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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90后”年轻人的养老乌托邦实验

养老院的老人们为啥成了“网红”
拍摄视频的那半个小时，是

老人们一天中最期待的时光。
他们会穿上“戏服”：天津本

地负有盛名的一所中学的校服，
或走着，或被用轮椅推着，来到
养老院 12楼大厅，像真正的学
生一样，打打闹闹。

午后的大厅里时常会洒下
温润的阳光，似乎能把焦虑、恐
慌、孤独隔绝在外。在手机镜头
的记录下，老人们眉飞色舞地进
行着一些和他们年龄不太相符
的表演——操着一口地道的天
津话，却说着一些在年轻人中流
行的“梗”。

他们的话语足够有说服力，
无数年轻人躲在他们的视频里，
寻找祖辈的安慰，得到一丝心灵
上的慰藉。

这里是“养老院里的春天”，
是“90后”年轻人陈卓通过短视
频打造的一个乌托邦世界。去年
3月，陈卓辞掉了在广州的电商
工作，回到了家乡天津，入职了
一家养老院。工作中，陈卓萌生
了带着老人拍视频的想法，初衷
很简单：给老人们带来一些新奇
的体验。

拍着拍着，视频火了，老人
们晚年“再就业”。他们抛弃了人
生过往几十年的身份，变成了

“卡尔爷爷”“爱丽丝”“鲍勃”以
及余老师，成为了中国互联网上
几乎最老的网红，短视频播放量
破亿。

陈卓说，他想打造一个乌托
邦世界，通过拍视频改变老人们
对生活的态度，给予他们平等的
注视，更是着眼于未来，让年轻
人在自己或家人变老时不要焦
虑，坦然去面对。

“卡尔爷爷”的乐
观：“活一天都是赚的”

不论从什么维度来衡量，
“变老”都不是一个讨人喜欢的
词语，它意味着身体机能的退
化，日复一日的孤独以及最终的
离去。

今年 81 岁的“卡尔爷爷”，
对此有着深刻的感知：变老对他
来说意味着不灵便的腿脚，没法
伸直的手指，还有越来越听不清
声音的耳朵……

55 岁那年，“卡尔爷爷”就
在鬼门关前面走了一遭。他患
上了一种罕见的神经系统疾
病，叫“格林—巴利综合征”，当
时，医生觉得他的生存时间就
剩几个月。

谁也没想到，这个全身瘫
痪，只能躺在床上吃流食的人稀
里糊涂地恢复了。在 20多年之
后，还能戴着一个大大的黑框眼
镜，成为“显眼包”，在视频里嘻
嘻哈哈地告诉年轻人：“你要有
勇气，人生很短，你可以大胆地

‘不要脸’。”
“卡尔爷爷”把生死看得很

淡，之前拍摄的“化学逝验”视频
中，总是他被送上“南天门”，他
本身也在用一种近乎调侃的态
度去看待死亡。

“我 81岁了，医院下过两次
病危通知，老天爷也没收我，我
活一天都是赚的！我很知足，也
很豁达，无所畏惧。”

“卡尔爷爷”是个爱好广泛
的老人，喜欢游泳，更喜欢唱歌，
一张嘴就是纯正的美声男高音，
浑厚的声音中气十足。拍视频对
他来说是对生活的充实和调剂，

网友的喜爱让他虽然“不理解”，
但是也会经常翻看年轻朋友们
的评论和私信，遇到想和他合影
的粉丝，也会笑着答应。

“鲍勃”的重生

“‘鲍勃’”开朗了，生活慢慢

地走上正轨。”“卡尔爷爷”说。
“鲍勃”跟“卡尔爷爷”不一

样，3年前，刚来养老院时，他把
自己完全“封锁”住了，靠不停地
吸烟来扛过每一天。他形容那种
生活“跟坐牢一样孤独”。

63 岁的“鲍勃”是这里的
“年轻人”。他在视频里的人设是
班里那个总是调皮捣蛋的学生，
标志性的光头和略显浮夸的演
技让他被许多年轻人所喜爱。

虽然“年轻”，但是“鲍勃”的
身体几乎是这 4位老人里面“最
吃力”的一个。51 岁那年，因糖
尿病引发脑梗，他住进了重症监
护室，万幸捡回了一条命。

十几年过去了，“鲍勃”多半
时间依旧要依靠轮椅行动。他起
身时，偶尔需要旁人帮忙架起，
走路要缓缓地挪动，一只手拄着
拐杖，一只手弯曲地垂在身前。

3年前，一直照顾“鲍勃”的
母亲过世了，他被送进了养老
院。60 岁出头的年纪让他成了
这里的“小孩儿”，和周围年龄大
的老人几乎说不到一起。

“刚住进来时肯定不适应，
愁闷，一个人老坐着，也想过‘为
什么儿子要把我送到这里来’，
我在外面多好。其实我知道，儿
子也需要自己的生活。”

花了很长时间，“鲍勃”才逐
渐适应了在养老院的生活，但苦
闷和孤独依然缠绕着他，一天抽
4包烟和不间断地看电视，是他
排解情绪的方式。

在拍视频之后，“鲍勃”的生
活慢慢有了起色，烟也抽得没那
么多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性
格逐渐开朗，生活也慢慢走上正
轨了。”

