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 年 轻 人 来 说 ，短 暂“ 躺

平”是为了更好地出发。“养老

青年”的火爆反映出当代年轻

人在面对“压力山大”时的心理

需求。年轻人选择“超前养老”

并不意味着他们会躺平，他们

将从短暂的喘息中获得修整、

学习，获得重新出发的力量。

但值得注意的是，出走的娜拉

终究是要回来的，暂时步入养

老院的青年们最终将回归喧嚣

的城市生活。人生困惑并不会

因为短暂的停歇而完全消解。

加之眼下，追随流量而来的各

类“青年养老院”如雨后春笋般

出现，作为新生事物，它们并不

全然是人们带着滤镜想象中的

模样，所谓的“疗愈”作用也许

收效甚微。因而，年轻人真正

的修行还在养老院之外，如何

在快节奏的生活中寻找到心灵

平衡，达成自我实现的目标，是

值得探索的一门重要课程。

对银发经济来说，拥抱“年

轻”是创新发展的密钥。年轻

人热衷“超前养老”的现象启示

着银发经济值得倾力开发，而

“拥抱朝阳”就是创新思路之

一。不难发现，银发族的生活

方式正成时下流行于年轻人中

的一股潮流。老年人喜欢光顾

的中医推拿馆出现许多年轻人

的身影、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购

买保健食品、老人机受到年轻

人的喜欢⋯⋯凡此种种，无不

是涉老服务被学习借鉴的体

现。未来，养老行业应当在加

强代际交融方面好好下一番功

夫，积极融合传统养老理念与

现代青年生活态度，加快丰富

涉老产品业态、提升养老服务

水平。这一做法将一改人们刻

板印象中的老年生活，向全社

会展现一种积极、健康、活力的

老年生活态度和价值观。

对社会公众来说，给予“空

间”是最大的支持。眼下，“青

年养老院”等现象仍属于新生

事物，不能过早对此进行标签

化。对于年轻人“超前养老”的

选择，社会公众可以给予更多

的包容，要相信青年有能力为

自己的选择负责，给他们探索

不同类型“社会时钟”的时间和

空间。

眼 前 的 热 闹 喧 嚣 终 会 过

去，年轻人需要在“青年养老

院”重获再次出发的力量，而

“青年养老院”的经营者也需要

在理想主义和商业运营之间找

到平衡点和持续之道，让我们

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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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青年养老院”里的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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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陶悦清 乐美真

前不久，杭州市第二社会福利院的“养老一日”体验火
了：邀请年轻人花一天时间入院，喝茶、画画、聊天，提前数十
年与入住老人一起感受“退休生活”。招募一出，名额秒空。

早在几年前，年轻人“蹭老”的反向消费风潮也已流行开
来：到社区老年食堂吃饭，去老年大学上课，参加老年旅游
团。

这届年轻人为何热衷“超前养老”？他们究竟我们应不
应该支持“养老青年”？

年轻人“超前养老”，擦出什么火花？年轻人“超前养老”，擦出什么火花？
年轻人热衷于“超前养老”
他们想要的到底是什么？

逃离高压的“慢生活”。以

云南西双版纳的某“青年养老

院”为例，每天的日程表大抵如

此：早上起床先去吧台喝杯咖

啡，在小院打套八段锦后，上山

“ 禅 坐 ”，下 午 去 捕 鱼 或 种 地

⋯⋯借用养老院原有的集体意

象，“青年养老院”提供轻松氛

围感的生活，这里没有 KPI，无

需背指标，只有蓝天、阳光、大

自然，是一处世外桃花源。

反向体验的“内啡肽”。不

单是入住养老院，逛寺庙、食疗

养生、针灸按摩、太极拳八段锦

⋯⋯那些曾被看做是老年人兴

趣爱好的生活方式，如今也正

在成为年轻人的新宠儿。来自

B 站的数据显示，八段锦、金刚

功等相关的投稿视频同比增长

90%，播放同比增长 93%。更有

不少年轻人自嘲是“皮囊年轻

人、精神老年人”，借以表达对

老年生活的喜爱。而看似年龄

错位的“超前养老”体验背后，

实则反映出他们对文化娱乐的

多元需求，以及对灿烂多姿的

精神世界的期待。

未老先谋的“先手棋”。当

代年轻人处于“老龄化”和“少

子化”并存的社会阶段，在深入

体验和理解老年生活后，提前

为银龄生活做准备，“超前养

老”的做法反映出他们未雨绸

缪的积极筹划。来自《积极老

去—年轻人养老小数据》的调

查数据显示，为了备老，目前

54.6%的年轻人正在理财攒钱，

39.5%的年轻人已有购买保险

的规划。

年轻人“超前养老”
带来了什么？

弥合“代际撕裂”。正如余华

所言：“每个时代的人都有他们自

己的问题和困惑。”在急剧变革的

社会背景下，年轻一代面临全新的

社会环境，而从父辈那里学到的传

统经验可能不足以解决他们的问

题，导致代际之间形成显著的知识

和经验差异，所谓的“代际撕裂”由

此产生。特别是伴随网络的发展，

作为数字原住民的年轻人与年长

一代的对话可能存在不平等和误

解，加剧代际鸿沟的扩大。相反，

若年轻群体沉浸式进入“当我老

了”的共情体验，方能真正理解老

年人的不便。当全社会越来越多

的年轻人参与其间，青老代际间的

共同爱好会形成群体效应，从而推

动全社会老年友好氛围的营造。

从容“向老而生”。作家林清

玄曾说：“诚似人生五种，年少青

涩，青春芳醇，中年沉重，壮年回

香，老年无味。”年轻人“超前养老”

的火爆出圈，一方面有助于提醒大

众，在未老阶段进行物质和财富储

备、健康管理，从而更好地实现老

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另一

方面，也有助于相关部门未雨绸

缪，先行一步做好财富储备、人力

资源、物质服务、科技支撑、社会环

境等方面的准备工作，积极应对人

口老龄化。

这些“超前养老”的年轻人会否彻底“躺平”？
我们能从中获得什么启发？

杭州第二社会福利院内年轻人和老

人下棋。 乐美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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