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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过去的 2023 年，1963 年出生的“婴儿潮”人口正式年满 60 岁。1963 年是中国人
口出生的高峰年，当年出生了 2900 多万人，此后的近十年间，每年的出生人口在 2500 万以上。
这也意味着，中国社会迎来了最大的一拨退休潮。

如今，很多年轻人迷上了上夜校、参加“夕阳红”旅行团、吃老年食堂，渴望“提前退休”。
而这群赶上了退休潮的老年人们，退休仅仅是一个章节的开头，人生的故事还要继续讲下去。

他们的生活，又是怎样的呢？
近日，一项针对老年人退休生活的网络调研发现，大部分老年人在退休之后并没有闲下

来，有些甚至比还在上班的年轻人更“卷”，他们之中，有的为了缓解无所事事的焦虑，把
自己的日程用爱好填满，有的发光发热，用继续工作实现人生的价值……

让他们“卷”过年轻人的动力到底是什么？该如何看待这一现象呢？近日，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做了采访和调查，并希望引发更多的人关注老人的问题。

熬到凌晨写作、进群学习打卡，他想焕发事业“第二春”

故事

年轻人想提前退休，老年人想继续

就业——网络上的段子，就是这么真实

地出现在陈顺的家庭中。

陈顺今年 60 岁，2024 年一到，他的

焦虑情绪逐渐加深。在国企奋斗了一辈子，

习惯了忙忙碌碌的工作节奏，如今眼见要

真正离开工作岗位，他的焦虑与失落感尤

为明显。

每天早上7点半起床，穿上整洁的衣

服，准备出门。尽管早在 2023 年年底，

公司领导已经跟他做过深入交流，希望

他腾出那间带团队的办公室，多多保重

身体，但他还是不愿闲着，每天都得去

公司报个到。

退休于陈顺而言，像给他的人生踩了

一次急刹车。两年前，他就开始给自己

做心理建设，嘴上说着“无所谓，退休更

好”，暗地里，他却疯狂给自己找着“下家”。

年纪大了，全职工作不好找，陈顺把

目标放在了“自由职业”上。一次，他听

女儿说，网络作家的作品可能被一些知

名导演看中，翻拍成电影、网剧，爱好

写作的他很心动。

为了证明实力，陈顺在手机上写下一

篇一千多字的文章，记录一些父辈的奋

斗故事，以表达自己的怀念。女儿为了支

持父亲的作品，将其转发到朋友圈，不

一会儿就收到几十个点赞和鼓励的留言。

这一下就激起了陈顺通过写作“一炮

打响”的念头。尽管，女儿和老伴觉得

陈顺写作，并不是热爱，而是指向一种

虚幻的使命感，是想要再次证明自己的

价值，但她们对此事也乐见其成，“终于

可以利用写作转移老爸无处安放的注意

力了”。

于是，陈顺意气风发，一股脑投身

文学事业，天天戴着老花镜捧着手机电

脑敲敲打打，几乎除了吃饭，就把自己关

在书房里，直到深夜都不肯就寝，还经

常让从事文字工作的女儿提意见。眼见

父亲“沉迷”，女儿也会劝说：“老爸，你

还是要劳逸结合，真怕你闷出病来……”

老伴也在一旁帮腔：“上次我做饭叫他帮

忙看火，他尽想着构思，差点烧煳我一

个锅。”

但陈顺就像离弦的弓箭，不肯回头。

“他没有文学基础，又没有水到渠成

的情感和灵感，写出来的文章总是推翻

又重来，压根就不相信我们的鼓励和评

价。”一开始，女儿觉得陈顺一点也不享

受写作的过程，反而很焦虑，熬到凌晨

都睡不着，犯了好几次高血压。公众号、

文案、期刊投稿和征文，但凡是陈顺能

找到的渠道，他几乎投了个遍，也没有结

果。

没能“一炮打响”，陈顺决定“细水

长流”。他开始在网上搜寻各种写作课，

还加了五六个“写作群”。在这些老年“提

高班”里，高手如云，有媒体记者，也

有写作达人。

如今，陈顺每天按时在群里“打卡”

学习、交作业，跟着群里的“学友”们一

起分析金句、评论、素材，修改稿件。每

天到点听课，活页笔记本记得密密麻麻。

“朋友喊出去玩，顾不上；老伴约去散步，

没时间。”

