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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功，而是身体健康、家庭和睦、子孙满堂，这些看似平凡

的愿望，却是他们历经沧桑后对人生最真切的感悟。

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院长彭希哲教授在接受《新民周刊》

专访时指出，无论是以 60 岁还是 65 岁作为“老年人口”的标准，

都只是笼统地从年龄视角概括了这个人口群体，从根本上忽视

了，即便在同一时期，这一群体也会因为生活的地区、经济能力、

自理能力等方面的巨大差异，在幸福感受度上存在着巨大的差

异。除了家庭仍然是养老的主体以外，社会养老和公共服务也

是老年人幸福感的重要来源。

“60—70 岁的新老人，身体健康、经济自足，幸福感相对

较强。而更年长的老人，衰老得非常快，自理能力不断减弱，

且有 40% 的可能存在认知障碍，朋友圈慢慢变小，孤独感日

益增强。会被居家还是进养老院、财产怎么在子女间分配等问

题困扰。他们最怕临终前卧床不起忍受痛苦，也希望到时候子

女能够环伺身边。因此，在我们漫长的一生当中，相对而言

六七十岁的老年人是最幸福的。这些年轻的老人，比其他年龄

段的老人更快乐。”

彭希哲说，老年人比年轻人更幸福的原因主要包括情绪调

节能力的提高、生活压力的减少、生活保障的改善、人生感悟

的增加以及较低的期望和需求。“幸福感是人们对其生活质量

的整体评价，通常包括认知评价和情感体验两方面。可以说幸

福是一个非常主观的感受。同样半杯水，乐观的人会觉得太好

了，还有半杯水；悲观的人就会觉得太糟糕了，只剩下半杯水。

中国人的养老金年年上涨，但有的人会因为上涨幅度不及别人

而感到失望、不满。所以说，幸福感与人的欲望、期待密切相关。

当欲求较低的时候，幸福感就容易提升。”

老人幸福感增强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他们退休了，不再

需要应对工作的忙碌和压力。与此同时，老人通常没有房贷、车

贷等经济压力，也没有子女高昂的教育费用需要负担。他们积累

了一定的养老金或储蓄，享受国家和社会给予的各种福利和保障。

这一切为他们提供了稳定的经济来源，减少了生活的不确定性。

《2024 世界幸福报告》通过大量数据研究了不同年龄段人

群的幸福感变化，显示出老年人普遍比年轻人感到更幸福。这

一调查结果在彭希哲看来并不令人意外。“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

在人的一生中，幸福感呈现出 U 形曲线的变化：人们在年幼时

幸福感相对较强，但很快便开始下降。人们被期待着要事业有成，

并达到人生中的某些里程碑，而且往往要承受工作和养育子女

的双重负担。因此，他们没有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情。50 岁以后，

幸福感又开始上升。”

彭希哲说，家庭收入和经济水平与幸福感基本上是正相关，

也就是说，经济水平高的老年人都容易感受到幸福。在大多数

高度发达的国家中，65 岁及以上的人实际上是幸福感最强的群

体。但凡事都有一个度。最富有的人群并非最幸福，当财富积

累到达一定水平后，它带给人的幸福感不但不会继续增加，甚

至会随着收入增长而下降。这可能由于随着收入水平增高，投

入在工作中的时间更多，较高财富水平带来的幸福感或在一定

程度上被工作的辛劳和复杂的人际关系和财产分配所抵消。

第二个因素就是健康。六七十岁的老人还是年轻老人，身

体还处在一个较为健朗的阶段。虽然走路未必健步如飞，但也

没到走不动的地步。他们有的是精力去玩乐，旅游、钓鱼、读书、

跳舞、听音乐、淘古玩……他们有大把时间可以发展自己的爱好，

充分享受生活的乐趣，体验不同的文化和风景。

老年人的孤独感都比较重。经常会有人说“越老越孤独”。

相对而言，新老人一般拥有稳定而广泛的社交网络，包括家人、

老同事、老朋友、老邻居等。这些人是他们生活中最亲近和信

任的人。老年人社会交往越多，关系越亲密，老年人得到的物资、

心理帮助就越多，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就会更强，生活满意度

也会更高。

一项来自新加坡的研究表明，幸福感强的老人，平均寿命

要比不幸福的老人长 10 年。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幸福感强的人，

患病的概率也更低。这或许是因为，积极乐观的心态，能够帮

助人们更好地应对压力和负面情绪，从而提升身体的免疫力。

而长期处于负面情绪中，则容易导致内分泌失调、免疫力下降，

进而引发各种疾病。

2024 年 6 月 2 日，江苏省淮安市，老年人在公园抖空竹锻炼身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