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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精神养老是一种全新的养老模式#在解决城市老年人精神需求与满足问题方面

具有重要的作用$从表现形式来看#精神养老包含老年人获得的精神支持#即亲情&友情&

社会规范驱动性支持%老年人的精神满足#即以打发时间为目的&实现自我价值为目的&精

神升华为目的的精神满足%精神诉求#即内容强化&内容替换&内容增加&内容移植模式等

方面的内容$精神养老具有固定的实现形式#兼具层次性与非层次性特征#其发展离不开

社会的关注$

关键词"精神养老%精神需求%养老模式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物质生活的不断丰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社会

保障体系的不断完善#+老年人,这个在人们的印象中往往具有弱势性&依附性特征的群

体#将不再满足于吃饱穿暖#而是希望其精神需求也能够得到满足$对城市老年人而言#

其精神需求问题较为突出#有必要为该群体提供相关精神服务
'施鸣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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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为

老年人提供+精神赡养,具有突出的重要性#必须充分重视老年人的自尊&期待与亲情方面

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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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老年人精神需求与满足问题#有逐步向老年人精神生活&精

神保障问题转化的趋势
'周绍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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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近年来#+精神养老,概念开始逐渐在学

术界兴起#而与+精神赡养,&+精神慰藉,等概念不同的是#+精神养老,不仅包含了精神服

务的接受者与提供者之间的关系&精神服务的提供方式&精神服务的构建模式等狭义层面

的内容#同时还在宏观层面包括了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与满足问题$

本研究基于深度访谈研究法而展开$深度访谈是一种半结构式的访谈#它选取研究

问题的某些方面向调查对象提出问题$该方法的优势主要在于#在访谈时可能出现诸多

+意外因素,#即被访者的回答可能存在研究设计者未曾预想到的内容#从而#深度访谈常

常能够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发现$而结合本研究的主题来看#受到精神养老概念的特

殊性等因素的影响#使用深度访谈法#可以对老年人的精神生活世界有更为透彻的了解#

有助于对精神养老的具体表现形式进行梳理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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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老年人进行了深度访谈$其中#

]=!

和
]=

社区毗邻闹市区#交通便利#社区有一定的助老设施硬件基础#例如老年活动室等$

H+

社区中生活着较多的某单位退休职工#社区整体环境较差#社区活动场所狭小#没有

老年活动室%该社区居委会并不设在社区内#而是离社区较远#还要过马路#对此#老人们

颇为不满$

a9

社区紧邻公园#老人们常常在清晨或者茶余饭后去公园散步$

在运用深度访谈法收集相关研究资料的过程中#本研究还采用了+三角校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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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不仅对案主进行访谈调查#还视情况有针对性地采访了老人的亲友&

邻里等#以期获得更为翔实的资料#深入了解老年人的精神生活状况$本研究从老年人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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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的精神支持&老年人的精神满足&老年人的精神诉求三方面对精神养老的具体实现形式进行了分析$

一&老年人获得的精神支持

精神支持是老年人精神养老体系中最基本&内涵最为丰富的组成要素#其核心就是给予老年人精神

关怀#关注其精神生活$精神支持可以被分为亲情支持&友情支持&社会规范驱动性支持三大类$

'一(亲情支持

亲情支持的主要提供者是与老年人关系最为亲密的人#这种支持重在关心老年人的日常心情&帮助

其消除不良情绪#以维持其心理健康#是老年人精神养老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老伴&子女&保姆等通

常是这种支持体系的主要承担者$

老伴是老年人精神支持最为重要的来源#由于相濡以沫多年#因此对老年人的脾气比较了解#能够

及时地发现老年人精神状态所存在的问题#并给予帮助$

从子女的角度来看#他们通常能够为老人提供三种不同类型的精神支持"

