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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住北京的王芳（化名）和老
伴住着宽敞明亮的三居室，但有
一个房间的门，就连子女也不能
轻易打开。这个屋子里面装满了
她从外带回的各类空塑料瓶，从
柜子里到桌子上，塑料瓶密密麻
麻地堆放着，稍一触碰，还会呼啦
啦往下掉，但王芳始终不愿意处
理。

“这些瓶子谁都不许动，谁也
不许卖！”这群“宝贝”占据了偌大
的空间，气味难闻，还常见到乱爬
的蟑螂。邻居们多次投诉无果，
居委会只好找来王芳的子女，孩
子们反复劝说，甚至提出主动帮
老人整理，但统统被王芳拒绝了。

像王芳这样爱囤积的老人并
不鲜见。蔡沐华（化名）的姥姥，
把100多平方米的三居室，经过
60年的日积月累，变成了“垃圾
房”。“当时一进姥姥家门，我简直
不敢相信眼前所见的景象。”蔡沐
华仍然记得，出国多年后回到那
间再熟悉不过的老房子，竟然连
一个坐着的地方都难以找到，想
要进一步在姥姥身边照顾她都成
了问题。

蔡沐华看着曾经温馨的避风
港成为一个堆满旧物和杂货的

“垃圾房”，心里满是疑惑，“姥姥
这是怎么了？”

“引发囤积行为的原因有很
多，从临床经验来看，首先要排
查老人是否存在心理异常或者
认知障碍，这可能是出现了某些
疾病的前期表现，导致他们产生
了不合常理的物品使用观念和
价值判断。那些年轻时没有囤积
习惯，上了年纪反而喜欢囤积物
品的老人尤其要注意。”孙秀丽表
示。

有些老人因为曾经一些特殊
经历，产生了不安全的依恋体验，
对很多物品产生了难以割舍的依
赖感，身边的所有物品都被投注
情感，给了自己决不能扔的理由，
一旦物品被丢弃就会产生强烈的
痛苦感和分别感。而年轻时期因
为缺乏某样物品而经历的较为严
重的创伤事件，也会让老人对囤
积物品有一定执念。

蔡沐华发现，姥姥家的杂物
中会有一些家人小时候玩过的东
西。“她在年轻时就开始收集各种

物品，从我们的玩具到不再使用
的家具，家里囤积的不仅有塑料
袋、旧纸板，一些小东西也记录了
家庭成员的成长轨迹。”

每一件物品似乎都承载着老
人们对家庭的深情和对过往的怀
念。这些物品是记忆之间的纽
带，也是对抗孤独和失落感的盾
牌。“我们总习惯于老人们白发苍
苍的形象，好像经常忘记他们也
曾是孩子，那些曾经的创伤和依
恋，可能需要余生来治愈。”北京师
范大学心理学部教授彭华茂说。

缺少家人的陪伴、情感的满
足，那些关于孤独、未来、死亡
的焦虑和恐惧，往往是囤积行为
的心理根源。“经常有患者悄悄
和我讲，他们非常害怕自己某天
孤零零在房间里去世，没有人能
及时发现他们的离开。”北京安
定医院老年精神障碍门诊副主
任医师陈雪彦说。破衣服、空瓶
子、螺丝钉、塑料袋……这些其
他人不屑一顾、随手扔掉的不起
眼的小东西，此时成为老人们能
看得到、抓得住的心理情感依
靠。

老人总将废品堆满屋？
医生提醒：当心是这种病！

“姥姥腿脚不方便，家里东西太多会影
响她的行动，也会诱发安全问题。”蔡沐华
说，去年5月，姥爷去世了。姥姥一个人在
家，看到家里囤积的旧物难免触景生情。
经过一家人充分沟通，姥姥最终要到外地
休养一段时间，而蔡沐华和妈妈也做了一
个决定：在取得姥姥同意的前提下，趁其不
在家，帮她打扫这些“时光的宝贝”，重整生
活的秩序。

这是一项大工程，两个人面对3个卧
室、厨房、客厅等8个区域里堆满的旧物，既
茫然又束手无策。当蔡沐华一次次从柜
子、床底找出姥姥用塑料袋层层包裹的金
项链、旧纸币和值得珍藏的信件时，他才意
识到原来姥姥是那么需要陪伴和帮助。

在家庭沟通环境良好、相互情感支持充
分的情况下，家人会抱有一定同理心，去理
解老人的囤积行为。孙秀丽建议，孩子要通
过陪伴和关心，给予老人更多的安全感，在
与父母一同分析物品的必要性时，给予方法
和情绪引导。“对于囤积障碍，目前还缺乏有
效的治疗方法，主要采用心理治疗，辅以必
要的药物治疗的综合治疗方法。”

