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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独居老人安装监控 年轻人将镜头对准爷爷奶奶

当下，很多年轻人开始给
老人家中安装“监控”，以实现

“云陪伴”。在一个APP的社区
里，有个话题叫做“把镜头对准
爷爷奶奶”。他们帮家里的老
人拍照片视频，记录并分享生
活。年轻人以这种方式与老一
辈产生连接，用爱和关怀“反
哺”家中老人。

“外婆，不要给‘咖啡’吃零
食！”外婆听到后，不好意思地
把小零食放下了，嘴里还说着：

“就给它吃一点点嘛。”这对话
就是祖孙的日常，但经由的媒
介却又不太寻常——— 既不是面
对面，也不是视频通话。

“咖啡”是朱祎祎外婆家的
小狗，朱祎祎在监控的一头，通
过云台APP控制，对着监控那
头抱着小狗的外婆叮嘱着。

1998年出生的上海女孩
朱祎祎，曾用监控记录下了自
家小狗“咖啡”独自隔离的19
天，在某平台上获得40万的观
看量。监控是妈妈装在外婆家
的，最初使用目的是“看宠物”。
去年，80多岁的外公感染新冠，
同住的外婆也需要一同前往方
舱医院隔离，在二老最手忙脚
乱的时候，祎祎通过监控通话，

“指导”他们拿充电线、常用药。
外公、外婆吃过饭后，一般

会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小狗咬
着小玩具，摇着尾巴在两位老
人面前走来走去。朱祎祎说，
从手机里看到这一幕时会感觉
特别温馨。她将监控里两个老
人和小狗相处的片段剪成小视
频，用拟人化的视角为小狗“配
音”，网友们也喜欢这样充满温
馨的日常。

监控虽然是单向的，在这
一媒介之间实现的情感连接却
是双向的。朱祎祎说，她时常

打开摄像头，看看外公、外婆在
做什么。

透过摄像头，她看到外婆
有时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看报
纸，或者打开手机刷短视频。
外公则习惯在隔间里睡午觉，
有时到小区附近的湿地公园锻
炼身体。等她下班回到家时，
再次打开云台APP，看到家里
的老人正在吃晚饭，她会通过
监控跟他们搭话，“外公、外婆，
你们在吃饭啦？好不好吃？”

家里的老人也能感受到镜
头另一端的陪伴，知道在不远
的地方，他们的子女、孙女在关
心着他们。

当初提到在家里装摄像头
时，外婆还开玩笑地说：“你要
监控我们啊？”不过，很快他们
便接受了这个提议，主要还是
考虑到自身的“健康、安全”，也
理解家人的用心。

朱祎祎是外公、外婆带大
的，他们生活在浦东，两家人的
距离并不遥远。她与两位老人
的感情深厚，上大学、参加工作
后，也会定期去探望他们。不
与子女同住的老人，在起居照
料上需要自食其力，因此朱祎
祎和妈妈会定期购物寄到外
公、外婆家，尽可能地照顾好老
人。即使住得近，可以经常去
探望他们，但两位老人独居，上
了年纪，总会有照顾不到的
地方。

通过监控摄像头，可以随
时随地了解家里老人的动向，
万一他们有不舒服的地方，可
以第一时间掌握情况。朱祎祎
说，除此之外，他们还通过摄像
头聊天。她说，外公、外婆年纪
大了，为了让他们听清楚，她平
时对着云台APP喊话的声音得
更大些。

为独居老人安装摄像头 随时随地“云陪伴”

2022年5月10日，朱祎祎
89岁独居的爷爷在家中去世，
被朱爸爸通过摄像头发现。

爷爷平时作息规律，一般
凌晨4点就会起床，而在当天，
到了早上6点爷爷仍然没有动
静，随后爸爸通过监控观察，
感觉不妙。由于生前罹患癌
症，爷爷的身体每况愈下，“本
来5月11日要送他去住院的，
但当时上海因为疫情封控了。
如果不是装了监控，我们也不
会这么快得知这件事。”朱祎
祎说。

朱祎祎介绍，爷爷住在普
陀区，离朱祎祎家比较远，为
了更好地照看老人，家人给他
的居室安装了小型监控。朱
祎祎有时关心他，问他吃过饭
没有，他也只是简单地回应一
句“吃过了”。但在朱祎祎眼
里，他其实很享受这种无时无

刻的陪伴。
老人的独居生活很简单。

这几年，他的腿脚明显不利索
起来，活动范围也越来越狭
小，一张床，一张沙发，一台电
视，朱祎祎通过监控画面看
到，“爷爷不是躺着就是坐着
看电视”，她感受到了爷爷的
孤独。

