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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朋友们，本报新推出“家
有父母”版，本版设有“养生之道”

“老照片”“父母爱情”三个栏目，
长期面向读者征稿。

如果你对养生有独到的见
解，能给中老年人的保健养生提
供科学指导；如果你家中有张泛
黄的老照片，愿意与我们分享它
背后的故事；如果你想感怀过去，
或是分享父母相濡以沫的爱情故
事。欢迎读者朋友们积极参与！

参与方式：

1.投稿邮箱：pdswbqg@126.
com

2. 拨 打 晚 报 热 线 电 话 ：
4940000

征集

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年科学研究会会
长熊必俊指出，抱团养老不同于社区养
老与机构养老那样有相对健全的制度与
配套措施，由于没有法律的约束和亲情
纽带，抗风险的能力显著下降。另外，由
于性格和生活习惯方面的差异，人际关
系的处理也更容易出现偏差。因此，想
要尝试抱团养老的老年人，最好还是在
熟人圈子里进行更为可靠，成功率相对
更高。

对此，黑龙江哈尔滨64岁的马淑琴
颇为赞同。两年前，她与闺蜜郭桂华来
三亚过冬，自此结伴养老，如今，两人仍
享受着这种生活方式。“2015年冬天，我
邀请和我一样独居多年的郭桂华来三
亚过冬，她回了四个字：好啊，走呗！
两个人租了个单间每月不到 1000 块
钱，整天吃喝玩乐都在一起。我们 18
岁在一起工作，相识40年，那些所谓的
矛盾和冲突在我们这儿完全找不到。”
马淑琴自豪地说。

不过，即便是与陌生人结伴，张霞依
旧充满信心，她甚至想“把盘子做大”。
她眼下还在招募结伴者：除了她家能再
住一人，“对面三楼房子是空的，我问过
了，3000元一个月，能住4个人”。尽管
同住的孙女士认为，对于大多数老人，
结伴养老终归是“不得已的选择”，但张

霞还是很乐观：“说不定就被我们走通
了呢？我们以点带面，可以让更多人看
到我们的模式。”

（王宇）

熟人关系是最好的基础

抱团养老：当乌托邦遇上现实

自发抱团结伴，同吃同
住，一起聊天散步旅游，经济
上实行 AA 制，生病了互相照
料……这样的养老方式，按照
美国社会学教授艾里克·克里
南伯格在著作《单身社会》里
的讲法，正体现了很多老年人
渴求的自主性。上海市的一
项最新调查数据显示，对结伴
养老表现出意愿的受访老人
近七成。然而，这种乌托邦式
的养老生活，真正要走进现
实，却不免与理想有所差距。
抱团养老要不要继续，又该如
何继续？这是一个问题。

因为通过当地媒体征集伙伴抱团养
老，浙江杭州余杭区69岁的张霞（化名）
最近火了。而对于已独身多年的她来
说，这样的热闹似乎又有点超出预期，以
至于她刻意想保持低调，并要求媒体隐
匿其个人信息。

张霞原是上海人，年轻时辗转各地
工作，后定居杭州。她已没有老伴儿，也
无子女。这几年，她一个人住在一套131
平方米的房子里，每天的生活无非就是
遛狗、玩微信、晒太阳……周而复始。

今年2月21日，因骨质疏松后遗症，
张霞腿部抽筋发作。凌晨痛醒后，张霞
感到很绝望：“那一刻我想，会不会我死
在家里几天都没人知道？”而另一个想法
也在她心里萌生：如果有志同道合的老
人住在一起，或许会多一份安全感。到
了白天，她鼓起勇气打通了媒体热线，希

望帮忙征集几个室友合住，一起养老。
对于抱团养老的对象，张霞觉得自

己要求并不高：性别不限，年龄相仿，性
格宽容随和，文化程度不能太低。让她
始料未及的是，媒体发出报道后，短短几
天内就有300多人拨打热线应征，表示
愿意尝试。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张霞一
直忙于回访、约报名者见面、完善自己草
拟的《居家结伴养老协议》……她感觉已
经很久没这么充实了。不过，在这过程
中，张霞也发现，有不少人其实是“冲动”
应征。“有的开始说一定要来，后面就没
了声音。”她说，甚至还有一些人留的电话
压根就联系不上。在300多名报名者中，
张霞初步筛选出的只有七八个。最终，经
过进一步面谈和沟通，她选择了66岁的
赵女士和71岁的孙女士。3月23日中午，
她们3人吃了合住后的第一顿午餐。

一个电话引来300多人报名

实际上，对于抱团养老的设想，并不
只是张霞有。上海市老龄科学研究中心
等机构最近发布的“上海市老年人养老
意愿调查”显示，66.8%的受访老年人表
示愿意选择和亲朋好友一起结伴养老，
且身体状况越好的老人意愿越强烈。在
河北邯郸，77岁的王克南也是想把抱团
养老付诸实践的人之一。

