Smith, 

2015）。 

(二) 幸福感與七福－圓滿人生

之關係 

Goodman 等 人 （ 2017 ） 將

Seligman （ 2011 ） 提 出 的 圓 滿

（ flourishing） 與 Diener（ 1984 ） 提

出 的 主 觀 幸 福 感 （ subjective well-

being）模式進行比較，確立圓滿能

否捕捉到原有的主觀幸福感之獨特要

素，其發現較低層次的主觀幸福感與

圓滿具有獨特功能，可融合成幸福

感。但Seligman（2018）認為圓滿是

特有的新理論，所涵蓋的元素未必詳

盡，如健康、活力及責任皆可以是候

選要素。過往研究發現，幸福感與七

福－圓滿人生為中度相關（陳柏霖，

2021b）；也就是說，雖然兩者之間為

中度相關，但圓滿人生所涵蓋的範疇

大於幸福感，且有更多具體的評估標

準加以評判。然而，圓滿人生的概念

仍需更多實徵研究確立，目前既有研

究較缺乏，研究者以幸福感的研究結

果，類推至圓滿人生。 

(三) 品味與圓滿人生在參與宗

教活動與憂鬱情緒為遠程

中介 

從社會情緒選擇理論觀點，當

高齡者進入老年生命週期時，縮小社

會網絡、優先選擇親密社會同伴對其

自身的健康與主觀幸福感是有益的

（Löckenhoff & Carstensen, 2004）。

過往研究指出，無宗教信仰、自覺健

康狀況不佳及社會活動參與率低是預

測高齡者憂鬱症狀的主要因素（古永

利，2014）。宗教活動可視為是一種

休閒體驗，參與宗教活動可提升人際

成長及心靈的成長，並冀望透過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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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 到 利 他 （ 張 家 麟 ， 2006 ）。 不 過

Căzănescu 、 Tecuta 、 Cândea 與

Szentagotai-Tătar （ 2018 ） 曾 指 出 ，

品味是自我／其他情緒低落與憂鬱傾

向間，及在自我／其他情緒低落與喜

悅間扮演中介角色，也就是品味可大

幅降低憂鬱情緒傾向和提升正向情緒

（如喜悅）。然而，僅透過品味改善

憂鬱情緒是有限的，過往研究發現

（余民寧等，2018；余民寧、陳柏

霖、湯雅芬，2012，陳柏霖、洪兆

祥、余民寧，2014），幸福感或圓滿

是預測憂鬱情緒最佳的預測變項；且

品味與圓滿人生為正相關（陳柏霖，

2021a；陳柏霖、洪兆祥等，2019；

Chen, 2021 ）。 本 研 究 探 討 圓 滿 人

生，不只涵蓋幸福感，甚至擴大明確

的範疇，更能改善憂鬱情緒。此外，

心理幸福感在宗教信仰與利社會行為

間，有間接的中介關係（周東山、蘇

惠文，2009）。 

基於上述文獻，高齡者透過參

與宗教活動的社會連結，擴大或抑制

可增進品味，提升圓滿人生的狀態，

進而降低憂鬱情緒；倘若，高齡者只

是參與宗教活動能否直接降低憂鬱情

緒，目前研究仍未有定論，是否透過

品味與圓滿人生的過程可能為最佳路

徑，進而減緩憂鬱情緒傾向，有待本

研究檢驗。 

四、研究假設與路徑模型 

根據上述文獻推論，本研究提

出以下假設及待檢驗之路徑模型（如

圖1所示）： 

 

 
圖 1 概念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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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1：品味評估可由品味信念

