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了年纪的老人退休后，与社会逐渐脱离，
这是挺普遍的现象，所以他们需要借助手机继续
关注社会、关注家人。”多年从事养老研究工作的
一家养老机构经理负责人表示，自己也经常注意
到父母的朋友圈里出现类似的信息。

智能手机、沟通软件对老人来说尚属“新鲜”，老
人才会不择时机地叨唠孩子，或是不辨真伪地转发
一些虚假信息。他建议子女多以实际案例让老人保

持一定的警惕。即便是老人发自己的生活信息，也
要提醒他们，不要在照片、文字中泄露隐私信息。

而对于老人对子女的唠叨引起的反感，他觉
得儿女应该更多体谅老人。“毕竟是老人的关心。
如果你的父母常常在朋友圈里唠叨你，那你是不
是也该反思一下，与父母的交流太少了呢？”应该
与家人联系，“尽量别发语音文字，而是打个电话，
有条件的话能多回家才是最好的。”

专家：破解难题，要靠日常面对面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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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族，为什么不让父母看你朋友圈？
网络发布：52%的子女朋友圈曾屏蔽父母

日前腾讯发布了《朋友圈年度亲情白皮书》，其
中对1000多名子女调查的结果显示，有52%的人
曾有过将父母屏蔽、不让父母看到自己朋友圈内容
的举动。尽管绝大多数子女仅仅是因为“怕父母瞎
担心”等原因采取了这样的做法，但不少父母也表
示，子女这样做还是让自己心里很不舒服。

记者走访多个街道、社区，对许多为人父母、
为人子女的市民进行调查发现，朋友圈屏蔽父母
的大有人在，而知道自己被屏蔽的却并不多。但
可以肯定的是，子女们这样做，并非出于恶意。总
结起来，大多是怕父母多想、担心。

一边是长辈热情的关照，另一边却是晚辈不
领情般的冷漠，这问题究竟出在哪里了呢？

▋本报记者

闹心的唠叨占据朋友圈评论区
小阳女士1987年生于安庆市，上大学考到了

合肥市，并在这里工作定居下来，仅仅逢年过节才
有时间回家与父母团聚。

小阳是个好姑娘，不仅工作吃苦耐劳，对待身
边人也是真诚善良，身边的朋友、同事都很愿意跟
她交往。平日里，小阳的朋友圈除了日常工作，也
常常会约好友相聚吃饭、逛街、打游戏。可每次小
阳兴高采烈地发朋友圈，却总会引来妈妈的留言：

“赶紧解决个人问题！”
这让原本沉浸在和朋友聚会这样愉快气氛中

的小阳，立刻如同浇了一盆冷水。类似情况多了，
小阳就很是别扭，于是有一天，她给父母设置了分
组，发朋友圈也是首先选择“不让他看”，并勾选父
母这一组。

事实上，对于母亲的叨唠，小阳有着不快乐的
记忆。“她简直对我的婚姻大事丧失理智，托人给
我介绍对象，对方再不靠谱、条件再差她都同意。”
小阳说，为此她多次和妈妈吵架甚至冷战。

几年前，她给父母买了新款的智能手机，想着
是能随时交流，但不久便发现“闹心的唠叨又回来
了”。“我为了生活努力着，她有些话说得我都窝
火。算了，我发朋友圈的时候，把母亲屏蔽了吧，
少给她唠叨我的机会。”

双方关心的问题不在一个“频道”
走访中，不少年轻人表示，随着年龄长大，特别

是工作以后，总是希望父母干涉的生活越来越少。
“特别是独立生活开始之后，难免有些私生活的

事情不希望父母知道，毕竟他们看待事物的眼光跟我
们还是有区别的，许多无伤大雅的事情，在他们看来
就是天大的事，必须制止。”徐先生说，他的一些生活
小习惯总会时不时招来父母在朋友圈一顿留言数落。

“都是关心，都是好意，但很多都没有必要。
现在工作挺忙，我更希望他们跟我聊聊家里的趣
事，比如爸爸又怎么跟家里的小狗斗智斗勇，防
止小狗啃沙发，比如妈妈最近买到了什么漂亮衣
服，想吃什么东西却买不到等等。”他说。

记者走访发现，不少年轻人不仅在朋友圈屏
蔽了父母，也不再看父母的朋友圈了。

“你看我爸的朋友圈，什么不看不是中国人，什
么豆浆和油条一起吃会死掉，还有这个，保持这30个
好习惯让你活到100岁。每天就是这些信息。”合肥
的小张打开手机向记者展示，不停抱怨，每次向父母
提出不要看这些骗子文章，可父母嘴上答应，行动上
却并不改变，还是每天发这一类的文章。

这些内容对于父母来说也许算是“新鲜”，但
对于为人子女的年轻人来说，“都是些没营养的垃

圾信息。七八年前新闻里讨论过的食品安全问
题，如今早就解决了，但父母还在转发。”小张说，
更重要的是，其中有些信息、链接，一看就知道是
诈骗信息。

最初，小张总会郑重其事地向父母普及国家打击
网络诈骗和微信诈骗的知识，可却总是收效甚微。

说了一次又一次，始终没效果。最终，小张选
择了屏蔽父亲的朋友圈。“很怕他受骗上当，但又
希望他能被骗一次，这样才有切肤之痛，才明白哪
些真的是骗子。”小张说。

垃圾信息太多，子女不再看父母朋友圈？

通过走访可以发现，父母在得知孩子把自己屏
蔽出朋友圈后，大部分人都表示了“失落”和“自
责”，记者也采访了几位父母。“朋友圈还有这样的
功能？”小阳的母亲沉默了一会儿说，虽然我相信女
儿一定有难处才这么做的。但得知这个情况还是
很失落，觉得在我们母女之间多了一堵无形的墙，

我是关心她的，可换来的却是不理解。
当然，也有父母对此表现出了自责。“平时我

只注意对孩子的管束，但其实仔细想想，是不是我
们给孩子的约束太多，压力太大了？”采访中，一位
母亲表示，她会反思自己以前的言行，希望能和子
女相互理解。

一些父母感到失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