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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琳的父亲陈立（化名）退

休前是个老领导，退休后，原来
忙碌的他就像突然被按了暂停
键，有点茫然无措。

老伴走得早，虽然和女儿
女婿一起住，但孩子们都忙，一
天到晚都不着家。家里总是静
悄悄的，孩子们常劝他去公园
跳跳舞、唱唱歌。但陈立孤傲
了一辈子，老了还要拉下脸来
主动和人凑趣，实在是不愿意。

渐渐地，他迷上了手机短

视频，“生活热闹多了”。
据不完全统计，陈立每天

屏幕打开时间都在 10 小时以
上，其中80%的时间都在看短视
频。晚上常常鼾声已经响起，手
机里亢奋的声音还没有停止。

“看新闻啊，政策资讯啊，时
政点评啊，历史揭秘啊，讲得很
好，而且要听啥都有。”老陈感觉
打开了自己的新世界。而且都
是算法带来的喜好精准推送，更
是让老陈怎么也看不过瘾。

两眼一睁 看到熄灯
切中情感真空，爸妈沉迷手机比年轻人更猛

□本报记者 刘伟芳

“爸，睡了吗？”凌晨0点30分，
陈琳（化名）在房门口轻轻问着。
没有听到回答，陈琳默默走进去，
把老人手机上的视频软件关掉。

“两眼一睁，看到熄灯”，沉迷
手机无法自拔，已经是不少老人的
日常。

刷短视频到深夜、追网红花钱

打榜、网购快递收到手软……如
今，许多老年人对“网上冲浪”这件
事“溜得飞起”，网络追星比年轻人
还“猛”。

据第5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
状况统计报告》，60岁及以上老年
网民规模为1.53亿，占老年人口总
数的54.64%，老年人比青少年更

沉迷于网络。不仅人数比例更高，
而且使用的时间更长。

在社交平台上，很多年轻网友
也纷纷吐槽：“爸妈染上网瘾了，怎
么办？”……

比起“网瘾少年”，这届爸妈为
何更加沉迷手机，比年轻人还可
怕？

前有江西赣州61岁的黄
大姐，疫情期间刷短视频时
迷恋上了“靳东”，瘦了 10 多
斤，甚至离家出走称要嫁给

“靳东”；后有“为爱疯狂”的七
旬粉丝，从吉林跨越千里，坐
火车到安徽蒙城寻找“秀才”；
还有更多的老年人因为几声
甜甜的“大哥大姐”“大爷大
妈”或卖惨、撒娇等付出数千
甚至数万元，不仅造成经济上
的损失，有的甚至引发家庭矛
盾。

这些看似荒谬的新闻背
后，更多折射的是晚年的情
感“空白”。

在很多中老年网红的评
论区里，文字令人心酸：“哥
哥，我把你当成亲哥哥一样，
谢谢你陪伴我聊天。”“每次
和孩子聊天，他们都是忙，不
耐烦，嗯两句就没了，老了就
是讨人嫌。”……情感无处宣
泄，似乎只有在主播这里才
能找到一丝慰藉。

“身体机能的下降、社交
圈逐渐萎缩、权威性逐渐式

微等挑战，让老年人陷入独
有的情感困境。社会的小型
化家庭格局让孤独感更深。
他们压抑久了，想要一个释
放感情的缺口。”福建省心理
咨询与健康教育研究会会长
林榕发感叹，“情感依赖不会
因为年龄的变化、学历的高
低而发生改变。老年人也一
样渴望能够找到情感共鸣和
慰藉。”

在对中国娱乐主播进
行了长达 3 年的调研中，中
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讲师董
晨宇也发现，沉迷直播间的
人在现实生活中往往处于边
缘化，更多体现在情感世界
中找不到爱和认可。因此，
当他们处于“有闲有钱”的情
境时，就会寻找一个渠道释
放被压抑已久的情感。

网红经济尤其直播经济
的本质，是用钱来租赁情感
和亲密关系，不同金额的消
费，得到的往往是不同程度
的回应，正好切中了老年人
的情感真空。

不少老人已经开启了短视频的另外一项功能
——直播间，并为之大量付费。

“半永久”的西装或衬衫，挑眉撩发、握拳捂
嘴的动作千篇一律，再配上对口型演唱歌曲……
这是最近因被举报涉嫌存在违法行为，账号被封禁
的中老年“顶流”，网红主播“秀才”创作的视频，内容
乏善可陈，但他发布的1300多个视频，几乎每个都有
上万条点赞量，下方评论区里，都是粉丝们对他的
各种表白。

福州68岁的李阿姨偶尔也会打赏一些。但让
李阿姨最喜欢的还是直播间里的评论区，“评论区
里经常都是直播间的‘老朋友’，我们常常在底下互
相打招呼，聊聊家常，主播们看到也会加入我们的
话题，很快回复，这种感觉很好。”李阿姨用朴实的
话表达着这份感情。

独居的57岁黄大叔，更喜欢那种现实不能满足
的重视和暧昧。

黄大叔退休后从事保安工作，因为早年离婚，一
个人独居，每天夜深人静时，老黄唯一的休闲娱乐就
是刷直播，在各个相亲平台“猎艳”。因为动不动就刷
个礼物、送束花，老黄在各个直播间混得很开。当然，
他也收获了所谓的“爱情”——遇到了几个感觉还不
错的恋爱（暧昧）对象。

“在直播间里，没有人知道我就是个小保安，
没有那么多在现实相亲时候的嫌弃，看不起。”老黄
说。他也知道，在这个看似虚无的网络世界，有许许
多多和他一样的人，以找伴侣为名，打发孤独的时光。

藏在手机里的另一个感情世界 看懂背后的晚年“空白”

内敛老人在手机里跟上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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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吁更多的
“适老”保护04

“‘银发低头族’是社会发
展的必然，在每个时代都有媒
介过度以来的情况，上一代的
老人也沉迷电视。这是无可
厚非的。老人也需要跟上时
代了解社会，也需要短视频、
直 播 等 填 补 晚 年 生 活 的 空
白。”林榕发表示。

最 主 要 的 是 —— 别 沉
迷。久坐不动、过度用眼、过
度占用了陪家人的时间，且
还容易受到虚假、不良信息
蒙蔽……这也是“手机养老”
带来的负面因素。

在老龄社会和数字社会
时代，弥合中老年数字鸿沟是
全社会共同的议题，在此过程
中，帮助老人协调网络空间和
现实生活的时间管理需要全
社会的共同关注，也需要多方
举措。

帮助老人多进行户外、社
交活动，增加兴趣爱好，这是
社区适老化改造的重点。

今年 2 月，国家卫生健康
委、全国老龄办印发《关于开
展 2023 年全国示范性老年友
好型社区创建工作的通知》，
明确今年将创建 1000 个全国
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让
老年人有地方跳广场舞、打
太极拳、下棋等，有机会和其
他老年人交流，帮助他们拓
展新的同辈社交网络。

从平台来说，内容低俗、
过度引导购物，平台应该加强
监管。

互联网平台可以推出“老
年模式”，就像“青少年模式”
一样，在使用时长、用眼健康、
视频内容、大额打赏等方面对
其进行一定的保护与提醒，从
而达到“防沉迷”的目的。

最重要的，还是家人子女
的陪伴。子女们先放下手机，
常回家看看，陪伴和沟通，才
是帮助老年人有效的良药。

社会小型化家庭格局让
孤独感更深。老年人渴望能
够找到情感共鸣和慰藉。

我们每个人都会老去。
善待老人，就是善待明天的自
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