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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直播间爆火，仿佛是一把达摩克
利斯之剑，美好与阴暗并存。茫茫网络大
海，像杨维云老师在直播间开设课堂、田永
晖爷爷在直播间拉小提琴这样的案例并不
在少数，有人退休后开着房车环游中国，期
间通过短视频和直播分享旅途中的风景和
趣事；有人直播钢琴演奏，发布的短视频曲
目动辄上万点赞量；有人坚持跳舞50年，70
多岁仍然可以轻松秀“一字马”……

“即使自己做不到，看到70岁的老人家
这么努力地生活，也能体会到一种向上的热
情。”很多年轻人认为，老人让自己活出好的
状态，老有所乐，这其实是每一个人未来的
可能性。

“以前真的难以想象，奶奶们的直播间
会这么有趣。”30岁的小李就是老年人直播
间常客，与一些年轻人直播时夸张的状态不
同，奶奶们经过岁月沉淀，直播也显得更优
雅、更有生活智慧。

华东政法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孙祥飞
认为，之所以那些积极向上的中老年网红很
受年轻人喜欢，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情感
连接，是这些快乐而精彩的老年人让他们看
到了带他们长大的父母、爷爷奶奶、外公外
婆的影子，触发了内心与长辈的情感连接。

比如，70岁的“北海爷爷”每天用温水洗
脸，刮胡子，擦护肤品，选一件得体的西装，
用刷子擦亮皮鞋，持一根手杖，展现老式人
的精致。孙祥飞表示，在当下的快节奏生活
里，这样充满仪式感的生活方式，让年轻人
产生了向往。

“直播打破了人们对老人的刻板看法，
他们用自己擅长的形式展现了老年生活精
彩、独特、有趣的一面。”孙祥飞表示，各种生
活压力会带来人们对年龄的焦虑，大龄催
婚、年龄危机等又放大了这种焦虑，年龄的
增长似乎意味着和美好事物的告别，而老年
网红的出现让他们看到了不同年龄的精彩，
看到了未来他们和年龄对抗的勇气，这也是
中老年网红能够吸引年轻人的另一原因。

对于一些机构、团队利用老年人打造人
设进行直播“卖惨”，孙祥飞直言，互联网的
高速发展带来了新的问题，如何更好地保护
老年人权益，平台应该出台相应的措施，监
管机构也应该出台相应的政策。毕竟，老人
的晚年生活如何度过是他们个人的权利，任
何人都没有权利强迫或干涉他们的“直播
间”。 （新闻晨报）

老年人直播间爆火的背后

当网络直播间出现的不是年轻的帅
哥美女，而是白发苍苍的老人时，你会选
择停留观看吗？这些训练不是那么有
素，戴着老花镜，甚至手足无措的“老年
主播”，正在成为互联网上的一股新生力
量。

“真实得不能再真实”“各种不会的
样子实在太可爱了”“佛系的美好”……
在互联网直播界竞争日益白热化的今
天，“老人主播”仿佛一股新流，以一种最
接近真实的状态，引发了网友热议，大家
普遍表示更喜欢看到真实与真诚。

毫无疑问，互联网让每一种生态都
得到了淋漓尽致地展现。一批老年人趁
势而为，当起了网络主播，引发了不小的
流量。但值得注意的是，任何事物都有
其双面性，有人则把老年人当作“流量密
码”，包装一些以农村为背景、身世可怜
的老年人主播，目的就是为了激发网民
的同情心。

最近，“被活力28直播间的网友感动
到了”的词条冲上话题热榜。3个“小老头”
戴着老花镜，在老旧工厂里吃力地学习如
何直播。网友们不仅不嫌弃，反而替他们
急得不行，“快点换个年轻人来做主播”，面
对网友的喊话，主播却说道，“年轻人都不
进厂了，我就是厂里最年轻的。”

这是一个专门直播老牌洗衣粉的直播
间，因为3个“小老头”的出现意外走红，粉
丝已经突破400万。3个“小老头”一边直
播一边学习，一些年轻的网友表示愿意和

“老头”主播聊天，会每天准时观看直播，甚
至有人提出“想来工厂工作”。

当人们都在谈论互联网时代抛弃老年
人时，有这样一群拥抱新技术的老年人，已
经成为“新宠”。事实上，只要敢尝试，任何
一种姿态的努力都会被看见，甚至会受到
年轻人的追捧。