第一#同住式的支持$子女与老年人同住#照料老年人的日常生活#并为其提供精神关怀方面的支

持#这种支持模式多适用于生活难以自理的老人$子女为老年人提供物质层面的支持之余#通过言语安

慰&日常照料等表示对老年人的精神关爱#其具体实现形式与老伴的支持相似$

第二#以电话为媒介的问候$当子女因各种原因难以和老年人同住时#电话问候就成为了子女为老

年人提供精神支持的主要渠道$访谈调查结果显示#电话问候一般是由子女主动打给老年人#鲜有老年

人打给子女的情况$

第三#上门看望$上门看望一般和电话问候相结合#通常体现为两种方式#其一是子女在节假日时

去看望老年人#其二则是子女平时经常去看望老年人$对前一种方式而言#子女一般都会做足+准备工

作,#例如购买礼品#带上孙子孙女等%而另一种方式则显得较为随意一些#就是子女到老年人家中坐坐#

并与老年人聊天等$无论是哪种实现形式#老年人都表示欢迎#认为这具有重要的意义$

而从保姆所提供的精神支持来看#保姆是亲情支持体系中较为特殊的组成要素#她们与老年人之间

通常没有血缘关系#因此理论上无法形成亲情支持赖以维系的+血亲,条件$然而#由于老年人长期独居

或生活难以自理#导致老年人在日常生活方面依赖于保姆时#有可能会形成一种近似于亲情支持的精神

支持体系$这种体系的形成有两个前提条件"一方面#保姆和老年人相处融洽#且能够主动地关心老年

人的精神生活#并给予相应的精神支持%另一方面#老年人未能获得足够的来自老伴&子女等家庭成员的

精神支持$

'二(友情支持

友情支持主要由老年人的老朋友&老同事等群体所提供$对老年人的友情支持#主要是通过老年主

体中心性的模式进行构建$即老年人自身为中心#由中心向外部发散出连接线#线的终端就是老年人的

老朋友等群体#由此形成一个以老年人自身为主体的人际网络$

老年人的友情支持来源#主要可以分为三个方面"

第一#来自老同事&老战友&老朋友的精神支持$老同事&老战友&老朋友是除了配偶&子女&亲属之

外#与老年人关系最紧密的群体$该群体熟悉老年人的性格&脾气#因此在交流&沟通方面没有太大的障

碍$共同的经历&共同的回忆是该群体所能给予老年人的最为突出的精神支持$

第二#来自社区邻里的精神支持$这种精神支持的形成有一个基础条件#即老年人必须和社区邻里

建立起较为融洽的关系$+老死不相往来,会导致社区邻里的精神支持模式的解体$老年人与社区邻里

的沟通交流#会形成+老年亚文化群体,#这是老年人消除寂寞&打发时间的重要渠道$而+老年亚文化群

体,能够促使邻里之间互相关心#有利于帮助老年人克服精神压力#避免产生消极情绪#使老人感受到来

自+大家庭,的温暖$

第三#来自扩展社会关系的精神支持$扩展社会关系也是老年人精神支持的重要来源#它在本质上

属于老年人的朋友&熟人一类的关系#但不同于老朋友&老战友等群体#老年人扩展社会关系的形成#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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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定的偶然性#+舞友,&+戏友,等就是这种社会关系的典型体现$他们能够为老年人提供一定的精神

