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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居
正

这次若太子真的降生， 两宫太后必
然还得加封两字。 张四维虽当了四年次
辅，却一直未曾引起李太后的特别关注，
这次他想通过晋封一事来讨好李太后。
还有王皇后的父亲王伟， 虽贵为皇上岳

父，头两年却一直是个锦衣卫指挥。 皇上
大婚时，就提出要给王伟晋封，张居正却
以前朝赏赠太滥遗患无穷为理由， 不肯
办理。 只给王伟从锦衣卫千户升职为锦
衣卫指挥，后经皇上一再催促，才于万历
八年给王伟晋升一个永年伯， 却言明只
是流职，不能世袭。 为这件事，皇上一直
耿耿于怀。 张四维决定利用这次封赠，将
王伟的永年伯爵位由流职改为世袭，其
意也是为了取悦皇上。 张四维向褚墨伦
交代这件事， 刚说到一半， 就被冯保冲
断。 张四维只得对褚墨伦说道：“你且回
去，按本辅的交代办理就是。 ”

褚墨伦躬身退下。 冯保见没有了外
人，便呷了一口书办送上的热茶，悻悻
然说道：“凤盘先生，恭喜你呀，多年的
媳妇熬成婆了。 ”

张四维早从冯保的脸上看出来他

今儿个好像是专门找岔子来的。 他寻思

究竟什么事儿冒犯了这位惹不起的大内

主管，便试探着说道：“老公公，元辅太岳
先生突然不豫，说走就走了。 好长一段时
间，咱都不敢相信这是事实。 如今，蒙皇
上错爱，让咱在内阁牵头。 咱也清楚自己
不是这块料，正说等忙过这段时间，就专
门到您府上拜望，向您讨教。 ”“你讨教什
么？ ”冯保乜着眼，一副盛气凌人的架式。

张四维很不受用， 但他强忍着，想
着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今儿个好歹做个
“哀兵”，先把这丧门星对付过去。 于是
双手按膝长叹一声，苦笑着说：“该讨教
的地方多着呢。 譬如说，咱每天总要替
皇上拟几道票，有的票好拟，有的票就
让咱颇费踌躇。 往常咱见着张先生，遇
有疑难处就写揭帖求见皇上。 皇上也总
是及时在平台召见。 咱如今碰到同类事
情，也给皇上写过求见帖子，但皇上总
是批一句‘先拟票来’，不肯给机会听咱

奏对。 皇上究竟心下如何想的，咱心里
头吃不准。 这样的事情，咱不请教老公
公，还能请教谁呢？ ”

冯保不知道张四维说这席话的目

的，是表明皇上不信任他呢，还是皇上
还不习惯把他张四维当首辅看待。 冯保
觉得其中必有蹊跷， 问道：“你是说，你
当了两个月的首辅，皇上还一次都没有
召见过你？ ”

“见过两次，都是在元辅太岳先生
的治丧期间，且都是内阁三位辅臣一同
见的， 所谈也仅只限于太岳先生的丧
事，以后就没有召见过了。 ”

“平台单独召见首辅，这是朝廷的议
事制度。皇上不肯见你，一定别有所因。 ”
冯保说着把身子往椅背上一靠， 用那种
幸灾乐祸的口气问道，“凤
盘先生，你想想，有什么地
方得罪了皇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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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发展老年语言学服务老龄社会

如何改善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满足老年人的
生活需要，是老龄化社会各方必须思索的重要问
题。 对老年人语言衰老及障碍的研究，是提供语
言训练、延缓衰老、促进积极老龄的基础；对老龄
社会中老年人语言交际问题的研究，是建立和完
善适合老年人身心特点的信息交流渠道与方式、
建设老年友好型社会的前提。

目前，针对服务老年个体的语言需求、解决
老龄社会的语言问题，国际上已形成专门的学科
分支———老年语言学。 该学科的主要任务可以用
“一体两翼”概况：“一体”是研究老年人语言衰老
与障碍的特征及机制，“两翼”分别是研究和解决
老龄社会中的各类语言交际问题，以及研发延缓
或改善老年人语言能力退化的服务或技术。 老龄
化程度高的发达国家对老年人及老龄社会的语

言问题研究较为深入、应用领域广泛，但我国老
年语言学发展尚存在三个明显的“不平衡”：一是
老龄社会语言问题的复杂性与老年语言学研究

之间的不平衡。 二是我国老年人改善语言生活质
量的需求与研究成果应用范围及水平之间的不

平衡。 三是国外老年语言学发展水平与我国老年
语言学现状之间的不平衡。

我国老年人口基数大、老龄化速度快，发展老
年语言学具有独特优势。 目前，《国家积极应对人
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 已将应对老龄化上升为国
家战略， 提出要打造高质量的为老服务和产品供
给体系，强化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科技创新能力，构
建养老、孝老、敬老的社会环境等要求。 这些均与
解决老龄社会语言问题、提供语言服务相关。

我国发展老年语言学，要率先攻克在老龄社
会发展过程中急需解决的语言学问题，主动服务
“脑科学”等重大战略性科学攻关问题的研究等；
持续开展应用性研发，如面向老年人的语言能力
量表编制、 提取相关老年疾病的语言标志物、利
用人工智能及大数据研发语言障碍的筛查诊断

系统等；服务老龄化社会治理，积极开展社区语
言认知障碍筛查、科普，参与老年友好型社区信
息化建设，开设语言课程或活动以提升老年人语
言素养和交际能力、促进积极老龄化。

