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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身社会》
[美]艾里克·克里南伯格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作者探索了单身
社会的崛起，以及这一
现象给社会文化、经
济、政治所带来的巨大
影响，其中也包括那些
宁愿独居也不愿与朋
友或者孩子共同居住
的老年人。

《无缘社会》

日本 NHK 录制组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日本每年大约有
3 . 2 万人“无缘而死”。
这些人本来都曾过着
与常人一样的生活，但
却在老后逐渐脱离社
会，最后孤独地死去。

《如何老去》

常青 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

本书主要探讨由
医疗衍生出来的衰老
和长寿的话题，从医
学、生物学、社会学多
角度，揭示了关于衰老
和长寿的迷思与真相。

《五十四种孤单：中国孤

宿人群口述实录》

普玄 等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在对 54 位孤寡老
人的访谈中，我们得以
窥见不同时代如何在
孤宿群体身上划过沧
桑且鲜明的痕迹，并从
孤寡老人的孤闭世界
中看到大时代的暗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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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游老人》
[日]藤田孝典 著

中信出版社

人际关系匮乏的老人更容易“下游化”

相对于经济上的贫
困，藤田孝典发现在“下
游老人”中，能够建立起
丰富人际关系的老年人
并不多，他们大多处于

“人际关系贫困”的状态
下，孤立于社会而存在。
很多老人除了在便利店
里和店员间的简单对话
之外，和谁都没有说话机
会。

独居老人在我国也
相当普遍，而导致老来孤
独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
由“孤寡老人生存状态调
查项目组”集体采访创作
而成的《五十四种孤单》
一书，记录了 54 位孤寡老
人的人生经历。54 位老人
中，很多也是有儿有女，
有夫有妻，有的曾是领导
干部，有的曾是那个时代
的有钱人，却因撞上了生

活的各种“陨石”而陷入
孤寡境地，不得不在养老
院里度过余生。

老人的孤独状况会
产生出许多问题。如果老
人身边没有人可以商量
事情，身体出现问题也不
会被重视。例如，有老人
病倒在家中，也无人察
觉，直到遗体腐烂才被人
发现。独居老人还容易遭
遇银行存款诈骗和不良
商家的恶性推销。藤田孝
典曾亲眼所见，有的老人
房间里到处堆满垃圾，却
摆着三四床全新款式的
羽绒被。在一些老人受骗
案件中，一些老人因为

“能有人跟我说话我就很
开心了”，明知受骗却听
之任之，不肯报案或者申
请维权。

如何避免沦为“下游

老人”，藤田孝典提出了
应对之策。就社会整体而
言，日本政府要将解决贫
困问题制度化，并尝试着
从生活保障制度、住房
制度及养老保险制度等
方面尽快做出变革。就
民众个体而言，要了解申
请援助的基本知识，并
尽可能做好个人的财产
规划，用一种开放的心
态，积极参与社会活动，
通过社会活动建构丰富
的人际网络是个体应对
晚年“下游化”的有效途
径。他建议在 55 岁以后，
人们需要将经济第一位
的生活转型为人际关系
第一位的生活，顾全配偶
和子女、朋友等周围的人
际关系，一旦遇到意外事
件，也会有人伸出援助之
手。

以往，即便日本老人
的养老金收入微薄，因为
在岗的子孙收入可以用来
填补不足，也依然能安然度
日。现行的养老金制度其实
是以老年人能得到家庭扶
助为前提而制定的，不过，
如今日本的少子化问题和
年轻人的工作就业压力，导
致独居老人和空巢高龄夫
妇已是司空见惯，老人在精
神和金钱方面得不到家庭
的足够扶助。更有甚者，不
仅父母不能指望子女照
顾，子女本身都成为他们

“下游化”的一个因素。因
为子女变成“穷忙族”或

“家里蹲”“啃老族”，越来
越多的老人不得不在子女
成人后继续照顾他们。

不同于中国文化里老
年人以“含饴弄孙”为乐，
日本老年人更多倾向于走
出家庭，或是为了保持健
康，或是为了不与社会脱

节，大都“退”而不“休”，即
便不再工作也都很忙。据
统 计 ，2 0 1 3 年 日 本 有
20 . 1% 的 65 岁以上老人仍
在工作。老年人以身处工
作岗位的形式和社会维持
联系，这固然有其正面意
义，但同时也说明，在现行
日本的社会制度下，若不
在退休后继续工作，老年
人就无法维持生活。