支持#例如老人生病时上门看望#这种支持能够使老年人感受到群体的温暖#有利于帮助老年人缓解消

极情绪$此外#老年人的扩展社会交往在体系的互动程度方面更强#成员之间容易形成较为默契的互动

关系#而这种默契往往成为扩展社会关系发挥其精神支持功能的基础$

'三(社会规范驱动性支持

与亲情支持和友情支持不同#社会规范驱动性支持突出地体现为支持的提供者和老年人之间一般

并没有基于亲情&友情的社会联系$其次#与前两种支持不同的是#这种支持一般有着目的导向性和规

范控制性#可能会受到社会道德&规范&政策等因素的直接影响$因此#它是在社会规范驱动之下所形成

的#以尊老敬老为终极目的的一套精神支持体系$对老年人的社会规范驱动性支持#也可以理解为使老

年人能够+老有所敬,$来自志愿者与陌生人的支持#是社会规范驱动性支持的主要实现形式$

志愿者支持的主要实现途径是与老年人聊天#介绍新鲜事儿等#重在与老年人进行沟通交流$尽管

这种精神支持在形式上较为简单#也通常难以触及老年人内心的真实世界#但因为志愿者多为中青年

人#与老年人之间跨代际的交流#不仅是老年人了解外界生活的重要渠道#同时也满足了老年人希望与

中青年人群进行交流的愿望$

来自陌生人的精神支持#需要有良好的社会尊老敬老风气作为基础#这种支持主要体现在日常生活

中的尊老敬老行为方面$例如在公交车上给老年人让座#老年人手提重物上下楼时帮忙扶一下等等#这

种支持体现了社会对老年人的关爱#以及人们对尊老敬老思想的认同$

二&老年人的精神满足

按照内容方面的不同层级性#可以将老年人的精神满足分为三个层面的内容$

'一(初级层次

以打发时间为目的的精神满足$这种精神满足在实现形式上较为简单#主要包含四种类型"

第一#看电视&听收音机$看电视&听收音机是老年人消磨时间的主要途径#不过老年人对播放的节

目也是有选择性的#新闻&家庭类的电视剧&老电影&老年保健节目#是最受老年人青睐的节目类型$不少

老年人表示#+容易打发时间,是他们首选电视&收音机节目等以满足精神需求的关键原因$

第二#与其他老年人一同聊天&交流$这是老年人寻求自我精神满足的一种重要途径$小到柴米油

盐#大到国家政治#都是老年人所青睐的话题$对老年人而言#交流的内容并不重要#他们所寻求的是

+有个说话的伴儿,#能够与其他老年人聊上几句#好打发时间#是老年人聊天的主要目的$

第三#在公园活动$公园是老年人进行沟通交流&+凑热闹,的理想场所#因此对老年人而言#到公园活

动#既能够有效地打发时间#还能满足其沟通&交流的需求$

第四#参与棋牌类游戏$打麻将&下象棋&打扑克牌等棋牌类游戏#是老年人用以消磨时间的主要活动

方式之一$不少老年人表示#自己打麻将&打扑克纯粹是出于兴趣爱好#并不在乎输赢%消磨时间#消除寂

寞情绪#是老年人热衷于棋牌类游戏的直接原因$

'二(中间层次

以实现自我价值为目的的精神满足$班图拉的自我效能感理论认为#即便人的行为没有对自己产生

强化#但由于人对行为结果所能够带来的功效产生期望#可能会主动的从事那一项活动$老年人对自身价

值的认知通常是模糊的$因此#老年人会尝试通过从事一些简单的日常活动#或者参加老年兴趣班&上老

年大学等#逐步建立自我效能感$换而言之#提升自我认同感#+能够使自己觉得还有点用,#是老年人实现

自我价值目的的最终目标$

'三(最高层次

以精神升华为目的的精神满足$对部分老年人而言#追求精神层面的升华#是其精神生活的主要内

容#通过其精神层面的自我提高#老年人能够达到精神上的满足$精神升华的主要实现形式是宗教信仰#

老年人往往通过吃斋念佛等形式#实现精神层面的+自保,&+自觉,与+自省,#提高自身的精神修养与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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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老年人的精神诉求

事实上#几乎所有的老年人都存在着精神诉求$精神诉求与精神满足在内容方面具有相对性#精神诉

求脱胎于精神满足#是对精神满足中缺失的内容的一种完善与补充#代表着老年人在精神生活方面的追

求$因此#当老年人的精神满足实现情况较好时#老年人的精神诉求相对比较简单%反之#则老年人的精神

诉求在内容方面将会呈现突出的复杂性与综合性特征$

老年人的精神诉求是一个主观性很强的概念#在客观层面上#它受制于老年人的年龄&文化程度等方

面#而在主观层面上#它又是老年人个性&爱好&心理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老年人的精神诉求一

