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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北漂”、“上漂”、“广漂”作为中国人口流动中的

一种特殊现象曾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在不少人

印象中，“漂”一族主要是指那些在北京、上海、广州

闯荡的年轻人。 时至今日，“漂”一族又多了一些被

称之为“老漂族”的老年人。 “老漂族”也称“漂族老

人”， 特指人到老年，还要离开故土到子女所在的陌

生城市生活的那些老年人。 据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

数 据———现 有 流 动 人 口 2.6 亿，60 岁 以 上 人 口 1.7
亿余人推算，“老漂族”应不是某个城市的个案。 随

着中国城市化的加速、老龄化社会的来临，“老漂族”
总量会越来越大。 从故土来到异乡，这些老年人难

以与陌生的城市生活融合，或多或少存在着孤独、茫

然、失落、无助等心理困扰，由于社会制度、政策、以

及老年人自身在心理等方面的弱性，要真正适应城

市生活举步维艰，他们是一个等待关爱的群体。 为

了使他们在城市的生活一面享受着与子女在一起的

天伦之乐，一面消除对城市社会的陌生感、疏离感，
摆脱难以想象的孤独和烦恼，提升他们在城市生活

的幸福指数，本文拟从社会工作的角度初步探讨使

他们能尽快适应城市生活、融入城市社会的策略。
二、“老漂族”在城市社会适应的现状

“社会适应”是一个纵向的过程概念，是指“老漂

族”的老年人通过调整其行为模式、价值观念、生活

方式以及心理状态在城市社会中的继续社会化过程

或积极地再社会化过程。 由此可以看出，它也是一

个具有较长的时间跨度的概念，不仅是指老年人在

城市生活的状态，还包括其进入城市的动机以及适

应结果如何。 老年人从进入城市到适应城市生活的

过程中，必然要经历种种问题，为了解决在城市生活

的诸多困境、适应城市生活必定要做出一定程度的

调适。 对于“老漂族”的老年人来说，他们进入城市

的首要目的并不是赚钱，不需要通过参与经济活动

从而获得维持生活需要以及改变生存状态，大多来

自农村，也有的来自其他城市。 他们中有的人是为

了缓解子女的工作和生活压力，来帮助照顾孙儿辈

的；有的则纯粹是为了消除在家乡“空巢”居住的孤

独寂寞，来跟着“独生”的子女居住。 他们在城市社

会的适应困境主要的并不是体现在经济层面，更多

地体现在社会和心理两个层面。
1.社会层面的适应

社会层面的适应主要是指“老漂族”的老年人在

与城市居民互动过程中其行为方式和交往方式的适

应。 由于城乡生活方式的截然不同，老年人从乡村

来到城市，行为方式、交往方式自然而然随之发生变

化。 他们满怀希望的从原本熟悉的乡土社会来到新

鲜、陌生的城市生活，远离了他们的亲属、朋友、邻

里，这在心理情感上其实是一次重新的洗牌，一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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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迅速适应城市的人际关系和生活方式。 毕竟不

