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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年轻人而言，老年人的直播更倾
向于观看带有陪伴、社交性质的内容。年轻
人学习网课更多是关注考证、就业等现实“刚
需”，而老年人更重视互动性、社交性，直播间
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一种“精神陪伴”。但
只追求精神上的满足，往往容易着了主播的

“道”。很多主播利用老年人需要陪伴和关注
的心理，在直播间处处埋下“陷阱”。

“上个月在直播间买的 200 个鸡蛋实在
是太多了，也不知道怎么吃，分了一些给亲朋
好友，结果还是坏了不少。”王阿姨有些无奈，
她是为了省钱买的东西，直播间价格低，但结
果好像适得其反，都浪费了。19.9元的老人
鞋、9.9元几百个的垃圾袋……看似优惠，但
是商品质量一般，用不了多久就“报废”了。

“很多直播间利用老人的同情心、节俭心
理进行诱导消费，上演一部‘苦情’大戏就可
以收获老年观众的一波关注、一波下单，水军
下场、主播话术，一番坑蒙拐骗赚得盆满钵
满，实在太可恶了。”杨先生发现父亲“被坑”
以后，就时不时给父亲科普辨别直播间花招
的方法，希望能够帮助父亲少走“弯路”。

“虽然直播间里也有许多正能量，有贩卖
教学课程的，但也有不少打着教学的幌子骗
人的。”张秀萍告诉记者，虽然她很喜欢在直
播间上课，也一直保持理智的态度对待网络，
但有一次，她也不小心上了当。“那个主播直
播上课的时候有一半的时间在卖课推销，观
感很差，并不是所有的直播间都‘干货满满’，
需要我们擦亮眼睛，好好辨别。”张秀萍说。

“直播间的叔叔阿姨们，我们给到的
价格已经是全网最低了，十秒后我们上链
接。”“家人们，动动手指点点赞，帮助主播
保住人气榜排名。”“我们这次推出的课程
明天就要恢复原价了，心动的家人们一定
不要错过！”带货、情感、课程教学……近
年来，直播间的花样儿层出不穷，已经成
为网络世界中的寻常一景。而在直播间
滚动的万千评论里，中老年人逐渐成为

“主力军”，随着老年人触网率的增加，老
年网友数量十分庞大，可别小瞧了他们，
玩起直播间“扣1”、点赞、刷礼物，可谓是
样样不落。然而，互联网是把双刃剑，“畅
游”网络需要擦亮眼睛、辨明是非，作为互
联网产物的网络直播、网络购物，更需要
保持一种辩证、冷静的态度。

“在家闲着没事，看直播间有主播带着
跳健美操，每天固定时间，还会给你提供健
康饮食建议。我看着也挺好的，又不花钱，
所以忙完家务事以后，我就跟着一起做做，
活动一下筋骨出出汗也挺好的。”今年 62
岁的张秀萍退休在家，对于不喜欢和“老姐
妹”社交，也不喜欢外出游玩的她而言，手
机里的广阔“天地”成为她消磨时间的好方
法。

“在手机上刷到有同龄人坚持健身，身
材保持得很好，穿搭也很时髦，让她眼前一
亮。同样是六七十岁，别人这么自律自信，
我为什么不行？正好看到有博主在做健身
带练，健美操我觉得就不错，强度适中，我
想起来就跟着练一练。”张秀萍为此还购置
了一些健身用品，直播间开播，就把手机摆
在眼前，跟着一起“暴汗”。

“主播有时候也会带货，一般是一些干
果零嘴、健身服运动鞋、健康饮品之类的产
品，我偶尔也会买点东西，‘支持’一下，东
西收到以后，质量都还不错。”张秀萍也给
家人买了一些袜子、内衣之类的商品，都是
品牌产品，家人的反馈也很好。

“我还买过几节直播课，直播间有主播
直播画国画、练书法、唱歌跳舞，还有乐器
演奏，各种内容都有，我跟着看了几节免费
试听课，感觉还挺有意思，我买了国画课，
当时正好直播间课程打折，原价399元，现
在只要99.9元就可以买全套，直播课还可
以看回放，还附送一些纸笔。”张秀萍跟着
直播学了几天国画，体验不错，于是又下单
了其他直播间的课程。“看着内容都很丰
富，反正在家闲着也是闲着，多买几门课，
多学点东西。”张秀萍跟着直播间上课学
习，只听课还不行，“硬件”也得跟得上，家
里的非洲鼓、毛毡、颜料、舞蹈鞋都是她为
了直播课购置的。

