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6 慢城市·生活 2020年 1月 16日 星期四 责编：李晶 美编：欧阳

百分之八十的中国人，对老年人的孤独没有体

验。不过你肯定有过孤独：一人留在家中的童年；独

自远去求学的少年；留守家中侍奉公婆抚养孩子的

青年……

小时候对村里孤寡老人十分好奇，公家给盖的房

屋那么偏僻，天黑了一个人住不害怕吗？那时想不清楚

害怕什么，现在明白除了豺狼鬼怪，最害怕的是孤独。

步入老年，面对种种资源丧失，无法逃避的现实

是人际关系范围逐渐缩小。远离工作岗位，子女成家

立业，亲友去世……我们身边越来越多空巢老人、丧

偶老人、独居老人。失落感和对社会家庭“无用”的心

理，使他们消极低落，变得更加寂寞，进一步减少了

社会交往，不关心周围发生的事情，甚至懒得打理生

活，食品种类变得单一，食量也逐渐下降。对年轻人

而言，孤独是一种思念，对于老年人，孤独则是一种

问题。

我们院子里有三户这样的独居老人。一户是年龄

不详的老俩口，唯一的女儿移居海外。其实我很少看

到他们，即便遇见，他们也都是在低头走路，寡言少

语，表情呆板。他们总是回避与我目光交流，平日躲

在屋子里更是不知所为。后来引起了社区重视，安排

专人前去探望，才知道老俩口都有老年性心理健康

问题，长期孤独下去，很容易罹患严重的疾病。

第二户是位丧偶老人，市里的女干部，儿子在京

城任职，很少回来。虽然也是独居，但我认为她并不

孤独，每天都能遇到。她见我不着急上楼，便拉住我

的手，夸我找了个好老婆，善良、温柔、又能干；夸我

生了个好女儿，听话，学习又棒。我回家与妻子碰情

况，她说老阿姨也是这么夸她的：嫁了个好老公，为

人和气，又有事业心，你们是院子里顶呱呱的一对。

女儿则说老奶奶把她当成了亲孙女，又搂又抱还亲，

说你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长大了像你爸妈一样有出

息。女儿就纳闷：“爸妈，你们到底哪儿出息了？”我俩

齐声答道：“生了个好闺女呗？”对，就该这样互相表

扬，没有优点，创造优点，没有交往，创造交往，生活

不就热闹了吗？

最后一户也是一位女性，今年八十有九，是个愿

意享受孤独的“老中豪杰”。如果上午 9点遇见她，那

是要出门，如果上午 10点半遇见她，肯定是回家。她

总戴副变色水晶眼镜，绸衣绸裤，软底跑鞋，手中有时

是根长棍，有时是把长刀，有时是一柄宝剑，都装在锦

绣套袋里面。我们在电梯里相遇，她从不主动说话。但

我对这种“武林老法”十分感兴趣，左右问过不停，她

都用简洁的话语回答。到了最后，老人总要跟我说一

句：“谢谢你愿意跟老人拉呱！”这句话，暴露了她内

心的孤独。

回味身边老人，不免想起电影《音乐之声》里那首

《孤独的牧羊人》。多么诙谐欢快的旋律呀！好比美好

的风光和生命，但若是老了，就得忍受牧羊人的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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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

不断加快，老龄人口的不断

增长，我国正在经历着世界

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

的老龄化过程。如何坚持以

人为本，共同担当养老责任，

将是一项长期的艰巨任务。

今天起，本报将推出《健康生

活 品质养老》专栏，一起聚焦

养老问题。

开栏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