一件件物品确认、一个个房间清空
……蔡沐华和妈妈用了整整两个月的时
间，才把姥姥家清理好，但他们依然不知
道，以后如果姥姥继续囤积，除了劝说，他
们该如何是好。

“先扔掉最不必要的东西，然后在陪伴
老人聊天、做开心的事情时，逐渐处理其他
杂物，原本扔东西会让老人感到焦虑，通过
这种方式，可以帮助他们建立起处理杂物
与积极情绪的正向情感连接。”孙秀丽表
示，这也许需要较长时间，但通过耐心和关
爱，孩子的努力最终会帮助老人改善状况。

陈雪彦认为，目前学界提出“银发收
藏家”这一说法，其实是在鼓励存在囤积
行为的老人，在减轻病耻感的同时，让他
们能积极自主地管理囤积的物品，对其进
行分类和价值判断，缓解囤积行为及其带
来的后果。这是一种正向的积极和鼓
励。“希望越来越多有囤积行为的老年人，
在正规诊疗、家人陪伴和自我管理下，有
一天能够成为真正的‘银发收藏家’。”

“经过清理后，我们还进行了适老化改
造。如今姥姥家里干净明亮，安装了安全
扶手，改造了卫生间环境，家里的每个房间
都有床，随时方便家人来照看、陪伴姥姥，
那些有记忆温度的老物件，也被分门别类
地安置在家中的柜子里，家人们还打算专
门整理一个空间，给姥姥放置她想继续收
集的东西。”蔡沐华说：“我们希望，姥姥回来
时，这间‘时光的屋子’，今后可以为她带来
更多温暖和爱。”

（健康时报）

山东省济南市的刘田（化名）
最近有些烦恼，岳母经常花 9.9
元、19.9元买一些用不上的小玩
意儿，每天能收到七八个快递。
而废弃的快递纸盒，老人也不舍
得扔，就堆放在客厅的沙发上。
最严重的时候，快递纸箱都已经
堆到天花板上了。

同样是面对快递纸箱，有些老
人的处理方式则截然不同。“我认
识的一位老人，在拿到家人的快递
后，会自己找一张纸，记录下某年
某月某日，某位家人购买了何种物
品，然后给所购物品、快递纸箱和
自己记录的信息拍照留念，废弃的
快递纸箱会及时扔掉。他认为这
是一种记录家人生活状态、孩子成
长的很独特的方式，其中有明显的
逻辑关联。”彭华茂表示。

真正的怀旧、收藏和无效囤积

之间的区别是什么？
“很多老人喜欢存旧物、捡废

品，觉得自己是在收藏，与囤积并
不相同。囤积行为往往是无节
制、无目的性、无价值判断的，囤
积者无法意识到哪些东西是有价
值的，也无法自主管理那些物品，
而一旦有人试图干预，还会让他
们爆发如大喊大叫等过激行为，
这也意味着，囤积者的精神健康
或许出现了问题。”陈雪彦告诉记
者，无目的性的积攒，其实也是一
种囤积行为。

收藏和适度怀旧对于老人是
一种精神寄托，既不影响自己与
他人的正常生活，也不会给大家
带来困扰，甚至会给生活增添很
多乐趣，也能够让老人在收藏和
怀旧中获得认同感和成就感，而
囤积则带来各类健康、安全隐患

和生活上的不便。
“一旦出现囤积行为，也意味

着患者可能会有强迫、焦虑抑郁、
认知障碍等其他情况。”陈雪彦表
示，在临床上，虽然已经将囤积作
为单独一类疾病，但仅存在强烈囤
积行为而无其他心理问题的患者
十分少见，囤积行为仍然是精神疾
病的一种表现。

“不得不说，老年人的孤独
感其实会随着时间的演进而逐
渐增强，有些老人就是希望通过
囤积这种行为引发关注，虽然是
在劝说和责备，但好过不闻不
问。”彭华茂认为，既要看到囤积
这个行为本身，思考引发囤积背
后的原因，从老人真实的生活状
况出发，了解他们的生活和心理
状态，关注他们背后的精神需
求。

刘田的岳母把各式杂物堆放在客厅里刘田的岳母把各式杂物堆放在客厅里。。

“避风港”成为“垃圾房”

是怀旧、收藏，还是无效囤积？

“父亲去世后，母亲留在老房子里
自己住，将近100平方米的房子里，堆
着她从各处捡来的塑料袋、旧纸板、矿
泉水瓶，甚至是一些塑料餐盒，还有不
能穿的旧衣物、无法使用的老物件。”

“该扔就扔？你们不懂，这些东西
都有用，以后会派上用场。”

问诊结束后，河北省精神卫生中
心老年精神一科主任医师孙秀丽告诉
那位“不懂的年轻人”，老人可能患上
了囤积症。“你母亲不懂你的‘断舍
离’，你其实也不懂老人家的病、不懂
老人家的心。”

用陪伴和关注
帮助他们成为“银发收藏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