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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瘾”父母，在直播间疯狂剁手
专家表示，对于老年人触网产生的问题，除了网络平台要做出努力，还需要

社会各方给予老人更多的关爱与尊重
N综合深燃财经 钱江晚报
瞭望东方周刊

近日，“70 岁阿姨在多个微信
群里发送抽纸活动消息，微信账号
因涉嫌违规被封后，哭诉会孤独终
老”，话题一度冲上热搜榜首，老年
人“网瘾”再次引发网友关注。

老年人沉迷网络，其中不乏在直
播间“疯狂”剁手的。“母亲沉迷直播
间购物，买回家的带鉴定证书的和田
玉和黄金，快递盒子堆成山了”“我爸
在直播间99元买的东西，我在电商
平台上找到了9.9元的，我爸说我搜
到的是假的”“到底怎么能阻止父母

‘剁手’啊，我都想报警了”……
“三无”日用品、保健品、玉石手

串字画在家里堆积如山，被父母在
直播间频繁“剁手”逼疯的网友不在
少数。为了“拯救”沉迷的父母，子
女们也曾使尽浑身解数阻拦，去直
播间留言提醒、举报直播间、限制父
母的支付方式、设置青少年模式、强
行阻止父母下单，无奈收效甚微。

父母沉迷看直播和购
物，知情后的子女急坏了，想
了各种办法劝阻父母。

“我在直播间点过投
诉、举报，有时候没用，有时
候停播一会又复播，有的号
被禁言或者封了，换个号立
马就能再播，主播还跟粉丝
说是仇家来举报的，搞得父
母跟主播更团结了。”小飞
说。

为了阻止父母，丽娜专
门去直播间看这些人的套
路。丽娜在直播间刷屏，控

诉主播拿“三无”产品欺骗老
人，说了没几句就被禁言了。

有一次趁父亲不注意，
丽娜把父亲看直播的 APP
调成了青少年模式，父亲拿
到手机发现看不到那类直播
了，丽娜善意地说是平台整
顿，把那些都禁了，“结果我
爸自己连夜注册了一个新
号，又开始看了”。

后来丽娜收走她爸的工
资卡，每个月只给一些零花
钱，她爸就用零花钱买，有时
候没钱了，就问丽娜能不能

转几百元钱买个东西，直播
间里马上就要抢完了。

荣荣（化名）和妈妈因为
看直播买东西的事情吵架无
数次了。“把我妈绑定的银行
卡解绑了，她用微信买，微信
的密码改了，她又用我爸手
机买，以前是光明正大买，现
在偷偷摸摸买。”

子女阻拦没有用，父母
即使得到了教训依然不停下
来，直播卖货到底有什么神
奇之处？

记者注意到，这些主播

卖的货很有特点。一类是保
健品，老年人年龄越大越重
视健康，这让他们最容易进
入这类直播的坑里；第二类
是珠宝、玉石、字画、珠串类，
在很多人眼里，这类型东西
有收藏价值，可以代代相传，
一旦有所谓“捡漏”的机会，
老年人很容易上当；第三类
是生活日用品，这一类日常
都能用到的消耗品，对比线
下和其他电商平台的价格，
直播间给出一定的优惠就能
吸引到老年人。

武汉的丽娜（化名）平时
不跟父母住在一起，好几次
她回家后，凌晨两三点醒来，
发现她爸还在看直播。“我爸
有两个手机，每天轮流充满
电，没日没夜地看直播并疯
狂购物”，丽娜看过爸爸买回
来的一些保健品，有的包装
上只写了“××口服液”，连厂
家和成分等信息都没有。

她家里还有父母买回来
的各种玉珠、手镯、戒指、项
链、含磁性的衣服，有很多连
快递盒都没拆，丽娜问父亲
既然没用买回来干什么，父
亲说是为了帮助别人。

冰冰（化名）的妈妈李梅
（化名）今年 61岁了，日常看
得比较多的是视频号上讲述
名人轶事、唱歌以及卖货的直

播。她在其中一个直播间被
主播推荐的免费国学课吸引，
转到了微信群里，连续一周每
天晚上8点到12点准时在微
信群听“占卜”相关的课程，到
了最后一天，“老师”开始介绍
原价八九万元的线下课程，线
上 9800 元就可以购买。据

“老师”说，学会了可以给自家
人预测吉凶，能预测股票走

向，还可以给别人占卜赚钱，
一单就能收入好几千元。

“她当场就心动了，平时
买菜几毛钱都要省，到了这
时候大手一挥说愿意花钱报
名。”冰冰告诉她这些都是

“套路”，但是母亲坚持要报，
后来冰冰找来父亲、哥哥，一
众人连劝带批评，才把母亲
拉了回来。

杭州孙女士（化名）的母
亲今年 58岁，从去年开始沉
迷直播间。“一开始我也不去
管她，但后来家里快递越来
越多。”

快递多到什么程度？“家
里摆了好多个箱子，有一次
妈妈买鞋子就一口气买了七
八双。”

