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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

辟谣时要了解长辈真实的愿望 □宋晨希

本期周刊文章将
发送至半岛 +客户端
“快读”频道。扫一扫，
更多精彩极速浏览。

最近，一篇健康科普文章备受关注，
主要是针对朋友圈中的一些健康养生知
识进行辟谣，总共101条。其中包括：没有
塑料做的大米，隔夜水不会致癌，熏醋不
能预防感冒等。有些网友非常认同，将其
转发至家庭群，希望改变家人原有的错误
观念，但在一位好友转发该信息到家庭群
后，不幸被一位长辈移出群。
长辈为何恼怒地将辟谣者移出群？其

实，长辈们相信“良莠不齐”的健康知识的
背后，是一颗渴望健康的急切之心。他们
活了一辈子，存贮了一系列健康知识，按
照原有生活经验养生保健，而晚辈突然推
翻其原有的经验体系，长辈怎能不生气？
卑之无甚高论，这回晚辈被长辈踢出群，
是晚辈不懂长辈有颗“老年心”？错了，是
年轻人懂得长辈有颗“老年心”，更是晚辈
有颗“关切心”：急切地希望长辈掌握健康
知识，科学健身，科学养生。
这次长辈与晚辈在家庭群里的冲突，

是由于健康知识不统一。你说绿茶致癌，
他说绿茶延寿；你说土鸡营养价值高，他
说土鸡养殖鸡营养成分一样；你说清早起
来喝白开水清凉洗胃，他说大清早喝白开
水严重伤肾；你说喝酒抽烟有害健康，他
说某某又喝酒又抽烟又打牌，活到103

岁……谁说的是真，谁说的是假？谁说的
是科学，谁说的是迷信？
真知识，假知识，很多都披了科学的

外衣，莫说老妈分不清辨不明，就是我等
年轻人，在令人眼花缭乱的健康知识面前
也是一头雾水，莫衷一是。专家说清水能
变汽油，相信啊，科学这么发达，有什么人
间奇迹不能发生？网络科普说，塑料不能
造大米，但若有人信誓旦旦又言之凿凿地
说人类已经掌握了新科技，能造出白米
来，听者也是心里打鼓：也许有可能。
借着科学外衣，乱造健康谣言，我等

普罗大众还真犯糊涂。企业生产一个螺
丝，或有一本生产许可证，商店买一件瓷
器，或有一张工商登记卡，而生产健康知
识者，什么门槛都没有，也许单凭一支笔，
一个公众号。我们也可以质疑这101个辟
谣知识，到底是出自互联网，还是出自实
验室？是出自文人信息收集，还是出自专
家科研成果？
也许有人说，这次长辈移晚辈出家庭

群，是长辈的冲动。我说，这次长辈移晚辈
出家庭群，源自知识无序。亲人混战的背
后是知识混战。我们不要去纠结晚辈和长
辈的对错，而是应该花大力气，多使招数，
去整顿知识生产与知识消费的混乱市场。

移亲出群的根由是知识的无序 □刘诚龙

被长辈请出家庭群，这根本不算
是什么丢人事。在这种情况下，这不但
不丢人，反而是实实在在、货真价实的
孝顺行为！
因为我们的直言相说触动了老人

们的经验思维，他们虽然暂时心里不
悦，但是也得到了一次实实在在的，发
自内心的，持久的科学观念的唤醒。
换言之，晚辈们的劝说无意中成

了谣言粉碎机，粉碎了老人们心中的
谣言，让他们知道了没有塑料做的大
米，土鸡蛋和其他鸡蛋没有差别，隔夜
水不会致癌等，帮助老人在追求科学、
倡导开明、追求进步的路径上，不断向
前，与时俱进。这根本不是什么坏事
情，而是值得表彰的好事情。
这样的作为多了，这样的谣言粉

碎机多了，更多老人接近科学观念的
机会也就多了，他们固有的思维观念、
经验性的健康认知，才能得到有效的
纠正和更新。当然，老人观念新了，心
态年轻了，也才能真正健康长寿。我们
粉碎了谣言，更粉碎了老人养生观念
上的不良障碍，帮助他们避开误区，走
向康庄大道，这不正是我们期待的良
好结局吗？
信息社会，中西观念激烈碰撞，各

种观念横空出世，别说是老年人，就是
经常上网的年轻人，也经常会有观念
打架的时候。稍有不慎，我们就容易陷
入谣言陷阱中，受到垃圾信息和不良
观念的绑架。这时，如果不能及时拨开
迷雾，那个灿烂健康的阳光就无法照
进内心，我们就无法分享现代化信息
的阳光。因此，走在前面的我们，有责
任，有义务，帮助老人们走出各种养生
观念的陷阱。谁能给老人提供诸如此
类的健康观念上的营养，也就是真正
的孝子贤孙。
当下，不愁吃，不愁穿的老人，早