同地方的社会文化异质性较强，就必定要求他们重

构自己的人际关系网络，增强与城市居民互动的广

度与深度，适应城市的行为方式和交往方式。 对于

两地分居的老年人而言，和儿孙子女在一起的快乐

并不能代替和老伴的相守，再加上子女生活压力较

大，工作繁忙，很少有时间陪父母出去游玩、散心，多

数父母只能是孤零零地在家中等待着子女回家。 由

于语言不通、生活习惯的不同，他们生活的中心和重

心就是子女、孙辈和有限的较熟悉的人，很少与城市

居民互动，即使存在交往也只是一般的工具性的关

系，而没有情感的交流，使得他们社会交往的范围狭

窄、 交往的程度相对较浅， 他们不适应城市社会频

繁而浅层的交往活动和人际关系，闲赋在家时只会

感到孤独寂寞、无所适从，极易产生孤独感。
2.心理层面的适应

心理层面的适应主要是指“老漂族”的老年人从

心理上认同城市社会，对城市社会有一种归属感，直

接体现为老年人对城市社会的认知程度、与城市居

民交往互动的融洽程度等方面。 要使老年人对自己

所“暂居”的城市社会有一种归属感，就必然要求老

年人去内化城市的生活方式、价值理念，在心理与情

感上获得满足，找到一种归宿。 中国传统观念里，父

母在子女面前就是“权威”的象征。 然而来到子女家

中，子女作为小家庭的主人，老年人的“权威感”便会

瓦解，有些老年人在心理上会有“被寄居”的不适应

感，从而产生自卑、孤独等负面情绪，甚至诱发疾病。
老年人一旦离开原有的生活环境，就是一个重新社

会化的过程。 熟悉的环境给了老年人足够的安全感

和心理慰藉，一旦转换环境，就意味着老年人必须很

快建立新的人际关系，转变旧有的生活方式，才能在

新环境里自如地生活，而这对于老年人来说是很困

难的。 由于目前受到社会政策的影响，各地的养老、
医疗及其他社会福利保障等都与户口挂钩，“老漂

族”的老年人基本是流动人口，没有本地户口，他们

在办理各种社会福利保障时，当然会受到非本地户

口的严格限制。 老年人生于斯、长于斯的乡土社会

使他们对自己的故乡有一种“根”的意识，在他们内

心深处仍然保留着传统乡土社会的价值观念和文

化，他们本身并不向往城市的繁华和喧嚣，也不渴望

在城市社会找到归属感，更没有超越自己所在阶层

的想法，有的只是对自己故乡的一种浓浓的“乡土”
情结。 所以他们一方面面临着生活问题，另一方面

也受到一系列体制的束缚。 诸多的限制使他们认为

自己是城市的“边缘人”，被排斥在城市的主流生活、
交往圈和体制以外，在城市社会倾向于不表达、不行

动，在感情上与城市社会自然也就产生了距离，从而

影响他们与城市居民的交往，产生各种各样的紧张，
反过来进一步强化他们与城市的不适应，很难在心

理上对城市社会产生归属感和认同感。
三、社会工作介入的策略

社会工作是指以利他主义为原则，以科学的知

识为基础，综合运用个案、小组、社区、社会政策等方

法进行的专业助人服务活动。 其特征就是以帮助受

助人为中心，强调工作方法与技巧，提供制度化的服

务。 针对当前“老漂族”城市社会适应的困境，采取

社会工作的专业方法，首先要促使老年人恢复受损

的社会功能和社会关系，使其达到正常化的水平；其

次是预防和减缓老年人生理、心理和社会功能的衰

退，提升其个人功能，强化社会环境中的助人系统，
形成有效的社会支持网络，对可能出现的困境做出

及时有力的支持；最后是社会工作者要以助人自助

为基本理念，为老年人发掘、提供社会资源，全面促

使老年人的健康发展。 在优势视角下，激发老年人

的权能，不再将其看成是一个消极的求助者，而更多

的是看到他们自身所具有的优势与能量，鼓励他们

积极地为社会创造价值、谋求个人发展、参与社会发

展和分配、勇于实现自我人生价值。
1.个案工作介入困境解构

个案工作是一种以个人或家庭为对象的社会工

作专业方法。 采用直接、面对面的沟通与交流，通过

与案主建立专业关系，运用专业知识与技术，协调可

以利用的各种资源，为案主提供一对一的帮助与服

务，减轻案主的压力、解决案主的问题，达到一种良

好的福利状态。 由于价值观念、个人性格、心理因素

等引起社会适应障碍的老年人，自己虽然生活在新

鲜的城市环境中，却又极易想起在家乡熟悉的生活，
这种生活境域自然的对比很容易使他们产生无助

感、孤独感和落寂感，继而引发一系列消极自卑的情

绪。 个案工作要在情感、认知、行为、环境方面适当

介入，使其与家庭有效发挥社会功能，与城市社会达

成良好地适应关系。
社会工作者要从价值观上尊重“老漂族”的老年

人、接受老年人，与他们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鼓励

老年人， 对于他们的任何一点改变都应及时给予称

赞，以重塑他们适应社会的信心。 主要采用心理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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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理性情绪治疗模式、人本治疗模式和家庭治疗

