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闺女，你别玩了。

手机有辐射，还毁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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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爸这网瘾可不好戒，因为他上
网还上出了成就感。”眼见着父亲经常
抱怨头疼脖子酸，孙达总希望老爸能够
少用手机，劝过几次却没有效果，默默
观察的孙达发现，网络对于父亲而言，
不仅仅是娱乐工具这么简单。

“我爸上网技术不错，不管是新闻
还是段子，他都比朋友早点知道。所以
他发到群里，就有人夸他水平高。”表扬
得多了，孙达的父亲孙老先生就使用更
多的时间搜集各类网上信息，自然花去
不少时间。

如果光是网络聊天，还谈不上网
瘾，可孙老先生每天还要玩手机游戏，
按照孙达的观察，父亲每天与手机为伴
的时间，不低于十个小时：“手机游戏都
有等级，我爸就每天要跟别人对战、评
分，玩得不亦乐乎，现在级别还真高。
你让他别玩了也不行，他还惦记着那级
别呢。”

平时茶余饭后，孙老先生也会主动
向孙达提起自己的网络生活，“谁谁谁
不懂，我给他讲解了”，“今天游戏又赢
了几盘惊险的”，言语中透着自豪。

“老人有这爱好，至少锻炼脑子，你
非拦着似乎也不好。”遇到自己搞不懂
的，父亲总来找孙达解答，看着七十多
岁的老人还能不断学习，孙达也体会到
网络的有益一面，这让他颇为纠结，“我
身边几个朋友都有类似的情况，拦也不
是，不拦也不是。”

而在孙老先生眼中，儿子的顾虑让
他觉得欣慰，但没有必要。

“我这么大岁数的人了，能控制自
己，真要不舒服了，我就不玩了，去干点
儿别的。”孙老先生表示，每天花在手机
上的时间虽然长，但自己为了健康，会
有意减少看电视等活动的时间，腾出一
点工夫做做运动：“我现在运动量也大
不了，活动一下就行了。”

在孙老先生的观点里，使用手机、
电脑，与书法、画画等爱好，也没有什么
区别：“孩子们不理解，我们年轻时，没
有那么多信息让你了解。现在有了手
机，想看什么都有，这不是好事儿吗？”

（部分受访者为化名）
（吴楠 魏婧）

银发低头族的网瘾戒不戒？

整天抱着手机不
放，时刻离不开Wi-Fi，
离开网络就坐立难安。

如今，这已不是年
轻人的专利。北京晚报
记者发现，随着网络技
术和智能手机的普及，
越来越多的老年人过上
了网络生活，甚至患上
网瘾，当起低头族。

不过这瘾要不要
戒，却遭遇意见纠结。
不戒，长此以往伤害身
体；戒，老人又不愿回到
“原始生活”。

几年前，北京市民晓青的母亲退休
了，突然闲下来没有事情做，老人每天
懒洋洋的。晓青把自己和老公的开心
网账号移交给了她，里面有不少人在玩
偷菜游戏，晓青让母亲每天登录一次，
帮忙收收菜收收花。

本意是给母亲找点“营生”，谁知老
人很快兴趣大增。两个账号不过瘾，她
还无师自通地给自己和老伴都注册了
账号。一天几次四个账号轮番登录，甚
至还用小本记下来各个账号都种了哪
些菜，养了哪些动物，以及它们成熟的
时间，生怕被别人偷去。看着老伴沉迷
偷菜游戏，晓青的父亲向孩子抱怨，可
不能让老太太这么玩。“有一回你妈半
夜起来上厕所，还开电脑收了一圈儿菜
呢！”

为了转移母亲的兴趣，晓青先斩后
奏地买了智能手机，手把手教会她使用
微信。匹配通信录后，母亲陆续加了不
少小学同学、中学同学，还有以前的老
邻居、老同事。虽说以往彼此也都有联
系方式，但一个个约太麻烦，除非婚丧
嫁娶，大家很难凑在一起。而通过微信
群，谁提议组织个什么活动，立刻就能
得到响应。

自从玩上微信，母亲渐渐变得活跃
起来，登山、徒步、烧烤，参加了好几次
集体活动，还约着朋友一起去了台湾、
云南旅游，自然而然对偷菜也失去了兴
趣。看着母亲愿意走出家门，晓青也暗
自欣喜。