與品味特質所組成。 

假設2：高齡者參與宗教活動不

一定能改善憂鬱情緒。 

假設3：高齡者品味與圓滿人生

在參與宗教活動與憂鬱情緒有遠程中

介。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與程序 

本研究抽樣之目標，主要是鎖

定在60歲以上的高齡者，研究者透過

各縣市熟識的健康中心、老人會或動

員社會網絡中的親友招募並代訪願意

參與研究之60歲以上長者，便利取樣

蒐集資料，問卷進行期間共計兩個

月，研究者剔除作答不完整及有問題

的作答後，共計有效樣本534位。 

男性參與者157位（29.4%），女

性377位（70.6%），未填寫5位。在

年 齡 方 面 ， 71 ～ 80 歲 有 211 位

（ 39.4% ）， 60 ～ 70 歲 者 有 194 位

（ 36% ）， 81 歲 以 上 有 131 位

（24.4%），平均年齡為75歲，從60

歲至99歲皆有。在教育程度方面，大

專 以 上 學 歷 者 為 最 多 （ 176 位 ，

32.8% ）， 其 次 為 高 中 職 144 位

（26.8%）。職業則是以家管、退休

人士（448位，83.7%）最多。在婚

姻方面，「已婚含再婚」者（362位，

67.4%）最多。 

二、研究工具 

(一)參與宗教活動變項 

關於參與宗教活動的測量，本

研究以「參與宗教活動（如祈禱、誦

經、慶典或參拜儀式等）的頻率」，

作為該研究變項的測量指標。作答選

項 分 別 為 ：「 未 曾 參 與 、 每 年 僅 幾

次、每月數次、每週數次、每天」，

分別給予1～5分不等的計分，得分愈

高，代表愈有參與宗教活動。 

(二)品味評估量表 

品 味 評 估 量 表 （ savoring 

assessment scale）是由品味信念與品

味特質合併而成。由研究者參考相關

文獻修訂（陳柏霖，2018，2021a）。

採Likert 6點量表，各以三個因素進

行測量。品味信念包含：「預期品味」

（三題）（如期待美好事情發生，會

為我帶 來 快樂 ）、「 當下品 味 」（四

題）（如我有冥想當下生活樂趣的能

力）、「回憶品味」（三題）（如我認為

回憶愉快的往事可以感到開心）。品

味特質 包 括：「抑 制 品味 」（ 三 題）

（如我常提醒自己沒有甚麼事情是永

恆不變的）、「擴大品味」（五題，如

我會尋找機會與他人分享美好感受的

經驗）、「受苦品味」（五題）（如我認

為 人 生 遭 遇 一 些 挫 折 未 必 是 壞 事

等）。在填答方式上，採Likert 6點量

表，非常不同意至非常同意，得分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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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者，即代表參與者品味愈佳。 