模式。 一方面协助老年人认识到社会适应困境的症

结所在，另一方面及时与老年人的家庭取得联系，了

解与家庭成员的关系， 评估家庭关系对老年人社会

适应的影响，整合家庭资源，依靠家庭资源与社会关

系网络帮助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成长。 根据当前老年

人在城市生活的现状， 主要采取怀旧与生命回顾的

方法。 通过怀旧让老年人回顾他们过往生活中最重

要、最难忘的事件或时刻，从回顾中让老年人重新体

验快乐、 成就感、 尊严等多种有利于身心健康的情

绪，帮助老年人找回自尊与荣耀，让他们有勇气面对

在城市生活中的困难， 在家庭成员的鼓励下积极走

出家门，融入社区。 通过生命回顾的方法鼓励老年人

将整个人生的经历尽可能详尽地倾诉出来， 让老人

重新去建构完整的自我，减轻焦虑的心情，找回生命

的意义。 社会工作者要积极与老年人交流，关注他们

的想法和感受，引导他们去分析和理解自身的问题。
充分了解他们的家庭状况，通过对其家庭形态、结构

家庭系统的弹性、家庭生命周期、家庭成员的交往方

式去对家庭进行评估，从而去改善家庭结构，依靠家

庭资源的整合和家庭的成长增进老年人的心理成长

和自身效能感，并使老年人积极参与社会生活，改善

当前孤独的生活状态，增强社会适应能力。
2.小组工作介入意义建构

小组工作是指社会工作者运用专业的方法，根

据不同类型的小组，有目的组织小组活动，通过组员

的互动、自助、互助，帮助组员解决困境，达到小组的

目标，使组员改变个人的行为，提升其社会适应能

力。 社会工作者首先应该将社会适应障碍表现不同

的老年人划分成若干个不同类型的小组，根据小组

的特点，有计划、有针对性的开展小组活动、问题探

讨、经验分享，促使其社会适应的正常化，逐步认同

城市生活与行为方式，顺利实现老年人的再社会化。
不仅要加强组员之间的交流，更要增强与城市居民

互动的频率，协助老年人构建社会互助网络，摆脱城

市生活的孤独与寂寞，使晚年生活充满乐趣。
由于城乡差异、生活习惯等不适应，“老漂族”老

年人往往与周围环境显得格格不入。对儿孙的不舍，
对乡土的怀念使他们陷入矛盾的状态中。 他们的日

常交往对象就是其家人和有限的熟人，与城市居民

沟通、交流及其缺乏，闲暇娱乐生活非常单调、枯燥。
社会工作者主要采取互动模式，通过小组成员之间

生活经验的分享和感受聆听，让其感到自己是一个

被关注的个体；通过共同的合作达到目标，使其看到

自己的能力，提高群体内的互助和关怀；通过小组的

过程鼓励其在今后的生活中担当起积极的社会角

色。 具体来说，社会工作者在小组活动以前，要做好

充分的准备。 尤其是第一次小组活动，要周密的考

虑语言的运用、游戏类型的选择 、让大家互相熟悉

的方式，这样才能让老年人感到在小组中能找到一

种“熟悉”感，轻松自然、活动有趣。 可以让老年人轮

流介绍自己或互相介绍的方式增进彼此的了解，也

可以通过寻找他们的相同点促进互动。 社工开展的

活动或是游戏一定要简单易学，使老年人一听就明

白，使活动或游戏具有趣味性，否则老年人会感到自

己什么也不会，有一种被小组抛弃的感受，使自己的

无能感再次得到强化。 社工应该缓慢、清晰、大声的

语言讲解活动或游戏规则，确保每个老年人都能明

白。 对于在小组活动中取得的成绩，社工要不失时

机的去赞赏他们的能力，肯定他们的进步，从而使他

们能积极地参与。 对于小组中可能出现的以自我为

中心的“独裁”老年人，要加以引导、规范，甚至批评。
对于那些沉默不语的老年人，要进行更多的关注、鼓

励、肯定，这样才能让每个老年人都积极参与活动。
