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１８第５期
（总第３７６期）

成人教育
ＡＤＵＬＴ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Ｎｏ．５２０１８
ＴｏｔａｌＮｏ．３７６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１８７９４．２０１８．０５．０１１

代际文化传播：老年教育的新视角
曹海涛，霍雨慧，何玉春，王艳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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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代际文化传播作为社会不同群体间的文化交流和教育互动，有利于老年教育的开展，消除老年群体
“文化弱势”地位，消除代际之间“代沟”的“文化隔阂”和“文化歧视”，填补“文化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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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代际文化传播与老年教育的契合

１代际文化的传播以老年教育为手段
代际文化传播可以消弭老年群体的“文化弱

势”，使得其他社会群体得以对老年文化进行深入

了解，并实现文化互动，互相传播自己的“文化优

势”内涵。这种代际和谐互动传播，能够“实现传播

利益最大化，充分体现出一种对老年人的人文关

怀”。在与其他“代”群体的文化传播中，主要的方

式和手段就是教育，老年教育“成为老年人获取外

界信息、进行精神交往的主要渠道”。［１］代际文化传

播中，老年教育始终贯穿于其全过程。

２老年教育以代际传播的文化为资源
老年人虽然有种种“弱势”的体现，但是老年人

具备社会经验与人生阅历，能够提供成熟的专业技

能与教育智慧，这些宝贵的经验与智慧“能教育年

轻人并将种种价值留传给他们”，各群体之间教育

资源依托于这些代际文化。而老年人接受的教育资

源则是新时代的知识技能，尤其是信息时代的知识

信息。所以，代际文化传播与教育互动，不仅仅是老

年群体“发挥余热”的过程，是与青少年文化交往与

文化传播的过程，而且是彼此之间的教育过程；不仅

仅是文化的传播，还是教育资源、知识智慧的传授，

“老龄不仅是经验与智慧的象征，而且能使人们根

据自己的信仰和愿望，取得更大的成就”。［２］

　　二、老年教育中代际文化传播的主要问题

１代际“文化隔阂”
根据社会学家玛格丽特·米德的研究，随着时

代变化与社会变迁，产生了不同的社会群体，无论是

从社会现象与个人发展，“都会产生不同代之间在

思维方式、社会价值观念、行为取向的选择所出现的

差异、隔阂及冲突的社会现象”。［３］这就是不同代的

群体之间存在着的代际冲突和“文化隔阂”，即所谓

的“代沟”（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ｇａｐ）。这种“代沟”的存在，阻
碍了老年群体与青年群体之间的文化互通与传播，

造成了老年群体的自我封闭，使其缺乏年轻群体的

新鲜活力。同样，这种群体传播的隔阂，也会妨碍老

年群体文化发展与老年教育的顺利进行。

２代际“文化歧视”
代际文化传播的障碍不仅仅有文化隔阂，还有

文化歧视。从文化学角度来说，老年文化作为社会

的一种“次文化”，受到了明显的文化歧视。老年人

由于衰老，在社会上被边缘化，经常被描绘得羸弱病

残，需依赖他人。在文化教育方面，突出表现在对于

老年文化的淡漠与使之边缘化，“对社会弱势群体

的集体抛弃，使弱势群体被社会边缘化”，“某些人

群备受青睐和偏爱，而另一些人群遭到漠视和忽

略”。［４］从传播学来说，对于老年群体和老年文化存

在着固有的“刻板现象”，认为老年人是“孱弱”“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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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固执己见”的群体，对于老年文化的“优势部