一个人的生老病死，透过
小小的摄像头，被记忆，被储
藏。爷爷去世后，朱祎祎对

“衰老和死亡”有了更深的体
会。谈到给独居老人装监控
的事，她说：“等我老了，如果
也是独居，也会同意安监控。”

在社交平台上通过监控
记录、分享家里老人日常的并
不只朱袆祎一个人。博主

“xiaolu宝宝”的每一篇分享
几乎都跟镜头下的爷爷奶奶
有关。她在济南工作，不能随

时探望在家乡生活的爷爷奶
奶，监控是他们日常交流的渠
道之一。

有一次，爷爷做了个关于
孙女的噩梦，心里不踏实，于
是急忙让奶奶给孙女打电话。
放下电话后，“xiaolu宝宝”又
有些不放心，通过监控给爷爷
奶奶回拨了电话。镜头的那
一端，爷爷奶奶乐呵呵地笑
了，强调自己真的没什么事，
会按时吃药。

如果不是监控记录下所
有的细节，“xiaolu宝宝”不会
知道爷爷奶奶的心路历程：既
担心孙女遭遇什么不好的事
情，又害怕贸然打电话会影响
孙女的工作。奶奶会在电话
里对她说：“宝宝，没什么事，
我们就是想你了。”这样的情
形，更坚定了她“常回家看看”
的决心。

监控下的日常 记录生活细节

获得陪伴并不意味让渡了隐私

据民政部公布的数据显
示，截至2021年底，全国60岁
及以上老年人口达2.67亿，老
年群体规模日益庞大。全国
空巢老人占比目前已超老年
人口的一半，部分大城市和农
村地区，空巢老人比例甚至超
过70%。作为曾经的家庭支
柱，迈入老年后，他们面临的
处境却不容乐观。随着社会
交往的减少，除了居家安全，
他们往往还面临着精神空虚、
孤独、缺乏陪伴等难题。一项
样本量为36791的病例分析显
示，我国的空巢老人抑郁症综
合患病率为38.6%。家人的陪
伴无疑是解决老年人心理健
康的“良药”。当下，不少家庭
为老年人安装了摄像头。

在购物网站搜索“监控”，
跳出来的商品虽五花八门，外
形却大体相似。这些“智能摄
像机”价格从百元以内到400
块左右，其主要的卖点有360

度全景、红外夜视、人脸识别
追踪、可以连接Wifi进行通
话，以及回看三天以内的
记录。

那么，究竟该不该给老年
人装监控？对此，有人认为远
程监控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
方便交流，但其无法替代人与
人之间真实的陪伴。还有声
音表示，这种单向的“监视”是
否侵犯了“被监视”群体的
隐私？

对此，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讲师张玥说：

“安装监控的场地可以跟老人
协商达成，比如说客厅。这种
家庭内部的公共空间，不一定
让渡了隐私。”她认为，这一方
式代表着媒介化中家庭关系
与情感的变迁。“通过安装摄
像头这类技术媒介，老人成为

‘被监视者’，子女成为‘监护
人’，这种位置的转换表明家
庭关系中权力结构也在发生

变化。”
中国社科院助理研究员

孙萍则认为，不同的人群面对
被“监视”时的态度也不同。

“在‘老人’的语境下，我们更
多地会去关注安全的问题，怕
他们出现一些意外。但对这
种被监控录制的感受，不同代
际人群会产生不同的感知。”
孙萍说。

针对个人信息安全，有专
家表示，目前市面上不少品牌
的摄像头，存在用户信息泄
露、数据传输未加密等安全缺
陷。那么，该如何避免隐私被
泄露？相关技术人员表示：在
购买摄像头时，可通过互联网
查询等方式对所选品牌进行
一定的了解。在使用监控时，
应设置一定强度的密码，并及
时关注摄像头软件提醒。（文
中人物均为化名)

据《北京青年报》

日本导演竹内亮曾在中国拍摄过一部纪录片，其中有一幕
是这样的画面：在川藏线上，一名长途司机在休息的时候，打开
了手机里的监控，安静地看着屏幕里家人的一举一动。家人远
在天边，又近在咫尺。

因为价格不贵又小巧实用，目前小型监控已成为“上有老、
下有小”家庭的普遍需求。

提醒
家用摄像头使用过程中

需警惕隐私泄露。泄露问题
主要集中在摄像头软件云端
逻辑漏洞和手机APP软件漏
洞两个方面。

现象
当下，不少家庭为老年人安

装了摄像头。线上24小时关注，
线下定期探望，成了当代忙碌的
年轻人陪伴独居老人的新方式。

隔着屏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