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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居
正

官员们正自惊愣， 顷刻又有中旨
传至内阁，命张宏接任司礼监掌印，张
鲸任东厂提督。 如此安排，朱翊钧也是
煞费苦心，按他内心意愿，是想让张鲸
接替冯保的职务， 但他知道这样做势
必引起巨大非议。 一是太后那里通不
过 ，二来他也知道 ，张鲸资望尚浅 ，提
拔过快很难服众，故只让他接掌东厂。
历来掌厂者，在太监里头的地位，仅次

于司礼监掌印，张鲸获此职位，虽然并
不满足，却也差强人意。 他接过“钦差
东厂提督太监”之印后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按皇上的旨意抄了冯保的家。 冯
保家的金银财宝不计其数， 抄查了一
个多月尚未了结。 按下这头不表，再说
朱翊钧那边，除掉了冯保之后，一个月
之内，他又接连下发了十几道谕旨。 第
一道谕旨是重新起用张居正柄政时坚

决不用的邱橓和海瑞这两个仕林推重
的清官。 第二道谕旨是听从御史孙继
光的请求， 将因张居正夺情一事而遭
廷杖的翰林院编修吴中行、 检讨赵用
贤 、刑部员外郎艾穆 、主事沉思孝 、进
士邹元标等重新起用。 第三道谕旨是
将因各种原因而触怒张居正被放逐解

职的大臣王锡爵 、余懋学 、赵应元 、付
应祯 、朱鸿模 、孟一脉 、王用汲等尽数
召回。 第四道谕旨是解除张居正最为
倚重的门生王篆的右都御史的职务 ，
斥为编氓回归原籍。 第五道谕旨是勒
令刚刚改任的吏部尚书梁梦龙、 工部

尚书曾省吾致仕。 第六道谕旨是将张
居正柄政期间唯独一个不肯依附他的

刑部尚书严清擢拔为吏部尚书。 第七
道谕旨……其实也不用细数下去 ，将
这些谕旨通读下来， 就可以摸透皇上
的心思：凡是张居正生前信任的人，都
一律革职罢斥； 凡是张居正生前处分
过的人，都尽数召回官复原职。 至此，
京城各大衙门官员不得不相信风向已

变———打从七月间就有迹象表明 ，皇
上要改弦更张驱除 “江陵党 ”，如今这
传闻终于变成了可怕的现实。 因此，多
少个一心要跟着张居正开创 “万历新
政”的能臣干吏变得惶惶不可终日。 他
们怎么也想不通，曾几何时，还被天下
百姓传为美谈的圣君贤相之间的鱼水

深情， 怎么转眼间变成了如此不可调
和的深仇大恨？

晃眼过了十月中旬， 再有两天就
是小雪节气了。 往常这时候，虽然霜花
愈重， 早晚人们嘴里哈出的都是白气
儿，但还不至于冻得伸不出手来。 今年

却不一样， 前两天忽然从山海关那边
刮过来一阵急骤猛烈的北风， 在田野
上嗥叫着 ，像是一群群饿狼 ，凶残地
扑向了城里。 被它们推起的厚厚的铅
云 ，转眼间就把温暖的老日头遮了个
严严实实 。 气温骤降 ，松软的地面变
得比铁还硬。 昨日还嘈嘈杂杂轿辇相
接的北京城 ，一下子变得黯淡而无生
气 。 这光景 ，同时下大部分官员的心
情倒也十分吻合。

北风未起之前， 机敏的狗似乎就
知道寒潮要来， 它们在街面上烦躁地
奔跑着，发出惊恐的吠声。 比狗还要机
敏的，是大内惜薪司的太监。 他们赶在
摧墙揭瓦的北风到来之前， 就把大内
各宫院的地龙烧热，让太后、皇上以及
后宫的所有美眷，在重帘绣幕之中，丝
毫感觉不到气候的变化。

这天天刚亮， 如同千军万马呼啸
而过的北风渐渐弱了一

些，但天空还是灰沉沉地
布满了阴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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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发族“触网”也沉迷
专家支招手机 App应“适老”
老人触网欲罢不能

新闻和身边案例比比皆是

聊微信、玩游戏、看短视频、刷朋友圈
点赞留言……愈来愈多的老年人喜欢上
智能手机，他们大规模地“触网”。 但中老
年朋友过于依赖智能手机和社交网络平

台，给家庭和自身都带来一些负面影响。
笔者身边的邻居———徐老太太，学

会了制作电子相册， 她把亲戚的照片做
了个遍，然后通过微信发给对方。不过好
事做成了坏事，亲戚颇有怨言，原因是老
人把亲戚和去世的家人放在了同个相

册，难免有人忌讳。 另外，徐老太太沉迷
于刷朋友圈，凌晨三四点不睡觉，平日里
也是戴着老花眼镜边走边刷， 不仅引发
肩膀疾病，还存在安全隐患，家长多次劝
阻，仍然不肯放下手机。

媒体报道， 南京的王先生教会术后
腿脚不便的父亲上网打牌后，深感后悔。
原来，他的父亲经常一打牌就是一天，有
的时候饭也不吃了。王先生还不能多说，
说多了老人家就不高兴。