(三) 高齡者七福－圓滿人生量

表 

高 齡 者 七 福 － 圓 滿 人 生 量 表

（seven blessing- flourishing life for 

elderly scale ）， 採 用 陳 柏 霖

（2021b）所編製的本土化量表，作

為本研究測量受試者－圓滿人生的依

據。內容包括：仁福－正向情緒（四

題）（如我覺得在日常生活中感到愉

快）、玩福－全心投入（六題）（如我

有心靈與行為合而為一的感覺）、敬

福－勝任要求（四題）（如能選擇自

己想要的生活方式）、和福－意義認

同（五題）（如實踐人生的方向與意

義）、樂福－樂天知命（六題）（如處

事圓融，秉持知足常樂）、康福－活

力充足（五題）（如能維持規律的生

活作息）、善福－善終好走（四題）

（如我能修練到壽終正寢）。採Likert 

4點量表，極不同意至非常同意。各

分量表與總量表之Cronbach’s α分別

為  .88 、 .87 、 .87 、 .87 、 .86 、 .87

及 .96，顯示受試者在整體作答上具

有高度的一致性。經驗證性因素分析

後，適配程度在可接受範圍內（χ2 = 

1667.91、df = 520、CFI = .98、NFI 

= .97、RMSEA = .068），標準化因素

負荷量介於  .61～ .84，皆達顯著水

準（p < .001）。 

(四)臺灣憂鬱情緒量表 

臺 灣 憂 鬱 情 緒 量 表 （ Taiwan 

depression emotional scale），採用余

民寧等人（2008）所編製的本土化量

表，作為本研究測量受試者心理疾病

程度的依據。內容包括：認知（六

題）、情緒（六題）、身體（六題）與

人際關係（四題）。依受試者填寫反

應自身情況的程度，自「從不如此」

至「總是如此」不同程度的作答反應

中，分別給予0～3分不等的計分，分

數愈高代表憂鬱傾向愈嚴重。上述四

個向度與總量表之內部一致性信度分

別為  .92、 .93、 .92、 .90及  .95。經

驗證性因素分析後，適配程度在可接

受範圍內（χ2 = 346.65、df = 205、

CFI = .99 、 NFI = .99 、 RMSEA 

= .04），標準化因素負荷量介於 .30

～.69，皆達顯著水準（p < .001）。 

三、資料分析 

描 述 統 計 與 相 關 分 析 係 採 用

SPSS 22.0版，進階分析係採用結構

方 程 式 模 型 （ structure equation 

modeling）來檢驗各測量工具之組合

信度與平均變異抽取量，並以路徑模

式檢驗各個潛在變數之間的理論關

係，使用軟體為AMOS 22.0版。結構

方程式模型之參數估計係採最大概似

估 計 法 （ 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並依Byrne（1994）、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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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Bentler（1999）的建議，以GFI、

CFI、NFI（以上指標需大於 .90）及

RMSEA（需小於  .08）四項指標，

作為檢定模型適配度之判準依據。 

肆、研究結果 

一、 品味評估由品味信念

與品味特質所組成 

本研究目的之一，旨在發展品

味評估量表，一階標準化因素負荷量

介於  .34～ .86，二階標準化因素負

荷量介於  .72～ .88，皆達顯著水準

（p < .001），證實品味是二階六因素

量表，可從時間面與特質面看待，兩

者高相關為 .92。本模式內二階測量

變 項 的 個 別 信 度 為  .72與  .66， 大

於 .60的評鑑標準，顯示這些潛在變

項具有良好的內部一致性組合信度；

平均變異抽取量為  .69，組合信度

為 .82，顯示各潛在變項所抽取變異

量具有良好的效度。預期品味、當下

品味、回憶品味、抑制品味、擴大品

味及受苦品味的Cronbach’s α信度係

數分別為  .81、 .83、 .85、 .58、 .85

與 .63，總量表為 .91。品味信念與

品味特質的Cronbach’s α信度係數分

別為  .89、 .82。透驗證性因素分析

發現，適配程度在可接受範圍內（χ2 

= 731.57、df = 223、CFI = .97、NFI 

= .96、RMSEA = .067）。 

為了確定二階二因素的高齡者

品味模式最佳，研究者評析相關文獻

（余民寧等，2012）後，依據各因素

組成的形式，提出各種不同但可相互

比較的競爭模式，包含：虛無模式

（ null model）、 單 因 素 模 式 （ one-

factor model ）、 多 因 素 直 交 模 式

（uncorrected factors model）、多因素

斜交模式（corrected factors model）

及階層模式（hierarchical model）。最

後，再從中選取最簡約的模式，以作

為 最 後 分 析 的 模 式 結 果 （ 如 表 1所

示）。「二階二因素模式」符合較多項

的適配指標，僅有兩項指標未符合，

但均接近適配程度的判斷標準，且較

二階單因素模式好，此結果即說明二

階二因素模式是有意義且不失品味理

論。 

二、 參 與 宗 教 活 動 、 品

味、七福－圓滿人生

及憂鬱情緒之關係 

關於參與宗教活動、品味、七

福－圓滿人生及憂鬱情緒各因素得分

情 形 、 相 關 係 數 及 信 度 ， 如 表 2所

示。品味、七福－圓滿人生及憂鬱情

緒乃三個獨立的測量，因各個子概念

項下的題目較多，預先進行合併，以

每個子概念的總分作為外顯變數，並

報告每個子概念的內部一致性係數作

為信度參考。Kline（1998）指出，

若變項偏態絕對值大於3，則視為極 



以品味與七福－圓滿人生為中介：高齡者參與宗教活動與憂鬱情緒之關係 85 

 

表 1 

競爭模式整體適配評鑑表 

 虛無假設 一階單一 
因素模式 

一階六因素 
直交模式 

二階單因素 
斜交模式 

二階二因素 
模式 

絕對適配度 

χ²（p >.05） 15686.11 1867.52 688.85 747.90 680.32 

χ²/ df < 3  62 4.82 3.20 3.34 3.05 

df 253 230 215 224 223 
RMSEA .348 .119 .066 .068 .067 

SRMR <.05 .34 .07 .05 .05 .05 

GFI >.90 .27 .76 .89 .80 .90 

AGFI >.90 .20 .71 .86 .77 .86 

增值適配度 

NFI >.90 .66 .90 .96 .96 .96 

RFI >.90 .66 .89 .95 .95 .95 

IFI >.90 .67 .91 .97 .97 .97 

CFI >.90 .67 .91 .97 .97 .97 

簡約適配 

PNFI >.50 .66 .82 .82 .85 .86 

PGFI >.50 .25 .63 .70 .72 .72 

CN值>200 29.94 91.64 211.37 201.80 205.17 

註：□表示該數值未達理想標準。 

 

