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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这几天，阿拉宁波的许
多老年朋友，在操心一件事：老
年大学新学期招生开始了，得赶
紧报名啊，可不能错过机会！特
别是那些第一次参加报名的人，
更是忐忑不安，生怕僧多粥少，
自己名落孙山。而已经在宁波老
年大学就读的不少老学员，也在
操心一件事：宁波市科协、市委
老干部局等五单位，将在宁波老
年大学开展“宁波市中老年人智
能手机知识普及工程”，招收本学
期在读的学员，名额有限。不用
说，报名肯定火爆，那就得像春
运期间“抢”火车票似的“捷手
先登”，也不知道报得上报不上
呢。

宁波人向来相信一句老话：
“活到老学到老，还有三样没学
到。”强调一辈子都要学习，而且
认识到学无止境，要做到永不自
满。老年朋友们如此青睐老年大
学，如此倾心于学习新的知识，
正是践行这句老话的具体写照，
同时也是新时代新老人精神风貌
的生动体现。

有人笑言道，老年大学的学
生最自觉，老年大学的文凭最真
实。因为老人们参加学习，都是

“我要学”，因而个个自觉自愿，
态度认真。相比之下，总有一些
小孩子玩心重不爱读书，或者因
负担太重害怕读书，属于“要我
学”，所以就不太自觉了。老底子
人们嘲笑那些逃学的小学生，有
几句老话：“赖学精，赖学精，书
包会掼屋头顶，看见老师难为
情！”而现在老年大学的学员们，
上课不要太积极哦。老年大学的
文凭，虽然不能帮助找工作、赚
钞票，却是货真价实。清华北大
的文凭有人造假，老年大学的文
凭有掺假使杂的吗？哈哈！当然
并不是说，只有进老年大学才能
学习。在广场上跳跳舞也可以学
习，在公园打打拳也可以学习。
只要有心，永远有学习的机会。

活到老学到老，看似平凡的
一句话，其实蕴含着做人的大格

局、大意境。
活到老学到老，能够活得更

充实。宁波老话是介讲：“木勿凿
勿通，人勿学勿懂。”任何人的任
何知识任何本领任何特长，都是
通过学习得到的。就像孙悟空，
尽管出世时山崩地裂，惊动天
庭，但他的筋斗云、七十二变等
等一切神通，都是勤勤恳恳向师
傅学来的。作为新时代的老人，
努力学习，与时俱进，可以让生
活越来越充实。您瞧，学了电
脑，能使用电脑写作、下棋、炒
股；学了烹饪，能为家人改善伙
食大显身手；学了照相，能到山
林田野拍花拍鸟；学了英语，出
国旅游时能与老外聊天……

活到老学到老，能够活得更
健康。不言而喻，学习太极拳、
乒乓球、健身操、拉丁舞等等，
能增强人的体质，促进人的健
康。这些且不说，对于老年人而
言，随着年岁的增长，如何预防
老年痴呆症，成为一个越来越严
峻的话题。老年痴呆症对健康的
危害尽人皆知，以致许多人“谈
痴色变”。更要命的是，至今还没
有任何药物能够有效地治疗该
病。据医学专家推荐，目前被公
认为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通过学
习，锻炼大脑的灵活性，促进大
脑细胞的再生，从而预防和延缓
老年痴呆症的发生。

活到老学到老，能够活得更
快乐。这也是显而易见的。既然
学习能使生活更充实、身心更健
康，当然也就使人因此更快乐。
在这里笔者还想说一说唱歌的好
处。许多健康指南里都说：走路
是最好的运动，唱歌是最快乐的
活动。学习唱歌，不但能锻炼人
的心肺功能，还能使人心情愉
悦，有助于提高人体的免疫力。
据调查，由于唱歌带来快乐，歌
唱家成为世界上最长寿的职业之
一，许多职业歌手的寿命比普通
人长10余年！

学习的好处真是不胜枚举。
广大老年朋友们，当然也不排除
中年朋友们、青年朋友们和小朋
友们，大家都来好好学习吧。

活到老 学到老
还有三样没学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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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湖南有位教授在给文学
爱好者作讲座时提出一个观点：

“热爱文学的人不容易变坏。”他
说，文学可以提升灵魂的高度，帮
助人们认识社会，可以促进情感沟
通。热爱文学的人，知是非，明荣
辱，所以不那么容易变坏。

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但是我
以为，其中更大的原因，是因为热
爱文学的人的大多数，心中还有着