手机游戏不只是年轻人爱玩， 绍兴
的章阿姨同样乐此不疲。 章阿姨退休后
无聊， 跟女儿学会了手机游戏： 组建军
队， 带领战士保家卫国……一玩就是好
几个小时，欲罢不能。此外，爱消除、斗地
主也是她的最爱，比年轻人还上瘾，常常
深夜 12 点还不睡觉。家人劝她对身体不
好，她还生气。

魔性的笑声、 激昂的背景音乐……
短视频洗脑符号， 也正渐渐吞噬着老年
人的日常生活。 随着老年人“触网”现象
加剧，如何防止他们沉迷网络，已成为全
社会的重要课题。

医学专家支招 防沉迷也需“老年模式”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

内科主任郑坤木认为： 智能手机
和社交网络平台的出现， 给人们
接受新鲜资讯带来便利。 一方面，
在数字化时代， 一些老人不懂得
使用智能手机和各种应用软件 ，
导致生活出行不便。 但另一方面，
成功跨越“数字鸿沟”的老人却又
沉迷于此，花时间和精力在上面。
“中老年朋友容易出现两个极
端———要么抗拒，要么沉湎。 ”老
人沉湎于网络世界， 其大脑结构
和功能的衰退是其认知功能下降

的主要原因。 老人控制情绪的能
力随着大脑皮层控制的减弱而减

弱，与孩子大脑皮层情况相似。 中
老年朋友随着年龄的增长， 有一
部分人会出现脑萎缩， 影响大脑
皮层的功能。

如何让沉迷的老年人摆脱虚

拟世界？ 郑坤木认为，应该分为三
个主体考虑。 首先，从老年人本位
主体来说， 通过手机社交软件与

他人交流，有助于减轻孤独。 但太
过依赖手机就是沉湎， 反而对身
心健康不利。 他提出，老人应该更
多地融入社区与邻居互动， 通过
聊天散步等排解寂寞， 不能让自
己成为手机的“木偶”。

其次， 从和老年人相关的家
人角度来看。 孝老敬老是中华民
族的传统美德， 家人不仅应该关
心老人的衣食住行， 更应关心他
们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年轻人既
然可以帮助老人成为数字生活的

主人， 也应该竭尽全力帮助他们
正确“触网”，这才是真正的孝。 功
夫不仅在网上，还在网下。 儿女和
家人应该多花时间和心思， 来满
足老人沟通陪伴的需要。

最后， 最为关键的是全社会
加强养老护老方面的建设。 郑坤
木建议， 互联网平台不妨推出和
“青少年模式”一样的“中老年模
式”，正如腾讯的游戏防沉迷系统
也覆盖 60 岁以上老人。 相关手机

软件应在使用时长、用眼健康、视
频内容等方面加以调整来保护中

老年人，达到防沉迷的目的。 为系
统算法加入反成瘾因子， 有助于
为老年人创设更清朗安全的网络

空间。 不仅是工信部等相关政府
部门应督促手机 App 进行适老化
改造， 社会机构诸如老年大学和
社区等， 应开设智能手机使用课
程，积极帮助教育引导老人，理性
看待手机和互联网， 避免他们和
现实脱节、沉迷网络。

其实， 今天老人在面对互联
网世界时的 “沉醉不知归路”，也
是年轻人未来将面临的窘境。 进
入老龄化社会之后，老年人“防沉
迷” 是全社会都需要共同面对的
话题，“网瘾老年” 应该得到全社
会的正视。 只有更好地护航中老
年朋友在互联网世界里 “乘风破
浪 ”， 中国社会才能收获更美的
“夕阳红”。

（据《中国青年报》）

9600 万银发网民活跃 部分“老网民”日在线超 10 小时
正如上述新闻中 ，这样过度

沉迷社交网络平台的老人 ，在中
国社会不在少数。截至 2020 年 3
月， 中国已有 9.4 亿网民， 其中
60 岁以上老年网民占 10.3%，中
国移动互联网上活跃着约 9600
万银发族 。 我国 60 岁以上老人
日均使用互联网时间高达 64.8

分钟。
《2020 老年人互联网生活

报告 》首次披露 60 岁以上老年
人在互联网上的行为偏好 。 报
告显示 ，0.19%的老人在某资讯
App 上的日在线时间超过 10 小
时 ，全国或有超过 10 万老人呈
现出极致孤独的生活状态 ，全

天候沉迷在手机端的移动互联

网上 。
数据显示，有些老人重度依赖

网络， 他们每天除了基本生活之
外，全部把时间消耗在移动互联网
上。老年人对手机依赖的程度如此
严重， 和在现实生活中无人关照，
易感孤独，缺乏现实寄托有关。

从前， 子女整天沉
溺在数码产品和互联网世

界中 ， 让上了年纪的父母不
解，甚至斥责。 如今，“新老年”朋
友同样如此 ， 他们用上了智能设
备，不少人同样沉迷在短视频中无
法自拔。 信息时代，如何帮助中老
年朋友建立“触网”的正确观念？
理性对待短视频等社交网络

平台， 成为重要的社会
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