王克南有 3 个子女，但都不在身
边。去年11月，独居已久的她联系了媒
体，希望能找人结伴一起生活、养老。曾
有来自全国各地的约100位老人报名对
此响应。那段时间，基本上每天都有人
给王克南打电话，那是她觉得最释怀的
一段时间，“原来还有那么多老人和我一
样渴望温暖，希望有人陪伴”。

然而，王克南也有自己的不解和焦
虑。“报名的人一开始都想要来，但很多
人倾诉完后就销声匿迹了。”最终，真正
与王克南达成结伴养老意向的只有来自

四川资阳的杨述文。83岁的杨述文丧偶
多年，看到王克南想找人结伴养老的心
愿后，他第一时间与王克南取得联系，双
方加了微信，互相了解。两个月后，杨述
文做了决定。2017年正月初三，他带着
行囊，前往邯郸与王克南相见。

与微信聊天以及初次见面的开心不
同的是，杨述文与王克南抱团养老的现
实生活并未像他们当初设想的那样顺
利。最大的障碍来自沟通不畅，王克南
听力不太好，平时虽然戴着助听器，但杨
述文跟她说话时，她常常毫无反应。王
克南则认为双方的隔膜主要原因在于杨
述文的四川口音。两人在志趣爱好方面
也存在分歧，杨述文喜欢每天早晨去公
园锻炼锻炼，王克南却不太愿意出门。
王克南通常会在下午去找邻居打麻将，
杨述文只好在家里看电视，玩手机。一
个星期后，杨述文默默地买了回四川老
家的火车票，两个人就此告别。

一段抱团养老生活仅维系一周

不管怎样，从王克南到张霞，当陆续
有老人站出来，大声说出抱团养老的声
音，并动辄得到数百人的响应时，抱团养
老对于众多老年人的“诱惑”还是可窥一斑
的。面对较高的意愿率与极低的成功率，在
有过报团养老失败经历的杨述文看来，很
多老年人在前期所表现出来的“亢奋”，不
过是出于“感同身受”的冲动而已。

“第一次看到王克南的报道，我就想
到了自己：独守空房，身边无子女相依，
想有人陪伴……所以，我当即就想给她

打电话，甚至马上想见到她。后来我们
加了微信，互相倾诉自己的心事，互相安
慰，有种惺惺相惜、相见恨晚的好感，那
种感觉很温暖。”杨述文说，在报名应征
时，很多人像他一样，并不会对与陌生人
结伴养老面临的困难有太多考虑。

事实上，从王克南和张霞两人的应
征结果来看，不管是1/100还是2/300的

“配对率”，都表明流传已久的抱团养老依
旧只是一条少有人走的路。“内心想要开
始新生活，但最后还是无法摆脱现状。”

很多人有“感同身受”的冲动

而在张霞看来，抱团养老毕竟是一
个双向选择的过程，作为发起者，即便
在公开征集搭档时会设定一些“粗线
条”的条件，但在实际筛选过程中，原来
的预期还是会被各种因素左右。张霞
在回访报名者时，曾有人跟她强调“有
两套房子”，“我说你有几套房子和我没
有关系，我不在乎你的物质条件。”张霞
说，“与时代太脱节的也不行，比如我发
短信、加微信、打电话都没有回音，那我
会认为他（她）这些都不会，以后交流会
有困难”。

此外，在报名者中，有的老人是由子
女代为报名，究竟是不是老人自己的真
实意愿不得而知。还有人谎报年龄，张
霞去见面时，有位老人一看就是 80 多
岁，但对方反复强调“年龄不是问题”。
还有一位在AA制问题上存有异议，并一
度情绪激动。“我知道对方是好意，但我
们是结伴养老，大家都遵守规则才能长

久。”张霞如此表示。
从实际来看，即便张霞和赵女士、孙

女士最终住到了一起，她们都愿意遵守
的《居家结伴养老协议》甚至细化到了

“及时清理不慎洒落地上的水痕”，也并
不意味着现实中就不会产生分歧。譬
如，她们同住了几天后，矛盾就伴随而
来。因为对一次出游行程的安排有疑
虑，赵女士在言辞上欠妥，就令张霞大
为不悦。而赵女士和孙女士对张霞所
养小狗的洗澡问题也相当排斥，“它在
这儿洗，我们也在这儿洗，心理上不舒
服”。于是，3人在餐桌上召开了第一次

“家庭会议”，从而使一些分歧都得以化
解。而且，3人也都承认，矛盾并非毫无
益处。孙女士认为，至少问题拿到台面
上说，可以成为彼此的镜子。“事实上，
谁不知道和另外的人一起住会有摩
擦？但也不能因为担心就不去尝试。”
张霞说。

矛盾也能成为彼此的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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