端偏態；本研究的測量變項在偏態與

峰度大致符合常態分配，可透過最大

概似估計法進行參數估計，以作為後

續模型分析。在各個量表內的子構念

間相關較高達到  .50～ .80，而不同

量表之間的相關則多介於  .20～ .40

之間。 

其中參與宗教活動與憂鬱情緒

各層面為低度正相關，研究者向下分

析，參照余民寧等人（2008）的憂鬱

情緒量表決斷點，高齡者可能疑似有

憂鬱患者共124位（占23.1%）、屬於

正常組共413位（占76.9%）。正常組

參與宗教活動與憂鬱情緒層面中的

「身體」為低度正相關（r = .15，p 

< .05），其餘層面並未有顯著相關。

而疑似有憂鬱患者參與宗教活動與憂

鬱情緒各層面並未有顯著相關。 

三、測量模式 

根 據 A n d e r s o n 與 G e r b i n g

（1988）的建議，在檢驗結構模式之

前需先檢驗測量模式，確定其具有可

接受的適配程度、確立信度與效度表

現良好後，方可進行結構模式之驗

證。各個潛在變數之平均變異抽取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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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於  .64～ .82，組合信度介於  .82

～ .95 。 以 上 皆 符 合 Hair 、 Black 、

Babin與Anderson（2010）建議個別

項目的因素負荷量達 .50以上，且達

統計顯著水準，則達到理想的模式內

部 適 合 度 ； Fornell 與 Larcker

（ 1981 ） 建 議 若 潛 在 構 念 的 CR 值

為 .60以上之標準，測量模式結果顯

示本研究工具有良好的信度與效度，

後續結構模式驗證不致受到測量誤差

的嚴重影響。此外，潛在預測變數、

潛在中介變數及潛在效標變數之間的

相 關 係 數 亦 皆 達 顯 著 水 準 （ p 

< .001），測量模式詳細數據如表3與

表4所示。 

表 3 

測量模式的因素負荷量 

因素與題目 標準化因素負荷量 測量誤差 t 值 AVE CR 

參與宗教活動 --- .03 31.97 --- --- 

品味    .69 .82 

 品味信念 .85 .03 ---   

 品味特質 .81 .03 17.28   

七福－圓滿人生    .64 .92 

 仁福－正向情緒 .87 --- ---   

 玩福－全心投入 .88 .03 27.52   

 和福－意義認同 .82 .03 24.27   

 敬福－勝任要求 .86 .03 26.03   

 樂福－樂天知命 .85 .03 25.89   

 康福－活力充足 .77 .04 21.40   

 善福－善終好走 .46 .04 10.81   

憂鬱情緒    .82 .95 

 認知 .94 --- ---   

 情緒 .92 .02 37.28   

 身體 .91 .03 35.84   

 人際 .86 .03 31.30   

註：所有標準化因素負荷量皆達顯著（p < .001）。 

表 4 

測量模式的潛在變項間之相關係數 

潛在變項 1 3 4 5 

1.參與宗教活動     

2.品味 .22 (.91)   

4.七福－圓滿人生 .24 .66 (.96)  

5.憂鬱情緒 .12 -.18 .19 (.95) 

註：1.所有標準化因素負荷量皆達顯著（p < .001）。2.（ ）內數值為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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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結構模式與遠程中介