无独有偶，73岁的杨维云老师在直播
间开设拼音、识字课堂，涌进直播间的却都
是成年人，在她数十万粉丝中，有的是全职
妈妈，有的是送孙辈上学的爷爷奶奶，有的
是农民，有的在工地打工……

如今杨维云老师的直播内容从拼音拓
宽到孩子的教育问题，还有很多成年人由
于各种原因也在学，这里不仅仅是学习拼
音的直播间，还是粉丝们分享喜怒哀乐、互
相鼓励和成长的地方。杨老师不带货，不
收学费，看到粉丝们喜欢他的课，杨老师很
满足，“一辈子也就这么过去了，能做自己
想做的事，还能帮到别人，挺值的。”

还有退休后自学小提琴的田永晖爷
爷，在他的直播间里，人们看着这个白发苍
苍的老人从零起步，无师自通，肩扛小提
琴，在焦作的夜色里投入又欢快地演奏
着。他吸引的粉丝越来越多，但从一开始，
进来看的人图的就不是音乐，更想看一个
老人怎么把自己不熟悉的事情一步一步做
成。

“活着就好，活着就要开心，要追求自
己想做的事情。”这是田永晖在直播时重复
最多的话。这听着是“鸡汤”，他自己也是
这么走过来的。田永晖拉着琴，告诉年轻
人，该好好活的时候，就得活好每一天。

这些老年人在互联网走红，是他们对
生活的热爱征服了占据互联网强势地位的
年轻人。因为每个人都无法逃避衰老，但
他们教会大家选择永远热爱生活的态度。

“80后”从事MCN机构工作的李小姐表
示：“看着那些老年人，一开始我也被打动，还
刷过礼物，可刷着刷着又刷到五六个相似的
老年人，连直播背景都一模一样。看多了就
会发觉老年主播也是有套路的，甚至感觉很
多老年人直播间背后还有团队的。”

李小姐直言，在众多老年人直播间中，还
有一部分老年人，他们以“哭穷”“卖惨”的形
象出现在大众视野中，“哭穷”本身不令人讨
厌，令人讨厌的是背后的目的，通过卖惨，提
高别人对自己的容忍度。

更让人气愤的是，这些直播间却不见得
是老人自己的真实想法。“他们看似自由，实
则另有乾坤。”李小姐说，她曾刷到过视频有
一位76岁的老奶奶在深夜直播，天天熬夜不
说，而且一开播就是十几个小时，这样的强
度，别说一位高龄老人了，年轻人也吃不消。
出于担心，大家的话题也从“注意身体，早点
睡”，逐渐转向“是不是被迫”等话题……最终
大家才发现奶奶的账号并不是本人运营。

在机构团队的裹挟下，老人有时只是坐
在昏暗的角落里愣愣地盯着镜头。他们大多
有相似的背景故事，不是儿子重伤重残，就是
儿媳跑了或改嫁、留下年幼的孩子相依为命
……直播的场景永远都是年久失修的老房
子、潮湿斑驳的土墙，所有的景象都凸显出家
境悲惨、生活贫困以及疾病缠身，但不愿接受
别人施舍，想通过直播卖货自力更生。旁边
放块纸皮写着：“不会讲解，请大家自助下
单。”后来很多网友才发现，这就是循环播放
的录像，除了说谢谢，没有任何互动。

除了团队在帮老年人做直播之外，还有
在家人的操作下做直播，家里的子女、孙辈拉
着老人直播，有时候甚至看上去非常疲惫，直
播期间还要不停地念广告词，有时连水都顾
不上喝，这样昼夜颠倒的作息，老人的身体真
的能承受得住吗？

事实上，那些以农村为背景、身世可怜的
老年人主播，不少都是团队包装出来的演
员。他们有一整套运营方式，还有形象包装、
话术培训等，他们将老年人当作“流量密码”，
有些甚至会专门去偏远地区寻找合适人选。

可能一开始真的有老人了解到这个途
径，想卖点东西维持生活，结果被团队发现，
开始消费网民的同情心。久而久之，当再次
刷到真正有需求的老人时，大家也只会觉得
又是一场作秀。最怕消费了善良，却不能帮
助到真正困难的人。

用生活态度征服年轻人 不要消耗公众同情心 尊重老年人选择的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