已经摆脱了物资养老阶段，走向了精
神养老、心理养老阶段。他们不缺钱，
缺的是快乐和豁达。因此，我们尊敬老
人，孝敬老人，不能仅仅停留在物质保
障阶段，也应该超越物质照料，在心理
照料、精神照料方面，多一些关注，多
一些引导。
让老人们和我们一起，从容穿行在

信息海洋中，分享到真正的信息化的营
养。这样一来，快乐养老、精神赡养，这
一理念就能得到实实在在的落实。

做一个孝顺的谣言粉碎机
□耿银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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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养生，是大众普
遍关心的问题。在朋友圈
中，经常见到各种健康养
生知识被网友分享，人人
都是“网络养生专家”，但
是广泛传播的健康养生知
识真假难辨，有许多缺乏
科学依据的“养生知识”被
大众盲目遵从。
最近，丁香园旗下健

康科普平台官方微博@丁
香医生发了一篇文章，针
对朋友圈中的一些说法进
行了辟谣，总共101条。其
中包括：没有塑料做的大
米，土鸡蛋和其他鸡蛋没
有差别，隔夜水不会致癌
等。很多网友非常认同，有
的将其转发至家庭群，分
享给长辈、家人，希望他们
改变错误观念，但一位好
友在转发该信息到家庭群
后，不幸被一位长辈移出
家庭群，由此引发热议。网
友调侃称：“不孝有三，辟
谣为大。”
有网友认为，之所以

被移出群，是因为挑战了
长辈的权威，老年人也应
该保持开放的姿态；有网
友认为，老年人对健康知
识特别关注的背后，是渴
望健康的急切心情，应该
体谅长辈的“老年心”；也
有网友认为，老年人的网
龄比年轻人要短，在互联
网世界中的辨别力偏弱，
年轻人应该保持耐心跟长
辈解释。
在良莠不齐的健康知

识广泛传播的网络时代，
您有没有转发“辟谣”？对
“辟谣”之后被移出家庭群
这一问题，您怎么看？请看
本期“争鸣”。

刘鸿亚

自媒体兴盛以来，人们获取知识的途
径被彻底改变。原先只能从书报、电视上
获取的知识，现在可以通过网络和自媒体
平台来轻松获取。
自媒体上的文章，多是普通人自由撰

写。在商业浪潮的侵袭下，很多自媒体为了
斩获粉丝，经常发布一些吸引眼球的谣言。
自媒体上的知识开始变得泥沙俱下，真假
难辨。
对年轻人来说，用审慎的眼光看待自

媒体上的文章，早已成为了他们必备的技
能。但是，大多数长辈还没有养成这样的
习惯。也难怪，他们在之前几十年的生活
中，已经习惯性地认为，媒体传播的知识
都是经由权威认证的。
于是，我们的很多长辈往往会把自媒

体上的内容当成颠扑不破的真理，他们将
其转发到家庭群里。从本意上来说，他们
是想为年轻人科普健康知识，但在年轻一
代看来，长辈是在散播谣言。由此，就造成
了双方关系的紧张。
那么，应该如何解决这样的尴尬局面

呢？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多交流。
对长辈来说，他们必须要消除长久以

来的经验至上的思想。在传统中国，长辈一
般都拥有“无上”的权威。“父母之命”是年
轻人所必须遵守的，“我走过的桥比你走过
的路还多”更是体现了经验的重要性。

现在，子女们应该用婉转的方式告诉
长辈，时代已经有了突飞猛进的变化。尤
其是在中国这样飞速发展的环境之下，现
在一年的变化可能超过了此前十年的变
化。对于社会中出现的种种新问题，他们
必须要坦然面对并接受。
对年轻人来说，在日常生活中，他们要

做的是引导长辈们学会辨别良莠不齐的健
康养生知识。现在很多年轻人，由于平常工
作忙或者觉得长辈已经落伍，不愿意与长
辈交流，更不愿意心平气和地跟他们讲社
会的变化。彼此的隔阂，导致了双方的不
理解，一旦骤然交流，就容易引起冲突。
对年轻人而言，他们对长辈应该有

“理解式的同情”。法国学者卡普费雷在其
权威著作《谣言：世界最古老的传媒》中
说：“谣言既是一种信息的扩散过程，同时
也是一种解释和评论的过程。”我们看到
长辈在群里所发布的自媒体谣言，应该要
思考一下，他们为什么会发布这些谣言？
或许，这些谣言所传达的内容，是他们最
关注的东西。
虽然我们不能一味奉承长辈，认为无

底限地听从他们就是孝顺，但也不能对他
们没有耐心。就如同在我们小时候，长辈
对我们进行耐心地教育一样，我们也应该
对父母讲讲这个时代的新知识，通过他们
所发布的谣言来了解长辈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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