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自年轻人的反向输出：

忍不了“养生号”“专家号”
干脆为老人“定制”公众号

【文/青年报见习记者 林千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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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推文，变成“专家”的年轻人

晚上9点02分，公众号“淡雅随和育儿”发出推

文：“想让孩子主动结婚？这么劝，准管用！”

“字大一点儿，字体加黑，语言轻松幽默，标题也有

讲究，顺从他们的想法，等他们被吸引点进去后，再逐

一劝解。”沈恒云以“诱饵”来形容推文的标题。

他的公众号推文，多是站在调解员的第三视角，以

拉家常的口吻，植入他自己的思考。“我的选题一般是

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观察，也有一些年轻人的投稿和

评论，他们希望我发声。”他说。有学生遭遇家长暴力

收手机，他便在文章中劝解“手机是了解世界的窗

口”。自家父母长年累月节俭、勤劳到“委委屈屈的地

步”，他就写“没苦硬吃背后的神秘执念”。

和沈恒云注重心理劝导不同，00后研究生祝余讲

究一个“科普”。她在自己公众号撰写的第一篇文章是

“木筷使用手册”，为了警示父母定期更换木筷的必要

性，她在文章里甩下一个又一个医学知识点：“幽门螺

杆菌会附在筷子的表面”“细菌进入人的胃部”。“他们

比较相信网络上的知识，看一些推波助澜的东西，会有

所改变。”她说。

“HGH凝胶抗衰奇迹？小心又一拨骗局！！！”“艾灸

包治百病？神器降临人间！”同样是科普，90后上班族

周禅的公众号，常以“标题党”的语气剖析商品的本质。

在文章中她以激烈的语气来揭露商品骗局，遇到关键文

段，她字体标红，放到最大，试图用强烈的视觉冲击来破

除家人对万能商品的迷信。面对老年人，她琢磨出了点

心得：“界面尽量简单，话都说得非常极端。比如说‘网

信办再次强调的三种骗术’‘震惊！90%的老人都上过

这个当’，就更像他们群体的风格。”

在最亲的血脉之间，28岁的沈恒云发现了一条巨大的鸿沟。当他前往辽宁

大连读博，与留在西北的父母，相隔的不仅是几千公里的距离，还有彼此错位的

观念：“手洗还是机洗？开空调是否费电？争吵不断。”

“去吵，去闹，当下有效，他们希望安抚你的情绪，却仍相信他们自己。”陪在

父母身边，未必贴近他们的心。看着父母在抖音直播间买了一件又一件保健品，

周禅感到无力。

与长辈的沟通成了问题，交流多是白费口舌。这是许多年轻人面临的现状。

一次，祝余拿起家中用了许久的木筷，考虑家人健康，她打算换掉。父母却

始终坚持沸水消毒即可。争论无果。就在那刻，祝余决定，她要针对不听劝的父

母，创办一个公众号。

他，她，他们，这群互不相识的年轻人，为了家中的长辈，将个人公众号变成

针对中老年人的讲坛，以“专家”“调解员”的口吻反向输出，对老年人进行生活劝

导，或科普和扫盲。

周禅的公众号推文。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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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上，拉不回的老人

“淡雅随和育儿”这个公众号名，沈恒云想了挺久：

“听起来很有母性光辉，父母潜意识会觉得作者与自己同

一立场，一般更容易接受，不会有太多防备心。”公众号头

像则是一位抱着孩子微笑的妈妈，创造温馨的氛围。

这种张机设阱的设计，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无奈之

举。“老人很容易被营销号带偏。”祝余说。近年来，她

的妈妈会在网上不断地刷各种耸人听闻的视频，算法

抓取到，使劲推送更多。为此，妈妈常恐慌地分享孩子

走丢类的视频给祝余，祝余一般会淡淡地回句“好的”，

来安抚妈妈的情绪。

短视频平台流行的这几年，周禅眼睁睁看着家中

父母跳入直播“陷阱”。早上五点起床，听养生课直

播。晚上七点直播开始，又搬着椅子听。听时拿着本

子和笔，记视频里的关键词。这些关键词给到后台的

小管家，能领一毛到两元的红包。

Z世代亦会迷失的时代，对老年人来说，网络更是犬

牙交错的陷阱。“支付宝的面部支付，他们不想开，却莫名

其妙地就开了。开通容易，关上却难。”周禅说。沈恒云

回忆，他教父母用手机，但父母很难理解淘宝、京东这种

需要“浏览大量文字”的软件，得“看视频”“听别人讲解”。

买了红外线坐垫，其实就是垫子里放着个红灯泡；

听养生专家讲课卖产品，专家却是被抠图放进视频里

的……年轻人熟知网络，一眼就能识破各种招数，老年

人却无力招架。因为工作，上班族秦勉常和老年人打

交道。她发现，针对老年人的这些“工程”不少。比如

说一些专门针对老年人的电话，说是提升流量，借故扣

他们话费。

一旦栽进里头，老年人就有拉不回的架势。“家里

人是很难沟通的。你知道这东西是假的，但他们就信

别人不信你。”秦勉说。家里老人在直播间买保健品，

周禅心平气和地劝过，也态度激烈地反对过，却收效甚

微：“就算他们意识到好像被骗了，那也觉得只是这次，

下次一定不会。”

沈恒云所感觉到的是观念矛盾，这层矛盾因如今

网络的飞腾越发凸显：“我的思想扎根在眼下的时代，

家里人的思想还停留在他们那个年代。”从生活观念，

到对事情的看法，因时代的交错，上一辈与他屡有冲

突。他“不知道怎么解决”，就“吵架”，吵完了却照旧。

正是由于这种艰难的对抗，他们萌生了自己做公

众号来向老年人科普或传达观念的念头。“带动他们去

思考。”沈恒云说。

当然，也有“以毒攻毒”的考虑。“他们既然那么信

网上的营销号，那么好，我也来写。”祝余描述说，“用他

们喜欢的方式，来达成我想要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