就这样，退休前从未尝试过文学写

作的陈顺陆续在报刊、公众号上发表了

近 10 篇散文，还“卷”起了女儿：他给

女儿也报名了写作课程，要她和自己一起

上课。

练习书法学插花，她“卷”到焦虑进医院
61岁的李建梅在退休前是长沙某公

司中层管理者，大家对她的评价是“风风

火火，干事麻利”。而多年来，她也一心

扑在工作上，是“单位里核心的人物”。

2023 年，李建梅退休了，从规律的

上班时间和繁忙的工作中脱离了出来，

一时间并不适应，“感觉白天好漫长，

不知道做什么”。为了打发时间，李建

梅尝试着前往老年大学，通过上课培

养一两个兴趣爱好，于是，她成为了书

法班和插花班的学员。经过一段时间

的课程，李建梅发现，她有些跟不上大

家的进度。

为了尽快赶上同学，李建梅给自己安

排了更多的课程，就连下课后也没闲着：

今天练习书法、明天练习插花，为此，她

不仅购买了大量的书籍，还拜托孩子在

网上找来了教学视频，跟着视频中的老

师学习。

就这样坚持了一段时间，李建梅发现

自己的书法和插花并没有太大进步，她开

始怀疑自己的努力，并为此焦虑了起来。

慢慢地，她开始失眠，这让她感觉

到恐慌。而因为睡眠不足，在白天时，李

建梅变得易怒、烦躁，她试图和家里人

交流，诉说自己的焦虑，可家里人却不

能够理解，甚至认为她“变得作了”“是

不是在搞事情”。

很快，她的身体变得更差，意识到

要前往医院接受正规的治疗。于是，李

建梅来到了湖南省脑科医院心身医学科，

向该科副主任医师曹慧讲述了自己退休

后的变化。经过诊断，曹慧认为李建梅

患上了“离退休综合征”。

通过一段时间的药物治疗和心理疏导

后，李建梅的情况终于发生了改变，担心

药物会有不良反应，因此，在持续吃药

一段时间后，她自行停药了。

可一段时间后，家中琐事和情绪的堆

积诱使李建梅的病情复发，家人赶紧将

她送到医院接受治疗，也是因为这次经

历，李建梅意识到，遵循医嘱、配合医生

接受治疗的重要性。“现在李奶奶的情绪

控制得很好，她也逐步恢复了健康。”曹

慧说。

不愿退休后宅家，
她成了模特队领队

真正要退休了，很多人难以做到

心态平和。对此，家住长沙望城区的

王影（化名）有着切身感受。自2022

年从长沙一家事业单位退休后，失落、

无聊、迷茫、烦闷等状态伴随了她一

段时间。

“过去将近 40 年，每天过得忙忙

碌碌。退休了，感觉生活一下子没了抓

手，空落落的感觉很难受。”王影说，

“退休以后，我还习惯性地去以前上班

时常去的菜市场买菜，但会刻意避开

以前的单位绕道走。偶尔不小心路过

单位，看到熟悉的大门心里总觉得不

痛快，好像什么东西压在胸口出不来。”

转机出现在 2022 年春节前夕。丈

夫老王从朋友那了解到，街道要组织

一场春晚。他知道妻子平时就喜欢音

乐，过去因为工作忙没时间参与，这

次可能是个好机会。于是老王推荐王

影报名，参加春晚节目表演。

到了晚会节目组，王影的身高和

气质一下子吸引了导演，“我们模特队

正好缺人，你就参加模特走秀吧。”

在随后一个月的培训期间，王影终于

找对了感觉。“找到组织了，忙碌又充

实的状态回来了。”做事一向一丝不苟

的王影，白天在培训班练，晚上回家

还自己加练，每天贴墙站，跟着音乐

走模特步，别人要三五天才学会的东

西她一天就能掌握，很快在模特队成

为了领队，顺利完成了春晚演出。

春晚以后，王影的模特事业一发

不可收，加入了模特队，从此开启了

模特生涯。由于她肯吃苦学得快，时

间不长就成了模特队 A 组组长，经常

带领队员到处演出。后来模特队搞活

动要表演舞蹈，王影又从古典舞学到

新疆舞，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王影家里摆着不少奖杯和证书。

客厅的玻璃柜中，还放着一些奖杯和

奖状，一些是她以前上班得到的奖励，

另外一些是她参加各类模特、舞蹈比

赛的奖状。“我很庆幸退休之后又找到

了我喜欢的事情，庆幸自己找对了方

向。”王影说。

女儿在帮爸爸看稿子。

“卷”事业

“卷”特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