般具有四种不同的模式$

第一#内容强化模式$该模式反映了老年人对当前自身精神满足的实现形式较为满意#并迫切希望能

够得到进一步强化$内容强化是为了让自己的精神需求得到更好地满足#而这种诉求在很大程度上以老

年人自身的爱好为基础$

第二#内容替换模式$选择内容替换模式的老人#对当前精神满足模式中的内容并不满意#希望能够

实现其所期望的精神满足内容$而失能&患病的老年人#往往有着较为强烈的+内容替换,的需求$

第三#内容增加模式$这种模式是老年人对其当前精神满足模式的一种补充与期待$内容增加模式

一般与老年人的+老有所为,愿望有关#这种愿望一方面包含了老年人对自身素质进一步完善的期待%另一

方面#则包含了老年人对实现自身价值的期望$从访谈的结果来看#不少老年人并不认同自身仅仅是社会

支持的接受者#认为自身依然还存在价值#能够为社会尽一份力$

第四#内容移植模式$这种模式主要是指老年人通过报纸&广播&电视节目等媒介#对其他老人所能享

受的丰富多彩的精神生活方式表现出非常强烈的憧憬#希望能够实现+与他人一样,的精神养老方式$内

容移植模式的存在#也在客观上说明老年人的精神诉求具有一定的模糊性特征$

需要指出的是#受到老龄工作的开展状况&涉老设施的建设状况&老年人自身的健康状况等多方面的

影响#精神诉求常常只能成为+空中楼阁,$而事实上#精神诉求对老年人的精神养老而言#其最大的作用

就是+画饼充饥,$老年人对美满的&富足的精神生活的向往#是维系其精神生活状态相对平稳的重要外在

力量$对不少老年人而言#其精神生活只要还能+有个盼头,#哪怕是幻想也好#往往能够成为老年人维持

精神生活稳定的+救命稻草,$由此#+愿景,作用就成为了老年人精神诉求作用中最为重要的特性$

四&研究结论与启示

首先#精神养老的实现形式客观存在且有固定模式可循$以上研究揭示#精神养老有着具体的实现形

式$小到子女为父母打扫卫生#排忧解难%大到老人参与社会活动#为社会建设贡献力量#均为精神养老的

直接体现$因此#精神养老也就由此在概念与形式上具有了实体性#而并非是+虚无缥缈,的内容$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精神养老受到老年群体的异质性影响#而具有较为鲜明的多样性特征#但这并不

意味着精神养老的实现形式就无章可循$相反#无论老年个体采用何种具体的精神养老实现形式#均无可

避免地会遵循精神支持&精神满足与精神诉求分类的原则$这使精神养老由此具有了初步的体系结构特

征#而这恰恰是作为养老体系所不可或缺的内容#由此#这使得从体系层面系统地研究精神养老成为了

可能$

其次#精神养老兼具层次性与非层次性的特征$+层次性,脱胎于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其基本内涵

可以概括为"需求是分层次的#从低至高依次分为生理&安全&社交&尊重&自我实现的需求%其次#低层次需

求的满足#是追求高层次需求的动力$国内大多数涉及到老年人精神需求与满足的研究#均在不同程度上

对该学说予以了肯定$

从层次性角度来看#精神养老的具体实现形式有着鲜明的层级特征#例如看电视消磨时间#与参加社

会活动以实现+老有所乐,#二者之间存在着突出的层次差异$而从非层次性的角度来看#对家庭生活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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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满&子女尊老敬老意识淡漠的老人而言#他们同样可以通过参加老年志愿者活动#为社会做出贡献#并获

得心灵上的安慰$换而言之#在精神养老体系中#追求高层次的精神需求不一定需要以低层次需求的满足

为基础$不难发现#老年人对自身精神需求状况的主观认知#对精神养老的体系构建能够产生较为强烈的

影响$因此#在今后开展以老年人精神需求与满足为主题的研究时#应当尽量把研究的焦点集中于老年人

自身#而不是过度拘泥于需求层次理论等方面的内容$

再次#精神养老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的关注$发展老龄事业#保障老年人的养老权益#促进老年群体与

社会和谐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精神养老概念的提出#不仅对当前养老内涵过于关注物质层面这一

现象提出了质疑#同时还蕴含着老年关爱&老年人社会参与&老年人自我价值实现等多方面的内容$因此#

在明确精神养老的概念内涵的同时#有必要充分重视这一概念的特殊含义#这一方面不仅响应了党的相关

领导政策#同时也为从理论层面上构建老年人综合性的保障体系提供了政策依据%另一方面#关注精神养

老也反映了我国老龄工作开展的必然要求$从发展的角度来看#就是要把精神养老体系的构建与以人为

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建设相结合#只有这样#才能够有效促进精神养老的发展#充分保障老年人的生

存权与发展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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