社工要关心每个老年人对活动的感受，发现某些老

年人对活动反应冷淡，就要及时调整活动程序，要防

止在小组内自发形成“次小组”。 一旦发现，要巧妙

地组织活动，自然使其拆散，达到所有老年人都能相

互交流、沟通。 在小组活动行程过半时，社工要协助

老年人真实表述对小组活动的感受，发现问题，总结

经验，使下一阶段的活动更加符合组员的兴趣爱好。
小组即将结束时，要评价小组活动的成败，并做好离

别情绪的处理，防止老年人对社工的过分依赖，让每

个组员都能得到成长。
3.社区方法介入资源建构

社区工作是指以社区和社区居民为服务对象，
社会工作者运用专业的方法与技术，动员和组织居

民通过自助、互助、合作的方式，发掘社区资源，化解

社区矛盾和冲突，预防和解决社区问题，提升社区的

福利水平，从而促进整个社会的全面进步。 社会工

作者首先要关注“老漂族”老年人的社区性问题，完

善社区的各项功能，尤其是社区的服务性功能，让老

年人在社区服务中既做为服务的受惠者，又做为服

务的提供者感受到自己是社区的一员，得到社区居

民的接纳与认可。 其次要关注老年人社会适应障碍

产生的社会环境因素，从外部环境和个人支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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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方面入手解决老年人群体性的社区问题。 让老年

人积极主动地参与社区活动，让城市居民重新去认

识他们，通过改善他们与社区的关系，让社区更为关

心老年人，形成积极的社区环境，祛除各种适应的障

碍，使之更好地融入社区。
陌生，是“老漂族”老年人进入城市社会的最初

感受。 这种陌生不仅仅是语言不通，人际交往单一，
更是城乡生活方式、 价值理念与文化的巨大差异。
落寂，是大部分“老漂族”老年人进入城市社会的共

同感触。 社会工作者以社区为载体，要对社区和这

部分老年人进行全面详细的了解，通过社区走访、观

察、个案访问等方法认识社区老年人社会适应的状

况如何，分析其社会适应障碍产生的社区因素，引导

社区管理者、社区组织和老年人家庭完善社区照顾

系统，促使社区照顾的有效性和长期性，以此改善老

年人生活的社区支持网络，让老年人问题的解决做

到社区化、及时性。 社会工作者主要使用社区照顾

模式，帮助老年人建立社区支持网络，为他们提供心

理支持与整体关怀，让他们及时得到心理上的问候、
安慰，情绪上的辅导，调动社区资源支持他们留在社

区与居民增进交往，使居民们更多地了解、理解老年

人，从而使老年人在心理归属上认为自己是社区的

一员，形成社区共同体意识，密切与社区的联系，愿

意与社区居民一道参与社区建设，为社区发展做贡

献。 社会工作者需要协调社区内的管理资源和人际

关系资源，加强社区组织与老年人的联系，建立社区

老年人社会交往的平台和渠道，实现社区内部支持

的自我运转和对老年人保护性环境的形成。 从操作

层面，首先，帮助老年人建立自愿联结网络和邻里互

助网络，社区工作者、邻里、老年人之间形成一对一

相对固定的服务联系，让老年人得到及时的帮助；其

次，发挥志愿组织的作用，让社区志愿者个人、志愿

组织和老年人结对子，建立社区援助者与受助者的

服务关系，使社区服务主体更明确，服务活动更有针

对性。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扩大社区范围内的自助、
互助网络系统。 最后，建立社区紧急支援网络，这是