（据《光明日报》）

当你老了，语言也会衰老吗
———老龄社会的语言问题与我国老年语言学建设

1.留意老年人的语言问题
进入老年阶段后， 个体面临的语言问题主要是由生

理性和病理性衰老导致的语言能力退化与临床语言障

碍，以及因社会角色变化形成的语言交际问题。
生理性衰老导致的语言能力退化。 生理性衰老是指

成熟期后出现的生理性退化过程， 其中包括大脑认知衰
老，这会使很多老年人的语言能力退化。 生理性衰老是必
然的， 最显著的现象就是因发音器官衰老造成的音质改
变，感官能力退化(如听力、视力下降)造成的语言理解困
难， 认知衰老造成的张口忘词现象， 以及句法复杂度下
降、谈话缺乏重点或较易偏题、阅读理解或书面表达能力
下降等。 当然， 不同个体的语言能力退化情况具有差异
性。 如果个体进入老年阶段后能最大限度地保持身心健
康、生活能力和社会参与，则可视为“成功老龄化”，此时
个体的语言能力相对而言保持较好或衰退较缓。

病理性衰老导致的临床语言障碍。 病理性衰老指包
括罹患老年性疾病(如老年性痴呆、脑卒中、帕金森病、高
血压及糖尿病)等原因，造成大脑组织结构改变及认知能
力下降，发生语言受损及障碍，可表现在包括语音、词汇、
句法、语义及语用等多个语言层面。 以阿尔茨海默病等神
经退行性疾病为例， 老年患者的语言障碍随着病情发展
渐进式增多，早期表现为词汇提取困难、理解具有难度的
话语时出现问题等，中后期则说话内容空洞、前言不搭后
语、句法错误增多，出现语篇理解及句法加工障碍；病程
后期，患者的语言流畅度严重受损，会自言自语或无意义
重复，出现谵妄话语或言行激越，最终发生少言、缄默等。

社会角色变化形成的语言交际问题也不容忽视。 个
体在老年阶段具有独特的社会角色， 并伴随相应的心理
特点，因此语言沟通与社会交往特征区别于其他年龄段。
相关问题涉及老年人在健康医疗、养老照护、乐龄教育、
社区活动等情景中的语言沟通， 老年人语言交际与身份
构建、代际沟通、成功老龄等之间的关系，老年人社会参
与及语言欺诈识别，媒体话语中的老年形象构建，特殊群
体老年人的语言沟通与社会参与， 以及老年人临终关怀
与语言抚慰等。

2.解决老龄语言问题需多方努力
语言问题与老年人的身心健康、 生活能力和

社会参与等密切相关，个人、家庭和社会需形成合
力解决老年人语言问题，满足相应的实际需求。

充分利用语言活动促进个体实现积极老龄。
语言是个体发展、 人际交往及社会参与等的

重要媒介。 家庭和子女可充分利用语言活动帮助
老年人建立积极老龄观，提高自我认同，并促进社
会参与。 已有研究表明，语言与衰老之间具有重要
交互关系， 在整个生命历程中持续进行母语与外
语的学习与互动、阅读与写作，可有效改善认知能
力，延缓衰老。 家庭、社区或机构可通过多种途径，
整合各类资源，引导老年人进行口语交际、朗读背
诵、立体阅读、书面写作等形式多样的语言活动，
帮助维持或改善语言能力的同时， 实现个体积极
老龄。

重视老年疾病语言标志物及相关语言干预。
语言是多种老年疾病的早期临床标志物，促

进语言沟通也是特殊老年群体照护中的现实需

求。老年人自身和家人要留意生活中各类语言标
志物。 如阿尔茨海默病、帕金森病、脑卒中、抑郁
症等疾病均有外显的语言表现。 医疗康养机构、
社区和社会组织等应重视通过老年人语言表现

来进行某些疾病的早期筛查与评估，开展言语治

疗等非药物干预，服务特殊老年群体的语言认知
康复，延缓语言能力退化。

另外，随着病程推进和认知衰退，罹患阿尔
茨海默病等疾病的老年人会出现言语粗暴、少言
缄默等情况，照护者对如何与该老年群体进行日
常沟通、情感交互等存在现实需求，需要相关机
构提供帮助，提升与老年人的沟通效率，改善老
年人的社会参与质量。

满足老年人社会交际中的各类现实语言需求。
老年人在各类涉老事项与生活场景中均会涉

及语言问题，存在实际的语言需求，如健康医疗、
养老照护、乐龄教育、社区活动等情景中的社会参
与等。 在老龄社会中，社会各方的语言信息传播应
当充分考虑老年人语言交际特点， 思考社会治理
与老年人语言信息资源的公平问题，构建多维度、
精细化的适老语言服务与信息沟通形态。 当前，最
为突出的问题之一是我国老年群体使用智能技术

困难，正遭遇“数字鸿沟”。 家庭和社会要形成合力
解决问题， 如通过各种渠道和形式提升老年人语
言信息素养，积极进行智能技术“适老化”改造等。
相关举措将有利于老年群体保持良好认知能力、
提升智慧社会参与度， 实现老年友好型社会语言
信息体系的构建。

当前，全球人口老龄化
趋势日益显著。 根据联合国的最
新标准， 一个地区 60 岁以上人口达

到总人口的 7%以上， 该地区即视为进入
老龄化社会。 2020 年， 我国 60 岁以上人口
2.55 亿左右，占总人口的 17.8%。 不仅中国如
此，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在步入老龄化社会，特
别是发达国家，老龄化形势尤其严峻。与此相应，
老龄社会的语言问题不可忽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