效果檢驗 

分析結果顯示，整體適配情況

良好（χ2 = 175.75、df = 72、GFI 

= .92、CFI = .98、RMSEA =.065、

SRMR = .053）。參與宗教活動預測

品味結構係數為  .23，達顯著水準

（p < .01），參與宗教活動預測憂鬱

情緒的結構係數為 .19，達顯著水準

（p < .01），參與宗教活動預測七福

－圓滿人生的結構係數為 .07，未達

顯著水準，品味預測七福－圓滿人生

的結構係數為 .72，達顯著水準（p 

< .01），品味預測憂鬱情緒的結構係

數為-.11，未達顯著水準，七福－圓

滿人生預測憂鬱情緒的結構係數為 

-.17，達顯著水準（p < .01）。從上述

結果可知，品味與七福－圓滿人生在

參與宗教活動與憂鬱情緒間有完全遠

程中介效果。在檢定部分，遠程中介

效果為 .35，其95% CI未包含0，達

到顯著。結合上述資訊，所有變數對

憂鬱情緒的解釋變異量（R2）達到

60%，如表5與圖2所示。 

表 5 

結構係數與中介效果檢定摘要 

路徑 直接係數 間接係數 95% CI 

參與宗教活動→品味 .23**   

參與宗教活動→七福－圓滿人生 .07 .17**  

參與宗教活動→憂鬱情緒 .19** -.07  

品味→七福－圓滿人生→憂鬱情緒  -.13 -.23 ~ .-02 

參與宗教活動→品味→七福－圓滿 
人生→憂鬱情緒 

 -.03 -.06 ~ -.01 

品味→憂鬱情緒 -.11 -.13*  

品味→七福－圓滿人生 .72   

七福－圓滿人生→憂鬱情緒 -.17**   

註：參數皆採用標準化估計值。 

* p < .05  ** p < .01 

 

伍、討論與建議 

高齡者參與宗教活動能否降低

或提高憂鬱發生，或兩者之間無關

聯，或是透過圓滿人生的作用而緩解

憂鬱傾向，本研究試圖將參與宗教活

動視為是一種休閒活動，對品味、圓

滿人生及憂鬱的影響機制為何？即參

與宗教活動是否可直接改善憂鬱的狀

態，或是藉由第三者，甚至更多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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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參與宗教活動、品味、七福－圓滿人生及憂鬱情緒之完整模式 

 

變項的中介作用方能改善高齡者憂鬱

傾向。 

一、 品味評估可由品味信

念與品味特質組成 

品味可比喻為「心靈時光之旅」

（mental time travel），藉由自己與過

去、現在及未來的經驗有更多互動，

感受此時此刻的正向情緒（鄭曉楓、

陳 秀 卿 ， 2019 ； Quoidbach, Berry, 

Hansenne, & Mikolajczak, 2010; 

Suddendorf & Corballis, 2007 ）。

Smith與Bryant（2017）指出，透過

品味來培養幸福感，提升快樂的心

（happy mind）。本研究認為，品味

評估可從時間取向（預期、當下及回

憶）與特質取向（抑制、擴大、受

苦）作為評估高齡者品味狀態，研究

結果證實，品味是二階六因素結構模

式。 

本研究有別於過往，將品味特

質加入受苦品味的概念，更能說明正

視生命中的負向經驗，受苦轉甘，苦

盡甘來，對生命中自身所不易與不能

改變的狀態，賦予淬鍊生命成長的價

值與意義，更是東方正向經驗的表徵

（王智弘，2017；陳增穎、田秀蘭，

2013；黃仲平，2019）。 

然而，品味特質分量表中，受

苦與抑制品味的信度較低，在理論或

測量上皆較不穩定，後續可再修正工

具字詞內容或概念性定義可更明確。

過往品味被挑戰能否適用於不同文化

的參與者，本研究認為，受苦其實是

苦樂參半的體驗，有助於提高人們欣

賞正向體驗的能力，同時帶有快樂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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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傷的感覺，促使人們抓住此時此刻

