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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子女分离，跟社会脱钩，因带第三代而离开家乡……

老人热衷短视频，或许是情感需求
农村独居老人有了恋爱对象，想

跟儿子说，却怎么都开不了口，只好以
各种方式暗示儿子，可身为武术教练
的儿子十分粗心，一再误解父亲本意，
结果闹出不少笑话。直到儿子被隔壁
奎叔点醒，翻看父亲的抖音账号，才恍
然大悟……近日，抖音联合新华网推
出了“银龄关怀”公益微电影《你这老
头》，片中讲述的一对中国式父子在生

活中因沟通不畅而发生的闹剧，引起
了不少网友的共鸣。

这部短片发出的呼吁“不能日日陪
伴，也要时时关心”，也引起了很多网民
对“如何孝敬父母”的思考。

老人的情感需求常被忽视
长期以来，因与子女分离或跟社会

脱钩，很多空巢老人都被孤独感、落寞感
所困。与之境况相似的还有“老漂族”，许
多“老漂族”为了帮子女带娃，不得不离
开熟悉的人和环境，虽能免受独居之困，
但社交萎缩也会带来强烈的不适感。

儿女成家后，往往以小家庭为中
心，从而造成大量老人的情感需求并未
被子女、亲人看见。就算有所感知，有些
人对老人情感需求的认知仍局限在亲
子关系上，停留在“不让老人操心就行”
上，完全忽视了老人自身的内心需要。

2023年 7月，讲述老人情感处境的
电影《我爱你！》上映，片中，空巢老人跟
拾废品的孤寡老太偶然相识后，渐渐互
生情愫，却遭遇诸多阻碍；收废品的老
人守护患阿尔茨海默病的妻子，却遭到
子女漠视……这些情节，引起了很多人
对老人情感需求的讨论。

《你这老头》聚焦的同样是老人的
情感需求，只是切换到了父子沟通视
角：父子之间沟通错位、误会频出，好在
儿子最终明白了父亲真正的情感需求，
桥梁就是短视频——他在父亲的抖音
账号里看到了父亲对“找个老伴”的需
求的迂回表达，在留言区看到了父亲跟
恋爱对象桂花大娘的互动，由此读懂了
父亲藏于心底的那份心思。

在老龄化社会跟互联
网社会相遇的当下，短视
频确实为大量老人“线上
再社会化”提供了接口，也
为全社会看到老人的精神
困境提供了窗口。在现实
中，短视频已成“银发族”
融入数字时代，重新“打
开”自我的重要途径。

囿于与工作相关的主
要社会角色消失、社会关
系网缩小、社会参与度降
低等情况，老人群体的生
活丰富度与精神丰盈度经
常会大幅下滑，但老人也

有爱与被爱的情感需求，他们也渴望沟
通、渴望表达，也需要陪伴、关怀和被人
需要。

短视频填补了老人的内心需要
在数字化时代，看文章、玩游戏、网

购等娱乐方式为老人提供了更多样的
数字生活，但也让许多老人被阻挡在数
字鸿沟之外，产生“跟不上时代”的既视
感。短视频的出现则填平了这道鸿沟：
易理解、操作难度低，内容丰富、场景化
程度高，感染性强、吸引力强等属性，决
定了短视频更容易成为老人“触网”的
第一个“触点”。

从现实情况看，“刷、转、拍”短视频
已成为很多老人进行自我表达、发展人
际关系、找到情感归属的新生活方式。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
心此前发布的《中老年人短视频使用情
况调查报告》，就总结了短视频提高老
人社会参与度的具体类型：作为老人保
持与家人朋友交流的工具，短视频强化
了老人与子孙的联系，降低了老人的孤
独感，服务了老人的心理健康；作为老
人获取信息的渠道，短视频满足了老人

的精神需求，帮助老人了解了社会变
化，促进了老人的社会融合和社会适
应；作为老人展示技艺、分享知识的平
台，短视频有助于老人实现原职业以外
的自我认同。

多个报告显示，调查发现，使用短
视频的老人抑郁倾向较低，心理健康状
况较好，主观幸福感也较强。出现这种
现象的原因并不复杂：通过短视频接收
新信息、学习新技能，能帮老人延缓认
知能力的衰退，增进他们跟子孙的交
流；通过短视频分享自己生活，关注朋
友动态，跟熟人以点赞、转发等方式互
动，也能帮老人扩大社交范围，增添生
活幸福感。

正因如此，短视频还是全社会（尤其
是子女）了解老人情感需求的有效渠道。

说起老人刷短视频，伴随“沉迷”
“被骗”等字眼而至的刻板印象，经常会
成为社会的印象。无论是沉迷问题还是
坑老现象，都提示着平台在适老化建设
上应当持续完善。这类刻板印象不该使
大众对老人爱刷短视频一事只有消极
看法。

对很多老人来说，短视频是他们自
我表达的载体，他们也许会出于不愿打
扰孩子等原因，跟子女仅保持低频度沟
通并释放“我一切都好”的信号，却会将
在某个节点的真实心境与心思“埋”在
发布、点赞、评论或收藏某些短视频中。

