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轻算什么？
谁没年轻过？你老过吗？

真是的。”痞子王朔跟后辈们掐
起架来，火气当真不小。

算起来，即将56岁的王朔也称得上“老”
了。这老顽主的性气，三十多年后依然生猛泼辣。这

句话气势十足，看似强词夺理，却是意味深长。的确，
在传统语境中总是与“慈祥”、“和善”等关联在一起的
大妈，在近年陷入了频繁的争议。年轻人与老人的关
系，已经成为社会的一个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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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四月，
“大妈”借着国际金价下跌

的当口豪掷千亿，抄底买下300吨黄金，
但之后金价一直呈下跌态势。早出手的大妈们，多

多少少地被套牢了。
大妈们的做法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中国人的投资

困境。在其他投资渠道收益不稳定的情况下，黄
金成了为数不多的投资方向之一。当年曾
有“一根稻草说成黄金”的说
法，而现在黄金投
资却成了大家
的“ 救 命 稻
草”。

大约十年前，有个故事很流行。说是一个中国大妈和一个
美国大妈买房子，中国大妈辛苦攒钱，到老才买了一套房子住进去。

而美国大妈按揭贷款，房子早就住上了三十年。而今十年河东十
年河西，如今“中国大妈”直接抄了美国大妈们的华尔街。《华尔
街日报》硬生生攒出一个新词儿“DAMA”，表示对中国大妈的敬意：

“哎哟，您吃过的盐比我吃过的米还咸！”
在公众视野里，“大妈”是个热词儿。摔倒了该不该扶？广场舞

该不该跳？屡屡成为争议的焦点。这就是我们身处的时代。诸多变
迁与革新，裹挟着每个人奔走向前，很多传统的观念正

在消解并重构。“大妈”承受的实在太多了。换个角
度看，“大妈”也是任劳任怨褪尽铅华的慈母，

不惜余热诚信待人的近邻。
过年了，祝大妈大爷们健康

长寿，继续成为我们的“最炫
民族风”！

天南海北的广场舞，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的一种文化现象。由于生活
习惯的不同，在某些地方，年轻人和广场舞大妈之间产生了一些矛盾。

也许，大妈们的喇叭声有时候确实吵了些，但猫在家里熬夜的
年轻人们，也该学学老人们去锻炼了。

很多年以前，
如果三个小学生扶
起了一位大妈，他
们会得到一朵小红
花；但在去年，三个
小学生扶起了一位
大妈，却惹来了一
场官司。大妈跌倒
该不该扶，再次引
来了一片争议。为
此，北京还推出了
专门针对老人的意
外险。

没保险，其
实 也 该 扶 — ——
总不能先问一
下 ，您 有 保 险
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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