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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一点了，61 岁的文君摘下
老花镜，挑起眉毛揉了揉眼，准备睡
觉。退休后，她反而总熬夜，竟然是
为了上网课，像这天，她做的就是数
独游戏。“1到 9，填在九宫格，横竖
加起来都一样，你说这一做还就忘
了时间。”文君既不是数学老师，也
不是知识分子，只是一个一年级学
生的外婆。
这样一位再普通不过的退休职

工，怎么就迷上网课了？
就在 10 月初，文君刷着手机

视频，一个名为“XX老师”的博主
抓住了她的眼球。带着“求教”的心
态，她点开进入了直播间。

文君仔细听了一整堂数学课，
发现直播间里互动的，很多都是和
自己一样的祖辈，“老师提问会有
粉丝在下面答题，我能听见她说，
‘XX奶奶你答对了’‘XX外婆你
要加强……’。”每次直播，这位
“老师”都要向粉丝们“安利”自己
出的一套付费数学课，共五百多节
视频，还有配套练习册。
文君琢磨，自己闲着也是闲着，

学呗，还能教外孙。一向的行动派，
短短 15 秒她就完成了下单付款。
自此，晚上忙完家务，她就一个人在
屋子里认真钻研，转眼已经坚持了
一个月。

阿琴总被儿子“管”着。这天，
趁着家人午睡，她悄悄起床出门，五
分钟后回来，背过身拆开刚刚取回
的快递。
这已经是阿琴买的第两百多个

小花盆了，自从在直播间发现了三
五块一个的花盆包邮到家，她内心
的花草就像喝了肥料一样疯长起
来。面对被密密麻麻的花盆“攻占”
的房间，阿琴的儿子已经“三令五
申”请妈妈别买了。只可惜，每当直
播间里传出老板的“甩货了，就一
个，秒没啊。”阿琴刚刚痛下的决
心，就被抛之脑后。

从单位退休的第 6年，56 岁的
阿琴得了孙子，一头扎进了带娃的
天伦之乐中。日子久了，被孩子捆住
的阿琴也会无聊，直到她学会了刷
视频看直播。
“种种花挺好的，家人也不反

对我，老有所乐嘛。”阿琴的两百多
个花盆里大部分是多肉植物，什么
“吸财树”“黄金璀璨”“吉娃娃”
“赫拉”“暗冰”“柳叶年华”“雨
滴”“碧桃”……这些看起来大同
小异的植物，阿琴一口气能说出几
十个花名，满含爱意。
网购的热情，逐渐从花和花盆，

延伸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有时候，
阿琴的老公只能摇摇头。
阿琴家的快递，就像上班一样，

一周七天，至少五天准时到位。收到
货不满意的又纷纷退了回去，负责
小区快递的小哥儿，从顺丰、京东到
韵达、圆通，都已经熟门熟路。常常
夜里十一、二点，儿子上卫生间，还
能看见母亲卧室里手机屏幕发出的
光亮。他不得不催促，阿琴才像个被
训的小孩一样，把手机收起来乖乖
睡觉。

两年前，老齐迷上一个广场舞
APP，每晚饭后的一两个小时跳广
场舞回家后，必定要打开这个软件
再练一会儿。

老齐的舞队，就在家附近的体
育场里，每隔两周，领队都要教新
舞蹈。教新舞蹈的当天散场以后，
微信群里必定有领队发来的该
APP 的教学链接，老齐就是这样接
触了这款APP。从背面教学版本到
动作分解版本，各种教学视频应有
尽有。

“跳广场舞的没人不知道，回
家都用这个练，谁不想一出场被人
夸跳得好。”
时不时打开广场舞软件逐渐成

了老齐的习惯，每天泡在这里四五
个小时。“XX 广场舞”“想锻炼、

上 XX”，APP 视频片首的广告语
成了屋子里出现频率最高的电子声
音，全家都被这个有点魔性的声音
“洗脑”了。

渐渐地，老齐使用这款APP 的
场景也从跟着学跳舞，到刷刷最近
有哪些新歌新舞、关注的达人上传
了什么新内容，乃至如何拍出旅游
大片、花卉摄影的构技巧、秋天养生
小妙招……

