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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晒截图，也有不少网友对
爸妈朋友圈中的谣言表示无奈。
对此，网友“白茶”表示，“我爹现在
应该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上知道
惊人内幕最多的人了吧。我跟他
沟通过不止一回，苦口婆心劝他，
他就是听不进去。‘你朋友圈里的
文章我都看过了，很多都是夸张失
实的东西，你不要信他们。你知不
知道有一种生意叫：中老年流量，

他们就是骗你转发呢。醒醒吧爹，
不要被那些文章误导！’最后以为
有效果了，再也看不到他转那些文
章了，因为他把我屏蔽了……”

也有网友表示，“看来这是一
场长期战争，老人是这个时代里的
孩子，也是最容易被误导的人群。
只想对那些在朋友圈里，用猎奇、
虚假、夸张、旧视频骗我爹妈的文
章说一句：离远点！”

一位在美国的爷爷为了给远
在韩国的孙儿们讲故事，在图片社
交网络上以绘画的形式展示自己
的所思所想。目前，这个名为“为
孙儿画画”的账户已经吸引了4万
多名粉丝，爷爷也赶上潮流成了

“网红”。他的故事更激励了许多
网友与年老的父母对话。

这位75岁的韩国爷爷目前在
纽约，网名叫常捷。去年在图片社

交网站开了个人账户“为孙儿画
画”后，时不时将自己的绘画贴上
去给两个远在韩国的孙儿看，没想
到短短时间内居然吸引了4万多名
粉丝。

实际上，常捷爷爷成为“网红”
纯属偶然。1981年，常捷带着妻子
和两个孩子从韩国首尔移民巴西
圣保罗。后来，45岁的儿子李季到
社交网站脸书当创意总监，就带着

父母到纽约定居。而女儿和女婿
则带着两个孩子回到韩国，这让常
捷爷爷和两个孙儿远隔在大洋两
岸。

“我的父亲已经退休了，生活
上一直以孙儿们为中心，每天接送
他们上学占据了他大部分时间。”
李先生说。“他们离开后，他无所事
事，我的母亲和我非常担心他过快
衰老或者得抑郁症。”

经过长达 数 月 的 说 服 和 动
员，性格内向、厌恶新事物的老爷
爷终于同意为孙儿们画画，就像
他年轻时为儿女画画一样，而且
同意把画放到网上跟大洋彼岸的
孙儿分享。

常捷爷爷作画的题材包括恐
龙、熊猫、超级英雄和自然；还有不
少是韩国日常生活和文化的内容，
比如海女。这些故事的文字被翻

译成英语、韩语和葡萄牙语三个版
本。

每幅画都教一点东西，分享一
段回忆，或者传达一些个人信息。

“孩子们，你们开始学习跆拳道了
吗？”其中一个推送写道。“你的奶
奶是个超人，她可以在前面背一个
婴儿，后面再背一个。孩子们，请
不要忘记。”另一个推送写道。

（广日）

给远隔重洋的孙儿们讲故事——

韩国爷爷网络发图成“网红”

爸妈朋友圈截图，总有一款是你家的
微博网友“纳兰性

急”发布的“爸妈朋友
圈截图大赏”，短短三
四天，评论就达到8万
多条。两代人新媒体
沟通发生的搞笑对话
笑喷网友。

有网友“抱怨”，“我妈发的朋
友圈，那绝对是教科书级的，从吃
饭到做人，条条正能量”。可是，
嬉笑怒骂的网络环境下，许多人
对“鸡汤文”存在抗拒心理。“我只
想说，老妈发的心灵鸡汤，我分分
钟想屏蔽。”“我妈还要私聊转发
给我什么《这些食物吃不得》《不

运动的女孩没有明天》，每次我都
会热情洋溢地表示真有道理，说
得好对，然后点击举报。”

而有些父母给孩子推送的
“科普文章”，标题还颇惊悚。比
如，“某某都别吃了，太可怕了速
看。”“震惊中国，刚刚曝光，赶紧
看吧”“10岁孩子19句话，第1句惊

了”“感动6亿人的视频，看哭了”
“90%的人不知道的惊天大秘密”
“吃饭千万别发朋友圈，太吓人
了 ！”“ 下 午 刚 出 的 消 息 ，速
看”……这就催生了“斗智斗勇辟
谣系列”——“一般我爸前脚发，
我后脚就举报，我爸非常纳闷他
为什么总是一转没。”