一份单纯的热爱，能够抵抗一些变
坏的因素。

人为什么会变坏？有钱是变坏
的“催化剂”。虽然人们常说“人
之初，性本善”，但人的欲望就像
埋在土壤里的种子，一旦有了适宜
的温度，马上就会生根发芽。有了
钱，就会有各种享乐诱其上钩。有
钱不仅可以购买各种商品和服务，

还能够打通很多“关节”，摆平很
多矛盾。所以有了钱之后，人的胆
子也会变大，或者无视法律，或者
丧失道德，或者铤而走险。有钱的
人会变坏，归根到底是忘记了初
心，忘了心中那份单纯。

有权也是变坏的“催化剂”。
说起贪官，大家都恨得咬牙切齿。
其实，绝大多数贪官，开始不但不

坏，而且相对优秀。要不然，他们
也不会走上领导岗位。刚上任的时
候，意气风发、踌躇满志，一旦有
了权力，周围便有很多人开始琢磨
他们，研究他们，投其所好。这其
中，也有人给他们设套。送钱时，
说“只有你知我知”；送色时，说

“完全心甘情愿”。而只要踏进一只
脚，就再也拔不出来了。还有些

人，因为仕途的成功而私欲膨胀，
觉得自己贡献很大，享受一点也在
情理之中。

有野心的人也容易变坏。《西
游记》中的妖怪们，虽然知道孙悟
空神通广大，但他们还是野心勃
勃，个个想吃唐僧肉。什么叫野
心？就是指对权势、名利等，有不
切实际而且过分的贪欲。有野心
者，最喜欢“一夜暴富”或“一步
登天”，妄想着不用艰苦的劳动，
也无需复杂的过程，只要三拳两
脚，就能实现远大的目标。为此，
他们不仅绞尽脑汁寻找捷径，而且
不惜践踏法律，破坏公平。所以

《淮南子·主术训》中说：“有野心
者不可便借势，有愚质者不可与利
器。”

有钱、有权、有野心，三者本
身没啥问题，许多人的一生会经历
这些过程，但这些归根到底不是变
坏的借口，变坏的原因还在自身。
热爱文学的人不容易变坏，其实说
的是这些人还能保留初心和热爱，
才 能 “ 百 花 丛 中 过 ， 片 叶 不 沾
身”，把欲望给了更正面更积极的
事物。让人不变坏的好办法，除了
建立健全社会监督机制和惩罚机
制，也可以借鉴下这位湖南教授的
话，多点初心和热爱。

人为什么会变坏

《老龄化》
[美]哈瑞·穆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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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从 20 世纪开始，才有相
当比例的人口活到了生物学和社
会学意义上的老年，老龄化进程却
在 21 世纪飞速加快。由此，我们不
得不审视如下问题：老年在人的一
生中扮演怎样的角色？老年的意义
是一成不变的，还是前半生的延
续？我们怎样对待自己老去之时身
体退化、基本生活、医疗保障、
亲情关系等一系列问题？

哈瑞·穆迪和詹妮弗·萨瑟
所著的 《老龄化》 一书，多年来
一直是美国老年学的权威教材。
该书既从宏观上解释了老年学领
域的基本概念，阐述了以美国为
主的西方社会老龄化现状、重要
议题和挑战；又从微观上呈现了
人们在生命历程、养老模式、老
年人权益项目、老年人产品市场
等一系列具体问题上的争议。这
些对于正步入老龄化社会的中国
而言，无疑具有借鉴意义。

人该如何看待老年？书中指

出，在老年之前的人生阶段，生
活预期是明确的：先是上学受教
育，成年后走上工作岗位，但等
到了老年，于家庭已经完成了养
儿育女的任务，于社会自己是一
名退休人员了，一时间似乎成了

“没有角色的角色”。
有人认为老年是不断丧失的

时期：工作岗位、子女、亲友、健康；
有人认为老年是重新获得的时期：
自由，开放，没有明确界限，妙不可
言，甚至把老年阶段定义为“第三
年龄”。其实，变老是贯穿我们一生
的过程，是各个生命阶段接力的结
果。老年阶段和其他人生阶段是平
等的，没有孰优孰劣，甚至谈不上
衰败和失落，是一段通过一生的努
力可以实现自我干预的时光。

