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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父母“心事”儿女知多少

抢鸡蛋、乱买东西、喜欢囤积杂物……老人身上这些“小事”莫要轻易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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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年轻时爱干净整洁的老
人，上了年纪却开始往家里捡“破
烂”，总是喜欢往家里囤积许多东
西？为什么退休前情感和睦的老两
口，退休后变得无话可说，甚至开始
争吵不断？为何有的老人过去情绪
稳定、心态平和，退休后动辄就发脾
气，或者焦虑多疑？常见的现象并
不能都称得上是正常，看似令人不
得其解的种种现象正在揭示一个不
容忽视的问题：老人的心理健康问
题正在逐渐凸显。

据《2022 年中国老年心理健
康白皮书》统计，高达63%的中国
老年人经常感到孤独，即使是在喧
闹的人群之中，仍有54%的人感到
孤独和遗憾。调查数据显示，城市
与农村的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也
大相径庭，城市老年人的心理健康
率为30.3%，农村老年人更低，仅为
26.8%。从整体来看，我国老年人
的心理健康率不足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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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市民张女士注意到，自己
72 岁的母亲总喜欢往家里拿东西。
有时候是超市打折的鸡蛋或是促销商
品，有时候是一些没听说过名字的保
健品。张女士每次来母亲家里看望，
都会发现屋子里多出一些前几日没见
过的“新面孔”。

“我说过她好几次了，但是她也没
当回事儿，下次回来还是看到她不停地
往家里带东西。”张女士有些无奈，屡次
劝说无果，有时候两个人脾气上来了，
免不了还要吵一架。“后来我试着查了
一下她带回来的这些保健品，想着如果
品牌可靠也就算了，至少也没坏处，结
果一看，净是‘三无’产品，根本就不靠
谱。”张女士看着家里的“清凤”纸巾和
杂牌洗衣液，还有在她眼中显然是“智
商税”的保健品，有些哭笑不得。

对于女儿的不理解，张女士的母
亲叶阿姨也有自己的想法，她告诉记
者，自己带回来的东西都是社区一起
跳广场舞的老姐妹们推荐的。推销员
的态度也很热情，一口一个“阿姨”地
介绍、三天两头地嘘寒问暖，让社区里

的老人们纷纷心甘情愿掏腰包购买产
品。“这款蛋白粉我听隔壁楼的李婶说能
降血压，还能增强抵抗力，我们几个就一
起去买了，还送了我们一人一提纸巾，真
的特别实在。”叶阿姨指着储物间里存放
的瓶瓶罐罐，她对自己购买的保健产品
的功效深信不疑。

张女士的烦恼并非个例，许多子女
都抱怨过自家父母执意乱买东西的情
况，终归是拗不过父母的“倔”劲儿，束手
无策不知如何是好。老人怎么总是乱买
东西，宁愿听信推销人员和其他老人，也
不肯听子女的劝，到底是为什么？对此，
记者咨询了青岛市市立医院临床心理科
主任医师王克。

“家里的老人乱买东西，这一现象背
后蕴藏着很多因素。老年人上了年纪以
后，包括大脑在内的身体各方面机能都
在下降，以至于老人的认知能力和判断
能力都会相应地有所下降，他们面对推
销话术和诈骗陷阱时，往往很难像年轻
时那样快速厘清其中的逻辑，准确做出
判断，所以有时候，对于子女而言很是显
而易见的骗局，对于老人来说可能就不

那么容易被一眼看穿。”王克告诉记者，认
知能力下降是上了年纪后必须面对的问
题，老人记性不好，常会丢三落四，做事效
率下降、动作变慢，这都是不可避免的。

“我朋友的母亲也有这个情况，家里买
了一大堆不实用的东西。因为老人身体大
小毛病也不少，对于生老病死的担心和焦
虑情绪是正常的，所以在听说产品有维持
健康的功效时，他们就会选择购买产品。
除此之外，有时候子女的关心无法满足老
人的需求，填补不了老人的孤独感，也就很
容易被外界的话术所影响，所以平时主要
还是多多陪伴老人，关注老人的情感需求
和精神状况，及时给予老人关心。”王克说。

老人的身体机能、认知能力下降，还表
现在很多方面，比如人们常说的“老人味”。
由于认知功能下降，老人对外界的感知有所
变化，对卫生的概念也会随之发生改变，忘
记换衣服、对气味不再敏感，洗澡和换衣服
频次减少等种种因素，都是造成“老人味”的
原因。除此之外，部分老人不愿意出门也与
认知能力下降有关，因为理解力和交流反应
能力下降，让老人对外出社交感到疲惫，不
如待在家里感觉放松舒服。

喜欢从垃圾箱里捡一些别人废弃
的旧物、杂物，家里的纸箱都攒着舍不
得扔……谁能想到今年80岁的黄阿姨年
轻时是个干净利索的人呢？黄阿姨的子
女十分头疼，虽然黄阿姨把家里的纸箱都
叠得整整齐齐，但老人总喜欢把小区垃圾
桶里别人不要的玩偶、家具捡回来，家里
堆得满满当当的。