爸妈的朋友圈

当然也有超级有才，拥有个
人爱好的爸妈，朋友圈不是写诗，
就是K歌、打游戏，画风也挺有爱。

“我就问一句，你们的爸爸也
爱写诗吗？”老爸的朋友圈都是自
创诗句，“雾锁津城一片白，只好
宅家不出来”“初冬风起气温寒，
树叶红黄落平川”“八月十五星伴
月，天宫二号升太空；国力发达聚

群里，民风扭转焕新风。——恭
祝天宫二号发射成功”

还有爱编笑话的老爸“老
宋”——“老王晚上要请老宋吃
饭，天冷路滑，老宋本不想去，老
王说有海鲜……”“老宋因给白天
鹅投食被抓了，一问才知道这货
拿二锅头拌玉米去喂天鹅……”

还有“爸妈心中有游戏”系

列，“知道我最近为啥失联了吗！
因为这游戏有毒啊”诸如此类。

爱唱歌的爸妈也不少。“自从
知道了全民K歌，爸妈的朋友圈就
夜夜笙歌。”老妈的签名啥时候变
成了——“歌声，充填我许多的寂
寞”，点开朋友圈，全是《谁是我的
郎》《向天再借五百年》《莫斯科郊
外的晚上》……

玩转朋友圈的父母们个性十
足，朋友圈也“套路”十足，笑点不
少。

有匪夷所思型，导致孩子“怀
疑自己不是亲生的”系列中，爸妈
转的帖子有点吓人，比如“不孝子的
下场”“许多父母在不知不觉中培养
着白眼狼”；还有一位妈妈个性签名
为“所有人都想拯救世界，却没人帮
妈妈洗碗”。有网友纳闷表示，“我
就想知道我妈发的这朋友圈是啥

意思”，原来老妈发的帖子是，“父
母去世却无法继承房产？房子不
一定属于独生子女”“那么好看的
孩子，为什么就长歪了？”

还有“惜字如金”型，比如“我
妈，一个不愿意跟我多说一个字
的女人。问她，你在哪？她回答，
家。问一个人吗？她答，是。”

还有“迷糊型”。比如老妈发
来一张照片，说“这是你小时候，
可爱……”可是，“妈妈，这是涛涛

啊”。还有让女儿报告行踪的老
爸，在女儿贴出和室友看电影照
片后，回“咋又戴眼镜了？”女儿

“吐血”回答，“爸爸，左边是我”，
忘记了女儿长啥样……

还有脑回路不同，无法正常
交流系列。问，“你不是要约会
吗？”“早回来了。”“不合适？”发个
黑人表情，老妈来句，“这个不行，
太黑了。”对流行表情包表示不理
解的爸妈还不止一个。

B 孩子是亲生的吗？

C 爱K歌、会写诗
关于爸妈和孩子的朋友圈沟

通，让网友笑喷之余，也有人感叹，
“全球爸妈都一个样儿”。南京师
范大学朱强教授告诉记者，从心理
学角度阐释的话，其实父母和孩
子，随着年龄、知识结构，以及交流
圈的不同，两代人关注的内容与表
达方式，必然存在差异。父母年纪
大了，通过朋友圈找到一些乐子，
寻找精神寄托，试着与孩子沟通，
借助新媒体关心孩子，也是一种进
步。但两代人对新媒体掌握程度

的不同，不可避免会产生网络时代
的“代沟”，也会制造出一些小笑
料，成为网络段子，这也是网络对
现实生活的颠覆与重构。

“有些段子笑笑也无妨，从现
实到网络，两代人之间还是需要更
多的沟通和理解。这都是老生常
谈了，父母不是提款机，要尊重父
母对孩子的付出；孩子也不再简单
是转帖接收者，而是更多有自己的
自主思想和实践需求。”

（张楠）

孩子心声>>

还有一种父母朋友圈的“屏
蔽”源自“被要钱要怕了”，属于“要
钱请直说”系列。有网友发现，除
了打钱，就被爸爸删除好友，对
话如下，“妈妈，我想你了……”

“别想我，还没到月底”……这样
的居然还不在少数，有网友就表
示，“这个就是我和儿子的真实
写照，他现在只要在微信和我说

话，我就认为又有要求，不是要
钱就是买衣服，我学了一招，删
除好友。”

但对此，孩子们也会有委屈，
“真的，其实我只是想说，想吃家附
近的饺子了，老爸直接说，明天给
你转钱，但我只想聊聊天。”“我把
文章分享给老妈，她问你想说啥？
没钱了？”

爸妈，我只是想跟你们聊聊天

中老年流量，放过咱爸妈

新媒体代沟也需要更多理解

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