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钱理群先生入住养老院作为新闻在媒体曝光后
引起不小的反响，这本身成为了一个不是问题的问
题。作为养老行业从业者，我对这种反应不免有点悲
哀：当今中国社会老龄化加剧和人们对养老服务初级
认识形成的强烈反差，尤其在舆论界，这种前瞻性立
场缺失势必对中国养老服务产业的发展带来阻力。

养老的属性是为生活需要帮助的老年群体服
务，不分高低贵贱。生活自理能力丧失导致的失能半
失能者；失独、失偶、空巢引起孤独寡居进而导致的失
智症者；各种慢病引起的生活能力丧失者以及需要被
照护者的家庭中本身不能、不能承受或不会照护的困
顿者，都是选择入住养老机构、购买社会化服务和专业
化服务的群体。钱先生的选择是理所当然，势所必至！

长久以来，有些人把养老院误解成一种“等吃、
等穿、等死”的“三等”公民聚集地，蓬头垢面、面如枯槁
是刻在一些人脑海里挥之不去的印象。殊不知，!"#$年
前后开启的市场化养老、社会化养老、专业化养老进程
中的顶层设计者、投资者、经营者、从业者和养老体验
者共同带来了养老理念和养老服务的深刻变革；不同
代际老人对养老服务的体验催生了多元化、人性化细
分化客群产品，这些变化都是前所未有的。随着“独生
子女政策代”%&后 '&后的“新老人”群体逐渐步入生
活需要帮助的阶段，文化养老、康复养老成为继 !&

后、(& 后高龄慢病照护刚需者之后的共同需求和诉
求。让老年人在养老机构中享有自尊、独立和价值感
是养老从业者共同追求的精神价值。美国 )*+,-./ 创
始人就是二战后几位为自己营造想要的养老品质生
活的教授们，“一不小心”从群居众筹发展壮大为今天
的养老连锁品牌；美国好莱坞电影《四重奏》描述的以
艺术家老年群体为对象的老年机构生活，彰显人文理

念，多姿多彩。从这个角度解读，钱先生的选择是现代
化中国养老服务发展的前奏曲。

就本人参与投资运营的老年公寓而言，!& 后、(&
后老人居多，平均年龄 0(岁，也不乏类似钱先生的知
识阶层。九大老年俱乐部，诗书琴画影像，他们个个参
与，样样得手。或夫妻或亲家或手足或邻里或同事或路
人，虽有慢病缠身者，有失智失能失独失偶空巢者，有
生活不能自理者，有寻求精神慰藉者，有需要社交活动
者，有陪护老伴者，他们在此结同道，话桑榆，守望相
助，自主管理，营造了一个似家胜家，温馨祥和的精神
家园。从这条线索去想象钱先生入住养老院，是悲是
喜，是对是错，自有逻辑和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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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我的本家钱理群教授夫妇准备去养老院安度余
生。对于钱教授的这一“选择”，社会议论蜂起，众说
纷纭。在我看来，这是—个老年智者的最好选择。

先从客观分析，钱氏夫妇膝下无子女，两老无人
照顾，且钱夫人年老多病，难以挑起“$'&”（两人年龄
相加有 $'&多岁了吧）这副过于沉重的担子。自然，
他们得寻找养老出路。在常人想来，钱教授夫妇完全
有经济能力请个保姆。是的，每月付以数千元的保
姆，不但善于打扫卫生，还有可能是—个出色的“马
大嫂”。但，这够了吗？不！还得配备保健医生，头痛
脑热时，“马大嫂”也无能为力。养老的最佳场所，理
应既是“饭店”，又是“医院”，还像“护理院”“洗染
店”，最好还像“茶馆店”，有说有笑有聊有乐……哪
来这种地方？有，养老院！现在的养老院具有各种功
能，只要钞票到位，包你满意。

我说钱教授是一个智者，选择养老院养老，其似
乎还有深层次的想法。这个想法不仅仅是“计划在养
老院内继续开展研究和写作工作”，而是“逃离”这个
浮躁嘈杂的社会环境。古人云：静则神藏，躁则神夭。
找一处恬静纯清耳目不受干扰精神安宁之地，天静
以清，地定以宁，智者之养生也，必和喜怒而安居处，
节阴阳而调刚柔。