比如发展心理学研究表明，
即使到了晚年，老年人依然具有
极强的可塑性和发展潜力。人的
智力分为流体智力和晶体智力，
流体智力指人在面对困难时提出
不同解决方案的能力，是一种发
散性的抽象思维；晶体智力指人

通过长期积累获得的深度思考和
系统观察的能力。许多科学家认
为，老年人的流体智力随着年龄增
长而下降，但是晶体智力通过长期
的阅历和不断的反思而得到提升。
随着晶体智力的提升，老年人的创
造力和智慧在晚年焕发生机。

从社会情感选择理论角度看，
老年人的情感状态并不弱于年轻
人，甚至会有更强烈的幸福感。这
是因为老年人更关注积极信息，偏
好情感体验，更愿意活在当下。老
人能够挖掘出更多的潜力，去爱自
己和他人，去感知世界。

对此，作者认为，人到了老
年，就是到了一张人生地图的最
后一站，每个人都需要一张全新
的人生地图。荣格说：“老年时期
不应该是上半生可怜的附属物，应
该有其独特的意义。”如果想要突
破旧有的生命地图的局限，必须更
加深入思考老年的意义，明确一个
共识：活到老年是有意义的，我们
都需要成功地老龄化，发掘出老年
所独有的、崭新的生命价值。

活到老年，是有意义的

衰老的过程中会有失落和痛
苦，但这并不是全部。衰老还可
以是一个充满积极体验的过程，
这是因为“衰老”的大脑的全部
特征并非只有消极的一面。不幸
的是，人们的固有观念放大了消
极面。人在一生中发展出的智力
在高级阶段包括相对思维、二元
思维和系统性思维，在本质上是
对思维技巧、情商、判断力、生
活经验等的整合，这需要时间去
学习和体验，只有在年龄增长的
过程中才会日趋成熟。因此，“衰

老”的大脑远比我们想象的要灵
活，有适应性，有无限潜力，即
使到了晚年也在永不止步地发展
着，只要愿意，人老了依然可以
成长、学习和爱。

波伏娃认为成功的老龄化并
不是一段“宁静的脱离社会的时
期”，如果说老年之前的每个阶段
的任务是被动定义的，那么到了
老年这个阶段，就应该由每个人
自己给它定下目标，赋予意义。
对于一个老年人来说，比健康更
重要的财富，莫过于将老年生活

安排得日程满满。
更多的心理学家认为，生命

的每个阶段都有独特的目标和心
理任务，老年时期是进入内心、
深入反思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心
理任务即实现自我的完整，获得
人生的圆满。一位作家曾说：“愈
接近晚年，社会的圈子愈来愈
小，书房的天地愈来愈大。”何为
成功的老龄化？不论是在社会上发
挥余热，还是躲进小楼成一统，人
最终的成功，应是智慧、经验、人生
领悟这些珍贵的生命礼物。

■衰老，是一个充满积极体验的过程

人类的生命极限在 120 岁左
右。预期寿命是人在没有疾病和
意外的情况下能活到的平均年
龄，目前这一数值平均在 85 岁左
右。一个 60 岁的老人所期望的成
功地老龄化，不仅仅是活到 90
岁、100岁，而且是尽量无病无忧
地活到人生尽头，换句话说，就
是将疾病压缩到生命最后的短短
一两年或者几个月内，然后迎接
一个快速的衰老和死亡。

随着医学技术的不断发展，
以及公共卫生、公共设施的改
善，这一理想状态越来越可能达

到。虽然人类预期寿命增加，老年人
口随之增加，但是依赖他人照顾和护
理的老年人的比例会降低，老年人更
加“年富力强”。在延长了的预期寿命
期间，在老年人能够自理的健康阶
段，和疾病缠身、需要护理的阶段，
以及两者之间的过渡时期，需要怎
样的社区环境和外界关怀？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老年人
的居住环境有多种选择：自然形成
的退休社区，提供护理的退休社
区，寄宿式疗养院等。提供护理的
退休社区将居住场所与医疗保健
相结合，整合了居住功能和护理功

能，住在那里的人们通常做好了度
过余生的准备，所以入住费用较
高，适合有一定储蓄的老年人。寄
宿式养老院主要为不需要重症监
护但又需要日常生活照管的老年
人提供服务。以上这些居住选择
都需要老年人自掏腰包。