“吃穿用度也没有短老人的，但是老
人一看到别人扔的旧东西还能用，就挪不
动脚。”针对这一现象，王克也给出了专业
的意见：“如果从前爱干净的老人，现在喜
欢往家里囤积各种杂物，但整理摆放很整
齐，其实也是不必太过担心的。可能老人
因为成长环境，从小养成的生活习惯，导
致他们不愿意浪费、喜欢勤俭节约，想卖
废品增加收入也是可以理解的。倘若从
前喜欢干净的老人，突然变得邋遢起来，
东西摆放杂乱无章却浑然不觉，生活习
惯、性格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时
候就要及时关注一下老人有没有记忆力
衰退的迹象，提前预防老人患老年痴呆的
情况。”

记者从王克口中得知，老年人是抑郁
症、焦虑症等疾病的高发群体。由于老人
的各方面机能下降、退休后生活状态改
变，导致许多老人对于死亡产生恐惧心
理，对于生活不习惯产生焦虑情绪，如果
不能尽快调整心态，就很容易生病，像睡
眠问题、情绪不稳定等，都是很常见的表
现。由于女性的性格特点和受激素水平
影响，心理问题在她们身上尤为明显，也
更需要加以防范。

“心理问题需要得到重视，老年人因
为心理问题而自杀的比例也并不低。综
合来看，容易烦躁、找家人麻烦、怕吵、怕
光、怕受刺激往往是焦虑的表现。还有一
些老人会发生老年抑郁，出现话少、食欲
减退、反应迟钝、精力明显下降等表现，加
上很多老人可能深受老年病折磨，生活质
量低下，这就更容易产生活着没有盼头的
想法。”对此，王克提醒子女要及时关注老
人身上的变化，除关注老年人的身体健康
外，还要多关注老人的心理需求，多倾听
老人的心声及时给予关怀，一旦发现老人
的心理异常，应及时寻求专业帮助，采取
措施进行干预，防止病情恶化；对老人来
说，要学会调节不良情绪，接纳自我适应
角色转变，适应老年生活，多多参加社交
活动，培养健康的兴趣爱好，充实生活，同
时保持健康作息，适当运动。

此外，近年来，随着老年友好社区建
设工作的推进，社区也在积极引入老年心
理健康咨询服务，健全社会心理健康服务
体系，通过加强社区、家庭、医院合作，强
化针对老年人的社会服务和心理健康服
务，对有需要的老人进行上门探访、心理
抚慰，以便能够为老年人提供更及时有效
的心理健康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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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以后，家里老人的脾气就越
来越差了，以前情绪都很稳定的人，现
在一点儿也说不得，一提意见就急眼。”
对于父亲陈老爷子的变化，陈先生显得
有些不太适应。不光如此，退休前，陈
老爷子和老伴相处也很融洽，老两口感
情一直很好，相濡以沫几十年，没想到
退休以后，反而开始有了小摩擦，两个
人经常一个想去跳舞，一个只想和老伙
计们棋盘上“杀”几局过过瘾再说，兴趣
不一致，也容易闹矛盾。“我父亲的变化
尤为明显，有时候家里没做他想吃的
菜，他就一甩袖子不吃了。”陈先生细数
父亲的种种变化，怎么也想不通父亲到
底为什么会变得这么易怒。

“退休前，老人过着比较规律的生
活，上班下班，已经成为一种习惯，然

而退休打破了这保持了几十年的习惯，
破坏了他一直以来的‘平衡’。所以老人
难免容易产生焦虑情绪，这是可以理解
的，尤其是一些老人退休前，在领导岗位
上工作，或是工作起来很有成就感，退休
以后，生活和工作上的变化、角色的转变
就会让老人产生一些不适应。”王克告诉
记者，情绪问题在退休老人身上尤为常
见，这一点也引起了市民小姜的共鸣：

“我奶奶也是，在家里总是因为一些小事
就生气，跟我们闹别扭。过去她一直是
个比较要强的人，我们分析可能也是因
为上了岁数以后，她对于自己身体素质
的下降比较敏感，总是担心自己是不是
成为家里的累赘了。”

“退休前，夫妻两人的生活重心主
要放在工作上，下班回家以后，两人的

相处时间也少于面对工作的时间。退休
以后，两个人相处时间变长了，也就会发
现对方身上过去没有注意到的问题，兴
趣爱好的不同也是两人容易产生分歧的
原因之一。”对于夫妻之间的矛盾，王克
也给出了合理的解释，这就需要老人多
培养一些兴趣爱好来转移注意力，平时
也要注意不要忽略与伴侣的相处。“如果
老人能够尽快适应退休以后的生活节
奏，很快就能找到新的生活方式，缓解自
己的焦虑问题，对生活影响不大，其实就
不需要太过于担忧。但是如果老人有一
个持续的情绪低落表现，或者持续的焦
虑不安，以至于影响睡眠、身体疼痛，疑
心自己是不是得病，就要考虑老人是不
是存在焦虑症、抑郁症的情况，要及时带
老人就医。”王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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