因此，我以为，作为老派知识分子的钱教授摒弃
世俗观念，准备走向养老院，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用钱去“买”—个好看点的脸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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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如果他不是知识界的标志性人物，钱理群入
住养老院的事，也许就无人问津，更不会甚嚣网
上。可他偏偏就是。议论的中心，不外乎一个堂堂
的大教授、满腹经纶的当代大学者，当然也不缺银
子，更不缺宅第的知名公众人士，怎就不能心定神
安地居家颐养天年而择地养老院终老？养老院，呵
呵！那只能是工薪孤老的去处，你一传道授业解
惑、著作等身的大教授怎可自我矮化，甘愿日日与
此间草野粗人为伍？况且，有些养老院因管理、服
务的不到位或缺失，时有负面传闻？天长日久，万
一中的，你将情何以堪？即便你老钱头去的是一家
环境、人文俱佳之所，但世象万千，人有暗疾，不免
纷扰，又怎能安心写字做学问？

细一想，实不然。你我都是一俗人。人家钱老
头为人虽温良敦诚随和，但著文却时有狂狷，独辟
蹊径，多年学著又“文喜看山不喜平”；人家就是要
在不逾矩之年，做一件逾凡夫俗子意外之矩的事，
别出心裁地幽你一默，哄哄尔等开心，难道不正是
钱老夫子的机敏与不凡？别忘了：“这是一个可爱
的人（钱氏预设好了的墓志铭）”。明乎此，钱先生
此举的个中玄机，可解一二了吧！

这是一个可爱的人

! ! ! !生、老、病、死是人生规律，我自己正在经历“倒
计时加速”的过程，没什么开心，也没什么悲哀。但
在人生的最后一站，必须有尊严地活着，也希望能
有尊严地死去；同时，还要尽可能有质量地活着。

近一年来，我正接受“种植牙”的牙科手术。每
做一次，都本着“伤筋动骨 $&&天”的原则休养
$&&天。手术当然有痛苦，但这漫长的过程长知
识，很享受。完全做好后，也许用不了很长久，我就
会“灰飞烟灭”，但还是非常值，因为可以从容咀
嚼，生活质量大大提高，这就够了。我想，钱教授夫
妻双双进养老院，可能也是基于提高生活质量的
考虑，他还要在养老院里读书，写作，这是一种积
极的生活态度，无须震惊，也不必反对。

不反对不等于我自己就照办。我在经济上不
如他宽裕，也许无力进条件好的养老院。无资质、
条件差的地方我也不敢去。最重要的是，和儿子、
媳妇、孙女住在一起，很快乐，也很享受，但愿最后
一程不要太多麻烦小辈，幸甚，幸甚！

在这万花筒似的世界，各人自有各人福，无须
也不可能完全相同。但努力争取多一点快乐，
是人人可以做到的。信息天天有，听听就是，
不必大惊小怪1也不必盲目从众跟进。

%如何优雅地老去&

日前，一则 76岁的
北京大学著名教授钱理
群先生携夫人入住养老
院的消息，在网上引起了
轩然大波。在人们的印象
中，钱教授著作等身，囊
中也绝不可能羞涩，原本
可以安度从容优裕的晚
年生活，何以选择不少人
视为“畏途”的养老院作
为栖身之所？这里边有什
么讲究或说法？本来，入
不入住养老院，是个人的
事情，他人没有必要多
嘴。但钱教授的这一举
动，具有一定的示范效
应。因此，我们特请几位
有识之士，对此议论议
论，也许对老年人今后的
生活，会有一定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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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院不是
!三等"公民聚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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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钱先生入住“养老院”引出了一些值得讨论的话
题，除“如何优雅地老去”外，尚有：鉴于普遍的支付
能力现状，入“养老院”者需付费的“市场化”固然有
因，但如何增加政府买单，同时提倡“社会化”亦应在
考虑之中；还有“养老社会化”至今还只是观念层面
上的“进步”，因为在某“调查询问”中逾八成网友因
“孝心”约束竟表示难以“选择”……面对诸多问题，
仅仅停留于莫衷一是的状态恐怕无益，而静观其变、
等待“政策”也流于“消极”。其实，将要、正在、业已老
去的我们只剩一个可以自主思考、积极实践的角度：
在无奈“老去”时，如何有效确立各自的“优雅”。

钱先生一生“风流”，无非研究、讲学。这就是他
的向往，从无优裕的“小资”高雅可言，记得我曾与他
有过交谈，他神情肃穆、一字一顿地说：“我现在只有
对孩子们还抱有希望……”膝下“无后”的他将为无
数“孩子”继续自己的“优雅”前行。何“失落”之有！
“老龄化”大钟业已鸣响。人们对“养老院”的

认识和态度，难道不是进步与否的试金石？

快乐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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