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反洗脑、破圈层，年轻人绞尽脑汁

或许，相互理解才是敞开心门的最优解
【文/青年报见习记者 林千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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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洗脑，沟通是否成功

通常，沈恒云公众号推文的叙事很温和，也没有什

么梗。一篇劝父母不要“没苦硬吃”的文章里，他先肯

定“省钱”是父母“对家庭的负责”，然后话锋一转，以子

女的口吻劝说父母“让生活变得轻松一些”。

这是他吸取教训的结果——他曾经以为，只要拿出

证据，讲清道理就能说服老人，然而事实跟他想得完全不

一样——他曾根据《自然》杂志的研究，写了一篇玩游戏

对年轻人有些什么好处的文章。满以为通过这种摆事实

讲道理的方法，能改变老人心目中“玩游戏就是不务正

业”的刻板印象。但朋友的反馈让他看清了问题所在，这

类推文转给长辈，老人一看到标题就开始反驳。这不是

长辈关心的话题，也并未顺着他们的意。沈恒云从年轻

人视角进行的尝试，从一开始就遭到了挫败。“要站在他

们的角度上，给诱饵，说听得懂的短句。”他总结说。

转变思路后，沈恒云改变了措辞，“格局放大一点”，

更“考虑长辈的情绪”，效果好了不少。有长辈给文章打

赏，表示写得有道理。也有同龄人私信他，说父母反馈

不错。

“这是比较好的沟通方式。”祝余也挺满意，她将木

筷子那篇文章转发到家族群，过了几天，父母就换下了

旧筷子。

不过，并不是所有人的努力都能生效。“我发出后，

很快就被一堆虚假信息淹没了。”周禅说。父母看了，

该买保健品还是买。她反思为何没能成功将科普类型

的内容转为老人能听进去的东西，“我的目的是‘反洗

脑’，不是传达知识，科普没有任何作用。”

“是否有效”，是做这类公众号的许多年轻人的疑

问。秦勉以前做过几期推文，因为效果不好停运。为

了更好地把握调性，这几个月她排摸了老年人爱看的

公众号和年轻人做的公众号，但很多年轻人做的公众

号“不对味”。她拿最近在年轻人间挺红的“万物沉眠”

举例：“版面太干净，标题不够‘炸’，更要紧的是名字，

老人是很忌讳‘死’的，‘沉眠’不吉利。”最重要的是，说

的议题太年轻了，老年人都不会感兴趣。“有些东西不

是给老年人看的，而是年轻人自己看的。”她说。

在这类公众号里，评论人顶着二次元头像，在评论

区发“玫瑰”“点赞”等老年人爱用的emoji表情，大加

赞赏推文。尽管公众号主人竭力模仿老年人的语气，

玩的一些梗也难免暴露真身，如署名“abandon”的教

授、使用《甄嬛传》表情包。一篇篇推文和留言看下来，

像年轻人以“老年人”为主题的模仿秀。“最新一篇评论

区太好笑了”“这字体，这口吻，太标准了！”……年轻人

聚集的社群里，许多年轻人对此会心一笑。

不过，在模仿秀的世界里，模仿者与原型的差异在

所难免。至于被模仿的原型是否会真正发觉这个世界，

又是否能从细微的端倪中察觉出些什么，以及他们如何

看待这种模仿，甚至能否接受玩笑背后的教导之意？这

一切我们不得而知，上网的老年人越来越多，但他们成

了“沉默的大多数”，这种沉默震耳欲聋。沈恒云的回复

提供了一种耐人寻味的可能：“有的老年人其实看得懂，

比如刻意把排版做得花花绿绿，会让他们觉得受到冒

犯。他们知道某些情况下自己会被当成‘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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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长河中，年轻人与老年人仿若站在时光的两岸，一边是快速奔涌