他从不用智能手机，也不
看、不关心他出镜拍摄的视频有
多少人喜欢和点赞，他只觉得拍
视频是一种活动，参加这项活动
让他心情愉悦。

“鲍勃”的变化也给了陈卓很
多触动——当初把只知道闷在屋
子里抽烟的“鲍勃”叫出来拍视
频，改变了他的晚年生活。看见一

个对生活很消极的人慢慢好转，
是一件很令人感动的事情。

“爱丽丝”的忧
虑：很少有年轻人愿
从事养老行业

“卡尔爷爷”在养老院住了

快 10年，见识到了各种各样的
人。“养老院是社会的一面镜子，
这里能体会到人与人之间的关
系，长辈与子女的关系，人与社
会的关系。”

“卡尔爷爷”用“尴尬”和“无
奈”这两个词语来概括他对目前
养老形势的观察。

他见过很多老人不愿意来
养老院，但因怕拖累孩子，又不
得不来，来了之后，郁郁寡欢。对
年轻人来说，他们有自己的生
活，但把老人送到养老院又会担
心被别人看作不孝顺。“这是个
很残酷且不能回避的现实。”卡
尔爷爷说。

“爱丽丝”对这个问题有着
更深刻的认识。这个一头卷发，
总是笑眯眯对着镜头的天津“姐
姐”，已经在养老行业做了18年。

在 4 位老人搬来养老院之
前，“爱丽丝”是这家养老院的院
长。如今，73 岁的她退了休，但
依旧抢手，不少养老院还希望她

去帮忙打理。
“爱丽丝”说，老人住进养老

院，想要的并不是多么优越的环
境和丰盛的饭菜，一个干净卫生
的环境和护工的良好态度就足
够了。

“住养老院的好处在于老人
能和大家伙一起聊聊天、说说

话、打打扑克、下下棋。老人在家
里和子女其实也没什么可聊的，
作息时间也不一定吻合。在这里
获得的陪伴，某些方面甚至是超
越亲情的。”

然而，社会上的偏见无可避
免，老人们除了怕不适应环境，
也害怕被外人说自己的子女不
孝，甚至有些老人只能“偷偷摸
摸”地住进养老院。

“爱丽丝”曾希望叫上养老
院中的另外一位老人一起拍视
频，但那位老人害怕被熟人看
到，笑话她儿子把她送到养老
院，因而拒绝了邀请。

在养老院，“孝顺”其实是一
件很难谈的话题，各家有各家的
难处。

做养老院是一个良心活儿，
做得好坏，几乎全凭良心。“爱丽
丝”也在一些不太好的养老院待
过——老板想节约水费，不给老
人洗澡；或是把所有老人的衣服
堆在一起洗出来。这样的养老院

是少数。
“目前，养老行业最大的局

限性就是年轻人的缺失。”“爱丽
丝”说，“很少能见到年轻人，很
多照顾老人的工作人员也是 50
岁左右的年龄，招一个工人有时
要等一两个月。如果我们这批人
不在了，整个行业不就断层了
吗？”

整个行业并不稳定，没有明
确的上升通道，又脏又累的工作
内容……很少有年轻人愿意进
入这个行业。

通过拍视频，“爱丽丝”看到
了让养老行业被年轻人关注到
的可能性。她时常会翻看网友的
评论，很多年轻人留言说“想要
提前住进养老院”，但并没有年
轻人说想去养老院工作，她有些
失望。

年 轻 人 的 感
慨：“他们是我们的
电子中药。”

在养老院工作和生活，变老
和死亡是永远绕不开的话题。

在养老行业干了 18年，“爱
丽丝”见到了太多生死离别。每
一个老人“走”的时候，都在她的
眼前，从买衣服到穿衣服，一直
送到火化。

这些年里，“爱丽丝”搬过在
养老院自尽的老人尸体，也抢救
过突发疾病的老人，她对死亡的
感觉几近麻木。“有时候，他们都
说我太冷酷，那是因我见得太多
了。有时候，回想起来，那么熟悉
的人突然间没了，心里也会很想
他们。”

“爱丽丝”说，她很想跟大家
说，不要害怕变老，老了也可以
创造价值，有什么可惧怕的呢？

几名老人的走红，也在一定
程度上与生死有关。

在“化学逝验”中“中毒”上
了“南天门”，在“生死簿”上被划
去名字……这个剧本的创作者
陈卓，把死亡作为冲突点，他发
现老人们并不回避这一点，反而
去调侃它，这种豁达的态度让他
感触很深。

“年轻人害怕的是自己内心对
死亡的焦虑和恐惧，但正因有了死
亡，有了变老，才使得生命的一切
有了意义。我们在视频里传递的观
念也是不要畏惧死亡和变老，我们
要平等地直视那个‘骄阳’。”

后续视频中“人间清醒”系
列也是如此。陈卓把生死、病痛
换成了生活的压力和社会的不
理解，让老人们去表演。除了营
造反差感之外，陈卓更想通过视
频给年轻人传递一些东西。

“很多年轻人评论说，老人
们是他的‘电子中药’，‘电子爷
爷奶奶’，他们把自己祖辈的形
象投射到视频里，获得一种心
灵上的慰藉。他们需要的是那
个曾经照顾他的长辈站出来抱
抱他们，告诉他们，不要焦虑。”

同时，陈卓拍摄的视频也给
了这些老人力量。通过这种小小
的表演，老人们找回了曾经遗失
的那些角色，也收获了来自亲人
或社会的关注，弥补了变老带来
的失落感。

“我觉得老人并不一定希望作
为被特殊照顾的群体，我在拍视频
时不会叫他们‘爷爷’‘奶奶’，而是
直呼其名。我希望在这个世界里
面，我们是平等的。”陈卓说。

据红星新闻

““鲍勃鲍勃””（（左左））和和““卡尔爷爷卡尔爷爷””在拍摄中在拍摄中

““鲍勃鲍勃””床头摆放着老人们的合影床头摆放着老人们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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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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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