热衷于短视频，不该受嘲讽
对子女而言，碍于身在异地或工作繁

忙等因素，“常回家看看”也许不太现实，
打电话问候也是浅“言”辄止。在此情形
下，子女若能以短视频为机会，了解老人
的生活细节、兴趣爱好、情感需求，显然有
助于精准地了解老人的生活状态与实时
需要，有益于消除代沟，让亲情更浓。

说到底，“不能日日陪伴，也要时
时关心”，是善待老人的应有之义。老
人在哪里，关心就该跟到哪里。借助数
字手段增进对老人数字生活与精神需
求的了解，就是一种新的孝道表达。这
内含的基本要求是：对老人“触网”，要
多些理解，少些排斥；对老人隐藏在短
视频中的情感表达，要多些关心，少些
嘲讽。

据中国新闻网

《墨竹百态图》歌
——画家尹默去世两周年之际再观百米墨竹图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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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爱
张绍琴

母亲对我的爱，是巨大的“火焰”。
前头有4个哥哥，我这唯一的女孩便恃宠

而骄，顽皮至极。不识字的母亲靠着一把锄
头，挖掘着产量不高的每一寸土地，养育 5个
孩子。在强大的生活压力下，为了不至于被命
运打趴在地，母亲用中气十足的声音为自己
壮胆，对人说话如喷火焰。我过分淘气或犯错
的时候，母亲的“火焰”更是熊熊燃烧，烈焰翻
腾。

那时，我习惯腋下夹一本书，躲开母亲，
也是躲开她不断给我安排的农活。当然，同在
一个屋檐下，难免与“烈焰”狭路相逢，趁母亲
的“烈焰”蔓延伤及我肌肤之前，我会乘母亲
不备，拔腿而逃。母亲便在身后咬着牙恨恨地
说，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小孩子哪管什
么初一、十五，只求眼前的肌肤之痛能够幸
免，求得一时安然。

童年在我与母亲的追逐与躲避中如烈焰
焚烧，一阵风过，连灰烬都被席卷一空。当我
在“火焰”的温暖和灼伤中跨入中年，母亲则
步入老年。

我早已明白，母亲是唯一无条件爱我的
人，我早已不再躲开母亲。当我在医院待
产，需要人照顾和陪伴的时候，我能想到的
人是母亲；当我一个人带孩子力不从心，夜
里因孩子的哭闹而睡不好时，不会拒绝帮
我看孩子的人是母亲；当我想逛街，或者爬
山，会答应陪伴我的人是母亲；当我忙于工
作，无暇做饭，毫无怨言地在厨房忙碌半天，
到了饭点在餐桌上摆满热气腾腾的饭菜的
人是母亲。

养儿方知父母恩。我的孩子吃饭挑食时，
我因孩子做作业的拖沓而发脾气时，孩子做
错事我竭力想纠正时……我深刻地感受到母
亲的不易。

老年的母亲“火焰”威力不减，只是红红的
“火焰”变成雪一样的白。老了的母亲如白色的
火焰，在风中摇曳，温暖如故，却让人心疼。母
亲搬入城市居住后，依然舍不得她劳作了大半
辈子的土地，拖着疼痛不定时发作的双腿，到
城郊开荒辟出一块菜地，种上各种蔬菜，丰收
后送到我和哥哥们的家中，说她种出来的绿色
蔬菜健康又营养。端午节，会提前买好糯米，佝
偻着身子在厨房忙碌，为了我和哥哥们能吃上
她亲手包的粽子。多少次，我们心疼母亲，让她
不要种菜，节假日不要费神做各种美食，说市
场上什么都能买到。然而，母亲固执如旧，坚决
以她的方式表达着对我们的爱。

顶着一头白发的母亲，像火焰在风中摇
曳，散发着光和温暖，让我清晰地看到自己的
来处。

今 年 65
岁 的 张 建 国
家 住 沧 州 市
运 河 区 万 泰
丽景小区，他
无 论 走 到 哪
里 都 要 背 着
相机，用镜头
捕 捉 每 一 个
美好瞬间。无
论春夏秋冬，
他 都 能 发 现
大自然的美。

谢怡然 摄

近日窗前展长卷，百米翠色势连绵。
檀栾万丛遍云岭，琅玕千里锁烟川。
山水花鸟皆入纸，先生最喜画墨竹。
虚心直节身挺拔，耿介不与世相逐。
刚柔并济行日夜，笑迎霜厉与冬肃。
双钩劲利叶飒飒，渲染酣畅风簌簌。
振笔直遂节节开，兔起鹘落势疾速。
疏间只抹两三点，密处多写百十簇。

画成顿觉春意满，翠影玲珑旷心目。
凤舞淇澳影参差，龙吟潇湘声起伏。
深根潜行绕奇石，高竿凿空穿古木。
人生快意当此时，挥洒淋漓倾万斛。
心声化墨情绪昂，气冲霄汉雨后篁。
真情写出竹真魂，生发自如意浑茫。
何时归来动翰墨，磊落真气弥穹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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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年招聘
护理人员十六年护理经验，如家的温暖 招收自理、半自理、不自理老人

咨询电话：总部3599799 18230174857 康居园分院：8986089 18232718543

全国爱心护理工程建设基地
全国敬老文明号沧州市万盛老年公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