除此之外，还有生活协助机
构为零散或者集中居住的老年人
提供日间护理、送餐上门、法律援
助等社会服务，费用的一部分由保
险机构和政府财政出资。把住房共
享给年轻人或者老年人搭伴居住，
也是老年人居住方式的选择。

■老年人需要怎样的社区环境和外界关怀

对老年人的长期护理，是所
有发达工业国家面临的问题。东
亚国家的孝道文化下，老年人的
护理通常是以家庭为单位的，下一
代承担起了大部分护理责任。当第
一代独生子女的父母已经接近 70
岁，这种传统的护理方式开始无法
持续，要求一个四五十岁在职的成
年人全身心护理一个甚至多个长
辈，显然是不可能的。但如果子女
得到政府资助去护理老人呢？也就
是说，家庭成员是否可以把照顾老
人作为一项工作呢？西方国家已经
就此进行了数十年的论战。

家庭是否应该自己承担照料
老人的费用？政府在对老人的长
期护理中应当扮演什么角色？支
持为亲属护理人员支付费用的人
士认为，这是对家庭观念的保
护，是帮助个人维系家庭，老年
人自然乐意请亲人而不是陌生人
来护理自己。反对者认为，除非
以“市场”价格支付亲属费用，
否则就是在利用亲情压榨护理者
的利益。并且，应该考虑到这项
政策很可能被老人及其亲属利
用，进行经济诈骗。更有甚者，
如何确定家属完成了护理责任？

当护理成为消费行为，是否
适合由家属来实行？疑问归疑问，
还是有众多的老年人欢迎这种护
理方式，他们表示，与亲人之间彼
此熟悉，互相信任，雇用亲属作为
护理人员，让他们更有安全感。

诚然，“护理”是饱含情感的
行为，护理老人是爱的表现，同
时，“护理”也是专业劳动，劳动
者付出的时间和精力理应得到回
报。护理老人，收取费用——既
为爱，也为钱工作，这对许多人
来说，不仅可以接受，还是解决
实际困难的有效手段。

■收费护理，是解决实际困难的有效手段

老龄化是一个高度个人化的
进程，个体主观认识起了很大作
用。举例来说，有的人认为退休
是一种丧失，60 岁之后越来越远
离社会，默默沉入岁月之河；有
人认为退休是一种解脱，在退休
后的六七十岁甚至更老的年龄活
出了最满意的状态，我们称之为
生产性老龄化，即老年人进行产

品生产或服务以及发展这种能力
的行为，无论他们是否从中获得
报酬。这些进行生产性老龄化的
老人把退休当作下一阶段工作的
过渡期，积极地寻找着下一个工
作 目 标 ， 包 括 做 家 务 、 照 顾 孩
子、做志愿者工作、帮助社区和
家人。

老年人拥有其他年龄段的人

极度缺乏的东西——时间，老年
人经历过年轻人不曾经历过的世
界，他们的阅历和智慧善加应用
就可以发挥巨大作用。从全社会
角度来看，如果把老年人看作人
力资源市场的一分子，那么，可
以说老年人是世界上唯一在增长
的自然资源。从老年人个体角度
看，退休后做什么不重要，关键

是发自内心的热爱，不用把退休
视作实现人生价值的戛然而止。
我们为他人付出时间和爱心，反
过来也充实了我们自己。从这个
意义来看，中国的老年人帮助年
轻人养育下一代，不用将之视为
单方面付出甚至不堪的负担，而
应该视为老年人作为社会生产性
角色的延续。随着预期寿命的增
加，老年人有了更多实现自我价
值的机会，人间至味是晚晴，年
老正值圆梦时。

■不用把退休视作实现人生价值的戛然而止

全书分为理论和实践两部
分，切入角度包括：老年人的
学习、健康产业的发展、老年
人作为社会资本、老年人的财
富管理、农村人口的老龄化与
乡村振兴、英国乡村养老项目
对中国的借鉴意义、养老金管
理与资本市场发展、以土地养
老的农村养老模式探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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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从科学与社会的视
角，通过科学、哲学、社会和文
化以及现代化的视角深度解析
老龄化问题，以此为基础，探讨
了老龄化给家庭、经济社会发
展、科技创新带来的积极和消
极影响，并对我国未来老龄化
社会进行了预测和前景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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