“我刷到过许多同龄人也在做主播，通
过互联网，我看到同龄人们的精彩人生，
他们有的满头白发还野心勃勃想要征服
自然，遍览祖国大好河山；有的依然拥有
爱美之心，有追求时尚的勇气，做起了穿
搭博主；也有的人坚持健身，每天分享健
身心得，直播为观众提供保持健康的小贴
士……这些‘不服老’的银龄主播构筑起
一道别样的风景线，看到他们在直播间里
分享的内容，我就忍不住想，老年人原来也
可以这样生活、这样洒脱。”张秀萍虽然没
办法像他们一样“说走就走”，但她也开始
有所行动了。除了健身、上课以外，她也愿
意尝试一些自己喜欢，因为年龄原因不敢
轻易尝试的穿搭风格，与年轻人一样，银发
人群也有着自己的个人理想和追求，在兼
顾家庭之余，他们也期待从同龄人身上获
得启迪和灵感，从而以更积极的心态拥抱
生活，而直播间则为他们提供了这样一个
渠道，让他们看到，老年人原来也可以光鲜
靓丽、自信出彩。

直播间的链接不一定都是靠谱的，市民
张女士最近就有些“头疼”，她发现自己65岁
的母亲孙淑兰似乎染上了“网瘾”，几次回家
探亲，她都发现家里的快递盒比上次多了不
少，而孙淑兰则每天准时守在直播间听主播

“讲故事”，听得“上头”时还会下单购买他们
推销的产品。

“有一次，我听到直播间主播在‘卖惨’，
讲艰难的创业史，说自己最近遇到了困难，表
现自己生活多么不容易，引得很多观众，尤其
是老年人下单购买他们的产品，但东西寄过
来以后，我看了看，都是些寻常的小玩意，不
值那个价钱，也不实用。”张女士细数母亲买
来放在家里的大量小玩意儿，大大小小的盒
子堆积如山，有机器喷印的劣质版画，有没听
说过品牌也没有批号的化妆品，也有一长串
带着所谓的鉴定证书的“和田玉”手串项链，
张女士直言，她试过帮母亲退货，但退货的速
度实在是赶不上下单的速度。

“我父亲在直播间买了一堆‘三无’产品，
过年回家的时候我都被吓了一跳，家里好多
保健品盒子，还有听都没听说过的药品，我检
查了一下包装，上面既没有批号也没有注册
商标，这不是胡闹吗？”常年在外地工作的杨
先生一回家就被70岁的父亲网购回来的“战

利品”吓了一跳，他想找商家理论一番，却发现
链接早就失效了，一转头父亲又在直播间下了
一单，买了一罐不知道怎么用的蛋白粉。

“回家以后，我陪父亲看了几次直播，发现
这种直播针对老年人的目的性很强，主播喜欢
用一些亲切的口吻跟观众‘套近乎’，叔叔阿姨
叫得可热络了，有的直播间跟说相声似的一唱
一和，也有打感情牌‘卖惨’的，还有动辄‘慷
慨’大送赠品的，一套又一套，哄得老人家直掏
腰包。”杨先生观察到，直播间没开播的时候，
父亲也不会放下手机，短视频平台一个接一个
的短剧小视频刷个不停，小小的屏幕里上演家
庭伦理大戏，而视频里出现过的商品就在视频
角落的购物车里躺着，显眼的标识不停地跳
动。杨先生连连摇头，却又无可奈何，不能一
直陪伴在父亲身边，他也没办法时时关注父亲
的日常生活，没法给老人家“把关”。

“我们这些做儿女的其实也有责任，感觉
父母沉迷于直播间网购，其实也是因为闲下来
了，内心比较空虚，身边却没有人陪伴左右，他
们就需要找到一个转移注意力、排遣情绪的窗
口，直播间热情似火的主播、快捷便利的网购
消费，大概也是满足了他们的情感需求和消费
欲望。”张女士分析道。

透过直播间
看到不一样的精彩人生

父母沉迷网购“三无”产品堆积成山

网上“冲浪”是非多 还需擦亮双眼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杨健 见习记者 吴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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