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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你在吗"#某天$我一上

!!$ 就碰上了一个久违的

好友% !在% &我答% '呵呵$你

还健在呀" &她开玩笑% !是

的$健在% &我也发过去一个

笑脸%

也就是这一瞬间$ 我敲

击键盘的手也停住了%

我健在吗"健在$健康地

活着%然而细细品味这个词$

在更多的语境里$ 它似乎已

经远离了健的意思$只成了活

着的一种指代%而活着$在$这

一个字$其实已经够用了% 在

工作$在家里$在公园$在睡觉

((这个最常用的状态词$以

最高的频率直指着肉体的运

行%比如$在夜里$我散步的时

候迈着的双腿$ 就是一个字)

在% 因这腿不属于别的任何

人$只是我的$只能是我的%把

它们截下来$也安不到别人的

身上% 我死了$ 它们也就死

了% ***我不在了$ 它们也

就不在了+ 同样$我的手$我

的胳膊$ 我的身体((我物

质的一切$也都只是一个字)

在%

至于是不是健在$ 谁知

道呢"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

是真正地健在呢"不$我说的

健在$ 不是无病无灾无苦无

痛无忧无烦的那种健在***

有多少人四肢茁壮却丝毫不

健啊%在我的意识里$健的定

义就是精神上的$心灵上的)

纯善的底蕴$辽阔的气度$饱

满的情怀$敏锐的探求((

有多少人的在$ 是这样

的健在呢"

,我思故我在#% 笛卡尔

如是说% 据说他的本意要复

杂得多$ 不过单就我们能理

解的最浅层面而言$ 这五个

字已经是足够振聋发聩的金

石之声了)因为思$所以在%

只有思$才会在%也只有这样

思和在的人$ 才有可能趋向

于健在%

你在吗"你怎样在"你是

否健在"一定要这样想想$再

想想%只有这样$你才可能真

正地在$ 也才有可能让自己

真正地健在%当然$无论想不

想$人终归都是要不在的%但

是$你要相信$即使人都是要

不在的$那些真正在过的人$

和那些没有真正在过的人$

他们对这个世界的意义$也

还是相当地不一样% 他们在

时的质量$ 也是相当地不一

样%是的$他们多半会在得更

苦一些$但是$你知道吗" 甜

的时候$也会更甜%更苦的在

和更甜的在交织在他们的生

命里$这就是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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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根据民政局发布
的《!"#"年上海市老
年人口和老龄事业监

测统计信息》，截至 !"$%年
底，上海市 &%岁及以上户
籍老年人口 ''$(%! 万人，
其中单身独居老人 $)('!

万人。和其他人群相比，单
身老人群体对于爱和
归属感的需求更需要
全社会的关注。

! ! ! !光棍节时有人为单身老人

张罗起交友活动$"#多名老人报

名参加% 参加活动的黄依姆说$

自己从年轻时起便独自和儿子

生活$$年前$儿子因为事故不幸

去世$ 自己便一个人生活至今%

,我也有同学朋友$ 也有亲朋好

友$可是每次聊天$他们都在谈论

孩子% #黄依姆说$自己常常会去

老年大学$还会参加义工活动$就

是为了让自己的生活充实一点$

但是每天晚上回到家中$ 一个人

的时候$还是会感到孤单无助%

（来源：福州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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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如果我们想要爱，*%岁也不
算晚。”渡边淳一这句话很浪漫、很
文学，但从心理学的视角来看，这句
话恰好反映了心理学关于爱情和年
龄之间关系的研究。
廖丽娟介绍说：“心理学研究发

现，祖父母可能只比年轻人少那么
一点点浪漫。比如，诺克斯的研究就
发现结婚 + 年的人不如高中生浪
漫，但是，结婚 !%年以上的人最为
浪漫。而莫罗和亚当斯的研究发现，
孩子已经成人离开家的成年晚期
（发展心理学中指 &%岁后的阶段）
的人，往往对爱情的信念会更强
烈。”

有研究人员将 &%岁的人和 ,%

岁的人进行比较，发现年长的人有
着更多的精神上的快乐和较少的性
冲动，他们对于爱情往往具备了更
成熟和温和的看法。因此，老年人往
往更期待浪漫的爱情，而且也更相
信爱情的纯粹。
廖丽娟说，自己曾碰到一对退

休之后走到一起的老人，他们对自
身有着更成熟的认知，对于生活的
要求日趋简单的同时，丰富并提高
了自身对于精神的追求，“他们走到
一起并不容易，但是当这对忘年交
跟我讲他们在一起经历的那种从灵
魂深处渗透出来的依靠、心灵相契
和爱的纯粹，让我感动了很久。我每
次上发展心理学课程，讲到这部分