日本老人的“养老金+
工作收入”的规划蓝图看
似美好，但也必须在“健
康”的前提下才能成立，然
而身体能否健康一辈子，
这是谁也保证不了的。在
日本，由于个人无法预料
的疾病和事故，高额的医
疗费、护理费从天而降，使
老人落入下游化的情况也
相当普遍。

藤田孝典指出，这些
高龄老人之所以身处“下
游”，很大程度上是由日本

社会结构及社会保障制度
所固有的缺陷造成的，即
便那些当下有着稳定平均
水准收入的工薪阶层，甚
至一些高级白领们都有可
能存在晚年堕入社会底
层，面临生活窘迫的危险，
即所谓的“下游化”。因此，

“下游老人”已然不仅仅是
老年一代所面临的问题，
而是关乎全体国民的切身
利益。如果对此不加重视，
不仅存在父母与子女两代
被一起拖垮的危险，而且
还可能导致日本社会尊老
敬老的传统观念的瓦解，
至于尊重生命的价值观念
是否会因此而坍塌也未可
知。藤田孝典担忧，下游老
人群体的增加，不仅会影
响到主流消费群体消费意
愿的降低，从而给社会经
济的发展造成不良影响，
还会成为加速少子化的重
要原因。

“下游老人”一天只吃一顿饭

“下游老人”增多可能会导致价值观念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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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数字显示，中国
60 岁以上老人已经超过
两亿，老龄化正逐步加
深；预测到 2050 年，中国
将有 35% 的人口超过 60
岁，成为世界上老龄化最
严重的国家。当我们老
了，会过上怎样的生活？
通常人们以为所谓的老
年期，就是一生中所付出
的辛劳努力获得回报的
时期，与家人亲友和睦相
处，把余生投入旅行和兴
趣爱好里，富足而温暖地
走向人生的终点。

但是，现实和印象中
存在着极大的差距。根据
日本 80 后学者藤田孝典
多年的观察和研究，在日
本，即便年轻时达到国家
平均收入水准的人群，年

老后也依然有相当大的
危险成为平均水平线以
下人群。藤田孝典专门据
此发明了一个词———“下
游老人”。他解释，下游老
人指的是“生活在基本生
活保障水平线以下的高
龄老人以及有此危险的
老年人”，简而言之，就是
过着连国家规定的“健康
且最低限度的文化生活”
也很困难的老年人。

藤田孝典常年工作
在为老人服务的社团，目
睹了很多生活贫困者的
惨状：有的老人在盛夏酷
暑中，因为担心支付不起
电费就不开空调而引发
中暑；有的老人因为没有
可以依靠的家人和亲友，
一天到晚都靠看电视度

过；有的老人一天只吃一
顿饭，在超市里只把快要
过期的副食品拿到收银
台前；有的老人在便利店
里偷了三个便当，空着肚
子恳求“让我坐牢去吧”；
有的老人因交不起医药
费而有病不得医治，只能
在家里吃点买得起的普
通药物而备受病痛的煎
熬；还有些老人临终前无
人在侧，一个人静悄悄地
离开人世……

很多人会以为，“那
是因为他们不够努力”，

“那是因为他们规划不
足”，仿佛落到这个地步
都是他们自己的责任，算
是自作自受。但藤田孝典
强调“孕育‘下游老人’的
因素是社会”。

日本是目前世界上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在养老理念、养老制度等方面也走在了
世界各国前面，成为很多国家和地区学习的对象。然而，在日本非营利性扶助贫困老人
福利团体工作十二年之久的藤田孝典，通过对日益增多的前来求助的贫困高龄老人的
观察与思考，出版了《下游老人》一书，指出生活贫困的“下游老人”正逐年增多，将给日
本社会带来难以估量的冲击。该书中文版于近日上市，中国社会同样面临着老龄化的诸
多挑战，这也使得《下游老人》一书作为一种参照被反复提及。

《空巢：我的养老谁做主》

弋舟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本书以纪实方式，
以数十位空巢老人的
日常生活为描述对象，
深入受访对象生活，努
力客观还原多个不同
社会阶层家庭中正在
应对的养老问题。

《老伙计们出发啦》
[荷兰]亨德里克·格伦 著

文汇出版社

养老院里，83 岁
的老头亨德里克·格伦
联合其他几位志同道
合的老伙计成立俱乐
部，从此人生变得精彩
纷呈，并享受到了生命
中至为重要的友谊、善
意和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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