的新世界，一边是平缓流淌的旧时光。年轻人怀揣善意，试图通过文字反

洗脑、破圈层，与老人沟通交流，却屡屡遇阻；老人守着自己的天地，对年轻

人的声音半信半疑。在这快慢交织、心意难通的境地里，相互理解的桥梁

究竟应该如何搭建？

破圈层，拒绝帮助的他们

“老年人有自己的网络圈层。”秦勉说。一部分老

人喜欢读“有钱没病”“老年生活不靠子女”类的文章，

这类针对他们喜好的公众号，阅读量经常过万。周禅

也回忆，父母和他们的朋友爱加“专家养生”小群，进群

渠道很单一，靠老年人私底下传播拉人。有年轻人偶

然加入，管理员察觉不对，就会把人踢出群去，由此塑

造严密的信息茧房。

这些热火朝天却鲜少有年轻人注意的地带，与年

轻人自己开的公众号状况形成对比。后者许多阅读量

不过百、受众稀少，默默运营几个月的时间就会关掉，

尽管有些长期运营下来，但更多是年轻人关注，很难融

入老年人的圈层中。

年轻人怀抱善意，但打开老人的心并不简单。除

了圈层不同，也因老人拒绝接受。周禅描述，除了保健

品相关，她的父母态度挺客观，任何文章，“只看看就

好”，很难立刻相信。“有可能对于反对的声音，老人不

由自主地会去怀疑。这个东西是在否认他以前的认知

范围内，如果不是他第一时间会觉得，都是瞎写的文

章。”周禅试着分析他们的心理。

秦勉则以“自我维护”来表述老年人对孩子们苦苦

相劝的漠视：“随着退休和衰老的到来、死亡的接近，他

们的人生在指间流逝，和孩子的抗争是对自己的维护。”

“是不是我不那么照顾他们，反而不会产生这么多

矛盾和困难？”周禅很困惑。一次，周禅的父母烦不胜

烦，对她说“别管我了”，她脱口而出“又不是我想管

你”，结果发现和小时候父母讲她的话一样。

“我妈妈每天都在看直播，而且专门看那一个人的

直播，如果不看，她就像生活中少了一些东西，我觉得

这是一种归属感。”祝余说。她不干涉妈妈为短剧、网

络小说花钱，认为“每个人都在网络中找到自己的领

地”，这种权利不仅属于Z世代，也属于父母辈。

然而网络的陷阱总是存在，阴影一直如影随形，这

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年轻人在长辈的自由和安全性问

题间的摇摆不定，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正

如幼时长辈对孩子的看管。“我们应该循循善诱，不要

去否认他们前半生的奋斗，要去照顾到他们的情绪、他

们的尊严、他们的面子。”沈恒云想了想，说。

慢与快，相互理解敞心门

家里人早就知道，祝余就是那个公众号的主人。有

次写推文，她的电脑放在桌上，父母瞥到了屏幕。“如果

是别人转发给他们推文，他们不会信，但我是他们的女

儿。”祝余说。她觉得，这就是“亲情的力量”。正如她和

其他年轻人都是因为关心长辈，才特意开设公众号。

但祝余很久没更新了，她“要上学，没时间”。沈恒

云最后一次发布的时间也停在去年10月底，秦勉则回

忆，她以前做的公众号浏览量不好，荒废了。

世界变化很快。这几年间，祝余从大学生变成了

研究生，沈恒云则从硕士变成了博士。周禅和秦勉两

位上班族也在自己的岗位上奔忙着。但老年人的世界

却一直保持着平稳的闲暇状态。秦勉通过观察老人喜

欢的公众号来理解这种闲暇：“我发现，写给老年人看

的公众号最好每天定时发，因为老年人有情感上的需

求。如果他形成习惯，每天都看，今天三点钟却没有，

就好比失了个老友。”

“大家都说，老人时间很多，年轻人很忙。但我觉

得老人的时间非常紧张，他的衰老速度你难以想象，就

像年轻人可以将事放在未来，老年人却不行。”在周禅

眼里，这份闲暇却透露着悲凉。

在西北，“年轻人去往新世界，老年人驻守农村”，

这是沈恒云亲眼所见的现状。旧与新的更迭，慢与快

的对比，在他的成长中生动地展现出来。而如何对此

进行平衡？沈恒云没想那么多，最初开设公众号，他只

是希望以平等对话的形式，将自己的知识和观念传给

长辈。

“我很了解我的父母。”他肯定地说。和父母视频

聊天，爸爸夸了一句他的圆领T恤，他察觉到父亲“也

想要”，立刻给父亲买了一件；妈妈在家里裹着厚厚的

大衣，他赶紧买了西门子牌的暖气片。去年国庆假期，

沈恒云带着父母游山玩水，这期间，他顺带着写了一篇

“爸妈带我见证了两代人无法理解的N个瞬间”，试着

从儿女的角度换位思考，理解父母。

“在这次旅行中，不仅是你在看风景，父母也在通过

你的眼睛，重新认识这个世界。”在推文结尾，他写道。

他觉得，相互理解，才是真正打开心门的方式。而

这也正是周禅所期望的，只是在她看来，在此之前，会

存在漫长的磨合期：“时代太快了，我们社会的方方面

面对老年人都不够宽容。”

“老年人许多诉求没法被满足。当然，大家没有权

责说一定要帮他们干事情，可我们年轻人，能不能合力

去帮助老人呢？”秦勉则提问说。

每个人都可以在互联网上拥有自己的“领地”，老人也不例外。图为一位志愿者教老人使用智能手机。

新华社 图

手机和互联网已经深度融入老年人的日常生活。图为一位老人在“朋友圈”分享长者饭堂。 新华社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