然而好景不长，近一年来，随着加
的好友和群越来越多，母亲又渐有沉迷
微信的趋势。和老伙伴交流孙辈养育
心得、发送养生知识，每次出去玩后互
相传照片，大家还要乐此不疲地制作电
子相册……尤其朋友圈，晓青的母亲看
得尤为认真，每条都要评论点赞。

前几个月，晓青的母亲曾来北京小
住一段时间，帮忙照顾怀孕的晓青。可
常常一家人吃完了饭，整理好了厨房，
母亲却一个人静悄悄留在餐厅。晓青
探头一看，老人直接坐在餐桌边玩上了
手机，戴着老花镜十分投入，有时甚至
能一直玩到该准备下一顿饭的时间。
母亲自己沉迷手机，却对晓青要求颇
严。只要发现她一拿手机，就会在旁边
念叨“有辐射”“眼睛要不要了”……老
公偷偷吐槽，“咱妈还总说你呢，我看她
才是低头族”。

“我不爱弄微信，心累。”
71 岁的陈建生，是退休同事
中的“老大哥”，几年前，受朋
友推荐，他也学起了上网。

仗 着 自 己 爱 钻 研 的 劲
头，没有半年的工夫，陈建
生就成了“电脑通”，不光是
上网游戏、聊天，他还学会
了使用 Office 等办公软件，
平时老年朋友们需要网上
找些资料，陈建生也是主动
代劳。

两年前，换了智能手机
的陈建生，开始琢磨起微信
等社交软件，自己注册后，他
还到处做“义务宣传员”，同
事群、亲戚群，外加集邮等
同好群，陈建生的手机可谓

“一天从早叫到晚”，光阅读
各种信息，就要花掉他两三
个小时。

“最开始每条都看，能回
就回，后来觉得这样有点问
题。”加入的群越来越多，陈
建生每天花在微信上的时间
也逐渐增长，与此同时，他发
现自己的“微信圈”慢慢变了
味道。

也许是老年人对待网络
的态度过于认真，也许是网
络交流容易词不达意，陈建
生发现，微信群里每隔几天
都会有朋友发一些“怪话”，
乃至于会发生争吵。

“都没正经事，无非就是
谁给谁的朋友圈评论的不
对，要不就是对问题看法不
一。”吵得多了，还有朋友私
下打电话诉苦，让陈建生不
堪其扰，“没手机的时候，也
没这些事。本来为大家一乐
的，群里吵起来，最后倒成了
我这个发起人的不是。”

“儿子跟我讲过，对待网
络不能太当真。可有的老人
不这么想，你发个笑话，他就
能想半天。你朋友圈转篇文

章，他又能琢磨半天，怎么评
论合适，该不该点赞。”2016
年初，陈建生的微信群又一
次吵了起来，起因只是一位
群友转发的信息，没人给予
回复，群友觉得受了冷落，却
又有人评论说不要太敏感：

“有的人朋友圈发篇文章，就
等在手机边上看有谁点赞，
谁点得快，别说年轻人了，这
我都不理解。”

一来二去，陈建生决定
远离“朋友圈”，过回自己的
清净日子：“我跟他们说了，
找我还是打电话，微信我是
不看了。”

即便如此，陈建生还是
没 有 能 够 脱 离 网 络 的“ 魔
爪”。不聊微信，他又开始在
网上阅览各种小说和新闻，
每天从早上开始，可谓 iPad
不离手。

“最开始我把四大名著
看了一遍，后来我儿子给我
下了网络小说，你别说，还挺
好看的。”看过《盗墓笔记》
《鬼吹灯》，也看过《琅琊榜》，
陈建生最爱看的还是有关历
史的小说：“原来我觉得这些
年轻人就是瞎编，但看过才
发现，确实有不少有才的。”

这个小说看了大半年，
陈 建 生 的 脖 子 终 于“ 报 了
警”。

“8 月底有一天，我早上
起来一抬头，这个晕啊。上
医院一查，大夫说我这是颈
椎病犯了。”陈建生坦言，虽
然明知颈椎病与天天用手
机、iPad有关，但习惯养成并
不好改，毕竟网络信息丰富
多彩，“跟抽烟似的，突然戒
了还有点难受。我儿子也跟
我说好几次了，要注意时间，
可我这老人平时没事啊，有
时候一看两三个小时，才发
现时间过得还挺快。”

沉迷微信

母亲狂刷朋友圈
iPad不离手

看小说看出颈椎病

找成就感

搜集信息与人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