的體驗（苗元江等，2012），而這樣

的體驗，較能詮釋品味經驗。 

二、 高齡者參與宗教活動

與憂鬱情緒為正相關 

本研究分析結果，高齡者參與

宗教活動與憂鬱情緒的認知、情緒及

身體層面呈現低度正相關，也就是

說，高齡者參與宗教活動頻率愈高，

相對也較有憂鬱傾向。本研究所調查

的高齡者中有23.1%（124位）屬於

有憂鬱症傾向。研究者進一步分析發

現，對於高齡者屬於正常人組（沒有

憂鬱傾向）的參與宗教活動與憂鬱情

緒的身體層面有低度正相關。身體層

面的症狀可能有：胃口不好（或暴飲

暴食）、睡眠狀況不佳、身體疲憊、

無法專心做事、身體不舒服、或記憶

力不好（余民寧等，2008），這些症

狀若持續維持一段時間，雖然高齡者

並未達到憂鬱症患者組標準，但這些

症狀也會影響個體的生活機能運作。

對於憂鬱症患者組，參與宗教活動與

憂鬱情緒未達顯著相關，可能這群患

者本身就有憂鬱情緒傾向，參與宗教

活動的頻率也相對較低，無法完全發

揮效果。  

過往對於參與宗教活動與憂鬱

情緒有不一致結論，本研究發現，高

齡者與銀行從業人員對於參與宗教活

動與憂鬱傾向皆呈現低度正相關（許

嘉容，2016），但若以全民為對象，

兩 者 之 間 是 無 相 關 的 （ 余 民 寧 ，

2011 ）。 不 過 ， Hayward 、 Owen 、

Koenig、Steffens與Payne（2012）指

出，有罹患憂鬱症和沒有憂鬱症高齡

者相較，宗教的社會、情感及認知因

素與憂鬱的存在和嚴重程度有關。 

本 研 究 或 許 可 對 應 范 綱 華

（2014）提及的，信仰宗教對心理健

康有直接正向影響在臺灣可能被社會

選擇作用所抵銷或掩蓋。高齡者憂鬱

傾向是不可被忽視的。 

不過，本研究施測期間屬於後

疫情時代，新型冠狀病毒（COVID-

19）蔓延在國內已有控制，但高齡者

在生理、心理、社會與居住層面可能

都有其不利的因素，甚至因疫情宗教

活動停辦無法參與，而可能有憂鬱傾

向，皆有待後續追蹤研究（Tull et 

al., 2020）。 

三、 高齡者品味與圓滿人

生在參與宗教活動與

憂鬱情緒有遠程中介 

本研究以正向心理學近期關注

的品味與圓滿人生為出發點，以高齡

者為對象，補足目前國內在此一議題

上的缺口。高齡者品味與圓滿人生在

參與宗教活動與憂鬱情緒扮演遠程中

介。也就是說，高齡者參與宗教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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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品味與圓滿人生而降低憂鬱情緒

