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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成为负担，很多老人需要
看病就医时选择不告诉子女。

在中日医院心理科副主任心
理师王彦玲的门诊中，就曾接诊
过类似这样的患者。“有一位70
多岁的老爷爷曾来到我的门诊，
他老伴去世了，后来患了前列腺
癌，他闺女在美国，就剩他一个
人。他不愿意告诉女儿自己生
病，自己看病，内心非常焦虑。”

“最初非常帅，慢慢地驼背
了，再后来就开始拄着拐杖，满
脸落寞，情绪低沉，他担心老了
怎么办，若和女儿说了自己的病
情，给女儿带来麻烦怎么办？”
王彦玲见证了这位老人的变化。

“因为身体疾病不愿和家人
说，心理疾病也随之而来，随着

年龄越来越大，他们害怕把疾病
告诉儿女后，儿女会因为嫌自己
麻烦而变得嫌弃他们，他们担心
将会打破已有的‘彼此安好’的
关系，这些老人会想，不告诉儿
女就会减少他们的负担，纠结再
三还不如自己去看病。”王彦玲
表示，但是这样导致的后果却
是，最初非常开朗的老人，也会
慢慢变得自我封闭，不愿与儿女
分享自己的事情。

张守字也发现，在临床上，
老人自己一个人来就诊的不少，
越是一些子女非常优秀的家庭，
老人反而是一个人居住，因为子
女优秀都跑到外地生活，就剩下
老人自己一个人在家。有位老
人，子女都不在身边，总是老人
自己来取药，他记性不好，但他

认为自己还能照顾自己，尽管取
药流程医生说了很多遍，但还是
会中途回来反复问。

独居老人遇到健康问题怎么
办？王彦玲建议，生病的独居老
人一定要及时把病情和子女说，
尽早治疗，这样不仅能防止老人
身体疾病的进一步恶化，还可以
防止老人心理出现问题。此外，
年轻子女要主动去照顾老人，给
他们足够的陪伴，让老人安心。

此外，建议社区或村卫生中
心方面应给独居老人提供一些方
便，比如定期为村内或社区内的
独居老人进行健康监测，时刻关
注老人的精神状态。在有就医需
求而无法及时联系到子女或朋友
帮助时，可以通过家庭医生或社
会机构等寻求帮助。

近年来，互联网快速向中老
年群体渗透。《中国互联网络发
展状况统计报告》 显示，截至
2020年12月，我国已有近2.6亿
名“银发网民”（50岁以上）。
《2020老年人互联网生活报告》
显示，0.19%老人在一些 App上
日均在线超过10小时。

“使用智能手机，会给老年
人一种自己跟上时代脚步的感
觉。”王葵称，尤其是短视频平
台兴起之后，老年人对于智能手
机的需求日益强烈。对于老年人
来说，与文字内容相比，视频内
容更加友好。越来越多的老年人
选择智能机看短视频，并且在这
上面花掉越来越多的时间。

王葵表示，在观看短视频之

余，一些老人也成为创作者发布
视频。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不仅
打发了时间，也收获了一些乐趣。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关注到一
些潜在的问题，如长期看手机容
易带来眼部疾病、引发神经衰
弱、高血压、脑出血等疾病。

王葵分析，老年人之所以对
于智能手机和短视频欲罢不能，
或者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跟上年
轻人步伐，找到更多共同话题；
或者是希望建立与外界的联系，
通过这种方式得到身份或者价值
上的认同；或者是借此排遣，填
满充裕的时间。“无论哪一种，
都折射出老年人在现实生活中精
神世界孤独、匮乏的现状。”王
葵称，想要改变这种现状，最重

要的一条是：主动走出去，积极
和这个世界建立联系，如买菜、
逛街、跳广场舞、摄影等。

2013年 7月 1日修订的 《中
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
法》第18条明确规定，家庭成员
应当关心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不
得忽视、冷落老年人；与老年人
分开居住的家庭成员，应当经常
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2021年11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
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
中曾提到，“将研究制定住房等
支持政策，鼓励成年子女与老年
父母就近居住或共同生活”。

解决老人孤独，引导老人更
健康合理安排时间，需要更多社
会关注和支持。

短视频成生活寄托

2023年2月5日，癸卯兔年的
元宵节，82岁的谢琴一早起来，
热了热前一天晚上剩下的粥，凑
合了一口早饭，过了一个没有汤
圆也没有家人的元宵节。喝完
粥，谢琴洗完刚用过的那一个
碗，就坐在书桌前刷起了短视
频，直到太阳照到家门口，她便
搬个小板凳坐在阳光里，一边晒
太阳一边看着人来人往。

这是有4个儿女、10个孙子
孙女和17个重孙的谢琴的生活日
常，在外人看来四世同堂的大家

族，如今只剩她一人住在湖南老
家这幢三层的老房子中。

“我小女儿在美国工作，大女
儿在茶陵县城开了店铺，两个儿
子都到外面工作去了，他们为了
生活在外奔波，为自己的小家庭
努力，回家的时间很少。我会努
力让自己想得开，但仍时不时感
觉到孤独。”谢琴来自湖南株洲茶
陵县的一个村庄，一辈子从事教
育工作。自老伴2010年去世后，
谢琴一直一个人生活着。

2021年之前，谢琴一直用的

是老年手机，后来实在想知道年
轻人成天抱着手机到底在看什
么，才花钱换了一部智能手机。
一拿到手机，她便跑到同村的侄
孙媳妇家里，让她帮忙给手机安
装了短视频软件，从此短视频成
了谢琴与外界连接的重要通道。

谢琴并不避讳自己的孤独，
她说，年纪大了，没有工作，孩
子们又不在身边，每天过着周而
复始的生活，说话最多的对象就
是“手机”，说不孤单是不可能
的。

受访者：谢琴 （化名），82岁，女，独居，4个儿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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