最近，孙女士的母亲买
了一条转运手链。“她跟我说
原价好几万的，现在只要
1000多就能买到，能够转运

的。”孙女士说，妈妈问她要
钱，“我一听转运就炸了，在卖
转运手链的人，他们自己岂不
是运气更加好？干吗还要卖
这种东西赚钱？我就很难理
解我妈为什么会这么想。”

到底是什么样的直播，
让老年人这么上头？

曲折离奇的自制小剧
场、名人轶事、发财暴富、养
生讲堂，基本都是老年人入
坑的“重灾区”。保健品、珠
宝玉石、付费课程、日用品

等，只要安上一个低价、福利
的帽子，也能轻松击中一些
老年人。

今年春节，回到哈尔滨
老家的小飞（化名）发现他们
家两套房子里都堆放着很多
玉石、字画、陶瓷花瓶，小飞
震惊了，母亲则美滋滋地展
示自己购买的所谓的名画、
古董，“我妈说这些东西值一
千多万，因为老板家里出事
了，才几百元钱低价处理。
要能找着好的渠道卖了，能

在北京买套房。”小飞听了觉
得又气又好笑。

春节在家 7 天，小飞注
意到，妈妈时时刻刻在看视
频号上情感主播的直播，里
面上演着各种曲折离奇的故
事，有主播帮人平事、解救人
质、追踪受害者，或是连线粉
丝调解家庭纠纷、帮助老公
出轨的妻子抓小三，“狗血”
剧情不断。

粗略估计，小飞母亲买的
东西有五六十件，花费过万。

到底什么样的直播，让老年人这么上头？

“两个手机轮流，没日没夜看直播”

子女各种方式阻拦，却收效甚微

据统计，我国60岁及
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
18.9%。中国互联网络信
息中心发布的第50次《中
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
报告》显示，截至2022年6
月，我国网民规模为10.51
亿，60岁及以上老年占网
民整体的11.3%。

中国社会科学院联
合某互联网平台发布的
《中老年互联网生活研究
报告》显示，如果将受骗
广泛定义为诈取钱财、欺
骗感情、传播谣言、虚假
宣传等多方面，在互联网
上当受骗过或疑似上当
受骗过的中老年人比例
高达67.3%。

“之前我妈不知道点

了什么，后来每个月自动
扣费缴纳了一份保险。”
来自江西的陈女士告诉
记者。这样的骗局无处
不在，不良商家打着“抢
红包”“免费领取”“首月
1元”等噱头引诱用户点
击。陈女士透露，母亲还
曾在线下扫码关注微信
号及加好友，领取过一个
脸盆，此后对方微信多次
发来保健品广告，好在被
她及时制止。

“我姑妈因为看手机
过度，就在看手机时，视
网膜脱落了。”陈女士叹
息道。有专家指出，长时
间看电视、玩平板电脑
等，会增加老年人患白内
障的风险。

杭州纳百川（心理）
咨询师范琍云表示，老人
沉迷直播间购物，和老人
心理无聊、孤单有一定关
系，“被虚拟的气氛渲染
沉浸其中，在冲动心理驱
动下购买，不要说老年人
了，我们自己有时候也是
这样的。”

作为子女应该了解
父母购买后的心理行为
及状态，而不是单纯指责。

“上了年纪的父母消
费观其实是很吝啬的，注
意他/她的后悔心理并给
予理解、抚慰会比较好。
另外也可以尝试、引导父

母在购买前先给子女电
话问问有没必要，先把
关，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范琍云说。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
播学院副教授蒋俏蕾认
为，对于老年人触网产生
的问题，应综合应对，除
了网络平台要做出努力，
还需要网络之外的力量
来协同，社会各方应给予
老人更多的关爱与尊重：
家人给予老人更多情感
陪伴，社区给予老人更多
触网教育和活动选项，市
场提供更多适合的服务
对接老人需求。

对于老年人沉迷直
播间网购，中央财经大学
心理学教授窦东徽分析，
老年人对价格敏感，只要
给出一个虚的“原价”和

“折扣”价格，就会让老年
人产生“捡便宜”的错
觉。另外，老年人的网络
购物经验缺乏，更容易相
信主播的话术。

窦东徽指出，老年人
大多处在“空巢期”，心理
上有更强的社会归属需
要，直播间营造了一个虚
拟空间，“家人”的称呼、
同龄相同爱好者聚集形
成的氛围，让老年人有了
情感的寄托，购买行为成

为一种强化身份认同的
“参与凭证”。

多位年轻人对于父
母沉迷直播购物的行为
进行分析，一致认为自己
作为子女没有更多时间
陪伴父母，有一定的责任；
另外，现在盛行的短视频
和直播确实很容易让人
沉浸其中，其中一些打擦
边球的直播带货方式迫
切需要平台监管约束。

而沉迷其中的老年
人，有一些即使之后感觉到
不对劲，也碍于面子不愿
意承认，不告诉家人自己
吃了哑巴亏，变相纵容了
相似的套路一次次上演。

平台需监管约束“擦边式”营销

子女应与父母多沟通
而不是单纯指责

专家声音

我国网民10.51亿
60岁以上占11.3%

□数据
娃，这几万元

的转运手链，妈只
花一千买到咯！

卖转运手链
的人，自己留运
气不香吗？干吗
还要出来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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