傾向。若要降低憂鬱情緒傾向，參與

宗教活動可能是有限的，反而會提高

憂鬱傾向的可能，若能透過品味與圓

滿人生，產生的效果最好。以表5的

路徑分析結果可知，參與宗教活動、

七福－圓滿人生與憂鬱情緒之路徑，

參與宗教活動對七福－圓滿人生的間

接效果達顯著，然而，直接效果不顯

著；七福－圓滿人生與憂鬱情緒的路

徑為負向關係；但參與宗教活動對憂

鬱情緒的路徑為正向關係。 

從社會情緒選擇理論觀點，當

高齡者進入老年生命週期時，縮小社

會網絡、優先選擇親密社會同伴對其

自身的健康與主觀幸福感是有益的

（Löckenhoff & Carstensen, 2004）。

對於高齡者而言，面對生命週期有

限，參與宗教活動的多寡，可以辨識

出自己在正向經驗中的感受，而提升

圓滿人生狀態，最終降低憂鬱傾向。 

過往研究指出，品味可以預測

心理幸福感或圓滿人生，降低憂鬱傾

向，提高生活滿意度（陳柏霖、洪兆

祥等，2019；Chen, 2021; Smith & 

Bryant, 2017; Smith & Hollinger-

Smith, 2015 ）。 Căzănescu 等 人

（2018）指出，品味是自我／其他情

緒低落與憂鬱傾向間，及在自我／其

他情緒低落與喜悅間扮演中介角色，

也就是品味可大幅降低憂鬱情緒傾向

和提升正向情緒（如喜悅）。個體若

能將自己的正向體驗或感受分享出

來，且得到他人的回應，接續個人的

正向感受體驗就會強化，更加感受正

向 事 件 所 帶 來 的 喜 悅 （ Bryant & 

Veroff, 2007）。尤其，本研究的品味

組成中，包含「受苦品味」此一特

質，更能對應在高齡者的心理視角。

品味能夠增強正向情緒，幫助個體建

構更多的內外部資源，從而邁進圓滿

人生的狀態。在華人文化脈絡之下，

強調個人和群體的角色責任是密不可

分的（高旭繁，2016）。尤其高齡者

在心理健康不佳時，順應環境，接受

結果，以退為進，反而能保護自身的

主觀幸福感、安適幸福感、生命意義

感，以及良好的自我知覺（陸洛、高

旭繁，2016），進而了解自己生命的

可貴與獨特，建構自己與他人的幸福

感，並勇於追求自己人生中的幸福

感，從不同的經驗中建構自己的人生

觀，達到圓滿人生的狀態（陳柏霖、

余民寧，2017）。 

綜合上述，高齡者隨著生命週

期的轉換，面對老化過程的改變，降

低憂鬱傾向的最佳路徑，也就是透過

參與宗教活動，品味日常生活中的正

向經驗，縱然是負向經驗，也因時間

軸線的轉換，苦盡甘來；而在此過程

中，高齡者必須要有這七項強弱「核

心價值」（即正向情緒、全心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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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認同、勝任要求、樂天知命、活

力充足及善終好走）的函數，自然會

受到個人與環境間互動所持續產生的

愉悅過程，降低憂鬱情緒所帶來的負

向影響。 

四、 延伸應用：規劃更適

切的高齡心理資源介

入方案 

本研究以高齡者為對象，從華

人文化的觀點，看待品味與圓滿人生

有助於高齡者降低憂鬱情緒。參照本

研究結果，可設計適合促使高齡者品

味與圓滿人生（各要素）的介入方

案。陳貽照等人（2020）曾指出，高

齡心理資源介入方案得從高齡時期的

特性，尋找具可塑性、可觸及性的心

理資源，有助於提升高齡者心理健

康 。 李 新 民 （ 2016 ） 與 陳 貽 照

（2017）發展促進高齡心理資源介入

方案（如感恩介入或感恩練習），驗

證實徵研究結果。考量本研究所提及

的品味與圓滿人生，目前國外研究已

證實，高齡者透過品味介入隨著時間

而得到改善，有助於提升復原力、降

低憂鬱症狀及促進幸福感（Smith & 

Hanni, 2017）。本研究認為，在提升

高齡者心理健康的方案設計或課程規

劃方面，除了考量高齡者日常休閒活

動（如參與宗教），同時考量品味與

圓滿人生的本土性要素外，更能符合

高齡發展的特性，若後續研究可發展

出提升高齡心理資源介入方案，將有

助於正向心理學在高齡者的應用。 

五、 研究貢獻、限制及未

來研究 

如前所述，本研究試圖從宗教

心理學、正向心理學及高齡心理學的

觀點，探討有哪些要素可降低高齡者

的憂鬱傾向。尤其是我國邁向超高齡

化社會的過程中，若能從不同的學理

觀點切入，有助於了解高齡者心理資

源的樣貌與最佳徑路。雖然本研究仍

存有一些限制與待解決的問題，但研

究主題的新穎性與本土化的建構與應

用（品味與圓滿人生），是未來研究

可再持續追蹤驗證之方向。 

首先，本研究以女性高齡者居

多數，雖在施測過程有考量性別比例

的分配，透過不同關懷據點、運動健

康中心或學習機構邀請參與者，但男

性參與者較少，有待未來研究構思如

何吸引男性高齡者參與。 

其次，本研究建構的品味評估

量表中，有關品味特質的組成要素，

抑制與受苦品味的信度較低，未來可

考量題目字詞內容修訂。修訂過程

中，建議透過半結構訪談，了解高齡

者的品味特質與組成要素，再修訂量

表會更為完整。 

再則，「參與宗教活動」是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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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進行測量，可能無法完全表達高齡

者參與宗教活動的樣貌。未來研究建

議可搭配宗教動機或宗教信仰量表進

行評估。另外，高齡者休閒活動不只

是宗教方面，可能有其他類型的休

閒，未來也可同時納入調查。雖有上

述限制，但國內較少從宗教心理學觀

點討論高齡者的心理健康，本研究雖

有限制，但相較於國外低收入與中等

收入國家，有宗教信仰的高齡者其重

鬱發作機率間沒有關係，甚至對於少

數 群 體 重 鬱 發 作 的 機 率 反 而 愈 高

（Fernández-Niño et al., 2019）。雖然

本研究並未發現類似結果，但參與宗

教活動對個體心理狀態的影響，有待

後續研究持續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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