软件里能花钱的地方不少，买
课程、买服装道具、还有直播间里的
带货。软件还能“送花”，但老齐没
用过，因为 “担心一不小心花了
钱”，但“摇红包”功能，老齐就没
错过，虽然从来没成功提现过。
老齐知道这些“氪金”套路，舞

队里也有队友买过付费课程，尤其
以领队买得最多，但作为一名节俭
惯了的 60 后，老齐可以抑制住心
中的购买欲望。

不论是学习、购物、寻找同伴，
移动互联网上海量的 UGC （用户
原创内容），给退休老年人带来了
丰富的生活体验资源。中国人民大
学人口与发展中心、老年学研究所
教授杜鹏在研究中预测，2034 年中
国老年人口（60 岁及以上）将突破
4亿大关，占总人口近 30%。
中老年人在互联网上获得退休

生活的充实感、认同感，将是今后的
趋势之一。关了灯的夜晚，总有一束
微光在床头亮上那么一会儿。

据《第 45次中国互联网发展
状况统计报告》 显示，2020 年 3
月，50-59 岁和 60 岁以上的人口
中，上网规模分别占到相应年龄组
的 42.6%和 23.8%，而在 10 年前，
这一数据还仅仅是 11.1%和 4.8%。

伴随着较晚出生、会使用网络的群
体逐步进入老年阶段，未来将会有
更高比例的老年网民出现。
文君的课学到了“鸡兔同笼”。

女儿知道她花三百块买了小学数学
课来钻研，觉得有些不可思议，第一
反应是又被忽悠了，让她没想到的
是，接下来的这段时间，老妈竟然
“沉迷其中不能自拔”。

“我是觉得有点魔幻啊，以前
听说有老头老太太上网课的、打游
戏的，没想到我妈也会这样。”女儿
说起来带着些难以理解的笑，她打
趣，以后儿子的数学有人管了。
其实，文君没告诉女儿的是自

己的孤单。把外孙带到了上小学，她
住在女儿家帮忙的“使命”暂告一
段落，一个月前搬进了自己的养老
房，这是老伴几年前病逝后自己第
一回一个人住。每次回到家，就觉得
冷清。这些小学的数学题，成了她生
活里热闹的一部分，原本觉得难熬
的时光，倒是消磨得快了许多。
而像阿琴那样，在直播网购里

寻找满足感的中老年人，也日渐增
多。据抖音在今年三月份的一项问
卷调查显示，50-59 岁和 60-69 岁
中老年人在视频 APP 购物的比例
分别是 26.3%和 10.1%。
尽管希望母亲克制一些，但儿

子还是能理解阿琴对网购和花草的
迷恋：“我们每次在花园里遛娃，她
都会和我提起自己童年长大的那个
果园，外公种的树，她会爬上去摘苹
果吃。后来到了市里读书，青年商店
就成了她最爱的地方，时常去逛。”
他说，母亲上了年纪总会回忆

过去，时代改变了她的生活环境，但
网络打开了另一种实现愿望的途
径，虽然母亲的两百多盆花让他有
些哭笑不得，但每当看到老人花些
小钱乐在其中的样子，倒也觉得安
心。

外婆网课上瘾
自学““鸡兔同笼””到凌晨

被“网”住的“银发族”其实打开了另一种实现愿望的途径

晨报首席记者 庞菁涵 记者 唐 玮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六旬的母亲沉迷网课不可自拔，不要感到惊讶，她不是特例，也没打算参加考
试，可能只是单纯地“爱上了”学习这件事……

和 Z 世代恰巧相反，有一群人刚好退休在互联网时代，拿着手机看到深夜，不再只是年轻人。 据
统计，截至 2020 年，我国 50-59 岁和 60 岁以上的网民占 42.6%和 23.8%，未来还会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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