为了帮助老年人预防突发事故或危机而建立的支持

网络。 由社区居民委员会与社区邻里系统、公安派

出所与街道办事处、社区中心或社会服务机构，以及

辖区单位共同组成，建立热线或紧急支援服务网络，
力争为老年人提供及时的帮助和支援服务。 在各方

的共同努力之下，就形成了一个有老年人群体内部

发展的自助互助系统、家庭成员对老年人的家庭支

持系统、志愿者组织和志愿者个人对老年人的社会

支持系统、社会组织对老年人的助老系统、社会工作

支持与协调系统等由各个子系统组成的社区综合助

老服务与支持网络。 社区支持照顾网络的建立不仅

能有效缓解社会适应的压力，也提升了社区邻里之

间交往的广度与深度，改善了社区环境，增强了社区

居民对社区的“共同体”意识。 随着社区居民与“老

漂族”老年人交往的增加，积极参与社区活动，会让

社区居民对这些老年人产生一种更为积极的认知，
促进社区居民对老年人的理解和老年生活的支持，
形成全新的老年观念。 让社区居民去主动接纳老年

人，关怀老年人，实现对老年群体消极性标签的淡

化，让老年人在城市生活的更幸福。
四、结论与反思

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家”的眷念，使得“父母在、
不远游”，子女是以父母为中心和重心。 但是当下，更

多的父母加入到了“漂”的行列，跟随着自己的子女

“漂”在了陌生的城市，可以看出在社会变迁的背景

下，父母的思想观念也在不断进步。 对于父母而言，
永远需要呵护和支持自己的子女， 那是自己人生价

值最大的体现，所以老年人“义无返顾”地“漂”到子

女所在的城市， 改变甚至牺牲自己的生活去全方位

地照顾子女。 但是“老漂族”的老年人在城市生活中

面临诸多的社会困扰，纠结在儿孙与乡愁之间，迫切

期盼能得到更多的社会关爱。 由于社会政策的缺位，
“老漂族”的老年人群虽然生活在城市之中，但他们

是游离在城市社会保障制度体系之外的， 所以他们

始终嵌入在城市社会风险体系之中， 这使得他们难

以在城市社会“扎根”。 老年人在城市生活的“孤岛

化”使他们并没有在社会、心理层面被完全“嵌入”，
没有整合进城市的社会、制度、文化系统中，在心理

上自然会产生一种疏远甚至不认同的感受。 社会工

作作为一种专业的助人服务活动， 应该积极地介入

其中，对“老漂族 ”的老年人社会适应困境进行个案

辅导，开展小组活动，社区应给予其充分的照顾，完

善老年人的社会支持网络，组织社区活动，增强与社

区居民的互动， 在社会政策层面逐步弱化城市老年

社会服务对户籍的依赖性， 提升老年社会服务的公

平度，加快改革步伐使社会保障城乡统筹发展，以此

提高 “老漂族 ”老年人对城市社会的认同感，提升他

们的生活质量，让他们“漂”地更幸福。 但不可忽视的

是“老漂族”的老人们“漂”的终点是什么，无论是物

质还是精神层面，追寻“老漂族”的归宿（下转 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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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26 页）是本文需要继续深入探讨的。 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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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advent of urbanization and the aged society，the number of old people floating in unfamiliar places is becoming
more more. From hometown to unfamiliar places，they feel lonely，unhappy and helpless. Owing to deficiency of social institu-
tion，policies and old people mentality，the old people floating in unfamiliar places find it difficult to adapt themselves to the
city life. They need more care . Form social work, the thesis puts forward strategies to make the old people get rid of alienation
and indifference so as to live happ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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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eature and Effect of Elderly Migration：A Review of Recent Research
Zhang Yina，Sun Xu-hao，Zhou Shuang-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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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literature review on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elderly migration, the article finds out that what decides the elderly
migration behavior includes personal attributes，family factor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receiving areas. Moreover，the elderly mi-
gration may have a major impact on population aging, employment and income of receiving areas. Finally，suggestions are
made for the related research in China.
Key words：elderly migration；the feature of migration；social impact on receiving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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