的时候，都会停顿下来，面对听课的
年轻人说，你们有没有鼓励自己独
居的父母相亲、找到这种相依靠的
爱情？我们身边的人都会有对老人
的刻板印象，认为老人是不追求爱
情的，或者认为他们不需要爱情，其
实心理学的研究恰恰相反，他们可
能比我们很多压力重重的青年人、
中年人更期待浪漫的爱情。”
此外，积极心理学研究发现，衰

老更可能是一种心理暗示可以调整
的内容，当我们的环境和自己的内
心总是暗示衰老的时候，人们就对
衰老产生了刻板印象，以为老态龙
钟才是成年晚期的写照。但是，研究
者们发现，如果人们生活在积极的
心理状态和环境中，可能到了 -%岁
还有热烈的爱情和健康的心脏。

! ! ! !在讲课中，廖丽娟会告诉听课
的学员们，这个世界上有两类人的
爱与性的满足会出现不连续性，也
就是说，他们和成年的其他年龄阶
段的人一样渴望浪漫爱情和幸福
的性生活，但是他们会遇到更多的
困难和可能的缺失。

一类是青春期的年轻人，因为
他们还未经济独立，同时有更多的
社会化的学习任务，但是生理的需
要又是强烈的，为我们的教育增加
了很多的挑战。

另外一类容易遇到困难的就
是成年晚期，即我们通常称之为老
人的群体。老人首先会遇到的是生
理的衰老，这使得性的生理部分受
到一定的影响。而更多的困难则来
自于很多老人都处于单身状态，经
历丧偶之痛后，对于大部分的老人
来说，可能就意味着没有了爱情和
性的满足。

老人往往希望保持生活一定的
稳定性和连续性。当因为各种原因
不得不一个人生活的时候，侵袭而

来的就是孤独。
曾经有一位老人，听完廖丽娟

的课流着眼泪对她说：“儿女没有出
息难过，因为要为他们操心；儿女都
出息了，也不好过，个个都飞到了国
外生活，老伴去世以后，似乎只有我
一个人依靠着我自己。每天我还是
出去活动，也会来听你们这样的讲
座，但是最最害怕的是夜深人静时
醒来，那真是无边无际的孤独啊。也
想找个老伴，儿女们也支持，但是谈
何容易，即便我们两个老人谈得来，
但是，都要像我这样，孩子不来争房
子的老人哪里去找啊？”

! ! ! !从心理学角度分析，人人都可能
经历孤独，这是因为归属需要得不到
满足，归属需要是想成为别人生活
中一部分，与别人保持联系的一种
情感或需求。即使我们都属于某个
圈子或者群体中的一员，可能还是
会有孤独的感觉。比如，有的人生活
在很大的家庭里面，却仍然感觉到
孤独，这是因为归属需要不仅包括
你认识多少人，还包括我们的情绪、
健康和自我认知等主观的心理状态。
对于心情抑郁的人来说，虽然

身边有家人和爱人的支持，也可能
没有归属感。但有一些人即使经常
一个人，身边的人联系不多，也感觉
自己很充实。因此，廖丽娟提醒说：
“为了减少单身老年人的这种可能
的孤独，并不要盲目地让他们增加
活动或者扩大社交圈，对于老人来
说，这不但有现实的局限，也容易使
得老人陷入疲于应付的困境。”

老人更需要的是相对稳定、比
较密切，甚至相对单一的人际关系
状态，这更能满足他们的归属需要。

而我们的社会护航也要针对老人的
这种需求展开。在这个社会护航体
系中，老人在中心，外面一层是亲戚
和生活伴侣，再外面是很多年的老
朋友，比如儿时的伙伴、同学，最外
面的是则是一般的社会交往关系，
比如邻居、老年中心的朋友。在这个
体系中，老人最需要维护的关系是
里面两层，也就是要更多地和自己
多年的老朋友保持联系，更多地和
家人产生互动。
廖丽娟特别提醒说：“很多人认

为，没有人要的老人才会无奈地住
进养老院。但是，心理学有一个时代

效应的说法，人们年纪大时所持有
的态度和他们年轻时基本没有两
样，由于这种态度和当今年轻人的
态度不同，代沟由此产生。而人们往
往愿意选择和自己价值观相似的人
长久相处。从这个角度来说，人们和
自己年龄相似的人相处会带来更安
心、更平和的感觉，也因此能带来更
积极的效应。所以，如果老人生活的
地方让他很少能接触到同龄人，那
么不妨考虑到养老院和那些同龄人
相处，也许一开始需要有个适应过
程，但之后可能会带来更积极和健
康的结果。”

老人比年轻人更期待浪漫爱情
)

老人爱与性的满足易出现不连续性
*

老人需要稳定密切的人际状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