分”有意无意地忽略。同时，“通过刻板印象使社会

不公无限期地延续下去”，［５］形成了恶性循环，“这

样的刻板印象放大了弱势群体的负面形象，导致的

逻辑结果必然是社会对于这一群体的偏见和评价不

公”。而作为受到文化歧视的老年群体，已成为“失

语的群体”，愈加成为老年群体的不公正的社会文

化符号。这种文化歧视的存在造成了教育资源对于

老年群体的不公平分配：从教育的软件到硬件，老年

教育的投入与建设都还有很多“短板”；教育资源过

分向青年群体倾斜，而老年教育受到忽视。

３代际“文化鸿沟”
在代际文化传播中，还存在着知识传播和文化

教育的“文化鸿沟”，这种“文化鸿沟”有老年人接受

现代文化教育时的生理方面的不利因素，如“晶体

智力”的逐渐下降，造成接受现代教育的困难，也有

深刻的社会文化因素。现代文化知识的传播“可能

会扩大不同社会阶层成员之间的知识差距”，［６］体

现最为明显的就是网络新媒体知识和相关的教育。

由于生理、心理和知识更新替代因素，“相比于年轻

人，老年人与新传媒形态的互动总是较为滞后”。［７］

网络的出现给世界的发展带来了革命性的影响，在

“数字浪潮”面前，老年人由于大多数在接受教育的

时代未曾出现信息技术的飞跃发展，因而较为缺乏

“信息素养”，面对不断快速发展的信息社会无法应

对，表现为：老年人面对电子商务无法操作，对电子

政务的认知几近空白，对新媒体教育资源无法搜索

和获取，等等。信息时代在他们面前划出了一道

“数字鸿沟”，虽然有些老年人乐于学习，但其因学

习心理、学习能力的弱化，已远远跟不上知识时代前

进的步伐。事实上，网络已经造就了老年人与青年

人之间的数字鸿沟，这种“数字鸿沟”作为“文化鸿

沟”的时代表征，也说明了代际文化传播，特别是老

年人向青年人学习新知识、新技能的必要性。

　　三、拓展老年教育，有效进行代际文化
传播

　　１树立“互喻文化”的教育理念
玛格丽特·米德提出了“前喻文化”“并喻文

化”和“后喻文化”的三种形态的文化传递或传播概

念，认为当今社会应该大力提倡“后喻文化”。客观

地说，老年文化需要向其他群体文化学习，但是，单

纯强调老年人向青年人学习的“后喻文化”传递和

教育方式并不完全科学。事实上，这种排斥性蕴含

了对于老年文化的“弱势地位”的认定和一定程度

的“文化歧视”。

比较正确和科学的方式需要跳出“文化对立”

和“文化歧视”的窠臼，笔者较为提倡“互喻文化”的

教育理念，即代际之间的文化传播采取“互相学习”

和“互相教育”。一方面，老年群体的“文化优势”可

作为社会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有效地给

青少年以人生指导和教诲。例如，老工人对青年职

工的带有技能优势的“传帮带”、老教师和老医生对

于青年知识分子的知识优势的“指点”、老干部对于

青少年的思想教育等，都能够凸显老年文化的价值。

另一方面，青少年群体的创造力与活力以及对于新

知识和新信息、特别是现代智能的掌握，也可以反过

来促进老年人的知识进步和素质提升，这不仅是终

生教育理念的体现，也是代际文化交流中“孝文化”

在新时代的彰显。

无论青少年群体还是老年群体，都会从“互喻

文化”教育中受益。对于老年人，不仅仅是有效地

实现了社会参与，发挥了余热，也会获得青少年的理

解与尊重，践行了“积极老龄化”理念。同时，老年

人也学习了新的知识，获得了新时代的信息，掌握了

新技能，这也是“老有所学”的体现。

２探索“次文化交流”的教育路径
首先，要重视“老年文化”在交流中的独特性。

老年次文化理论认为：老年人由于身心社交方面的

原因，与其他群体交往存在困难，导致老年人之间的

互动加强，老年人之间的价值观、文化意识的交流能

更融洽，更容易达成共识，形成老年次文化。［８］这种

文化是社会主流文化的补充，同时与其他群体文化

相区别。在群体内部，老年人之间可以通过相互帮

助、彼此支持和鼓励、安慰，来减弱孤独、失落、寂寞

的心理体验，抚慰内心的无助或伤痛，满足老年人的

休闲、锻炼、求知求乐的需求，促进健康，完善自我。

但是这种“次文化”也树立了与其他群体或者“代”

文化交流的“壁垒”，造成了交流互动的障碍。

其次，要重视“老年文化”在交流中的必然性。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关系的含义在这里是指许

多个人的共同活动”，［９］在家庭、社区、社会中，处在

社会关系网中的每一个群体都必须交流与合作，都

必须进行文化交流与教育互动。故而，应该提倡和

促进各代人之间的相互交流，为老年人创造共同活

动的机会，促进老年人参与社区范围内的社会、文化

和教育活动，从而促进老少融合社区的发展。同时，

必须促使老年群体与其他群体以平等的地位与视界

进行文化交往，和谐的家庭与社会氛围必然建立在

互相交流与教育的代际和谐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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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改变“文化鸿沟”的教育困境
首先，注重公平性。“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有必

要采取措施确保全体社会成员都能均衡地获得信

息”，老年人可以而且有必要学习新知识、新技能，

参与和接受老年教育，这是跨越“文化鸿沟”的前

提。通过老年教育，消弭“数字鸿沟”，老年人可以

学习新媒体知识、掌握新媒体操作技能，摆脱在教育

中的不利地位。对于老年教育资源，实现公平性有

赖于政府、社会组织和老年群体、个人的共同努力，

应重视老年教育资源的投入和公平配置。

其次，着眼特殊性。老年人也具有求知、求新的

心理动机与学习需求，老年人学习新媒体知识技能

是大势所趋，跨越“文化鸿沟”的意愿应该给予鼓

励。但是老年人毕竟生理有所老化，“晶体智力”逐

渐降低，感官认知能力减弱，反应比较迟缓，容易遗

忘，记忆力减退等，所以需要年轻人发挥所学所长，

充满关爱、反复耐心地采取一些适合老年人的措施

（例如放大字体和声音、放慢教学节奏、注意反复教

育提示、文化教育资源的选择应适合老年人的兴趣

等）对老年人进行新知识、新技能的教育。从本质

上说，这是对于老年人的人文关怀，是对发展老年教

育和老年文化的支持，也是提高老年人生活幸福感

与满意度的重要条件。

从代际文化传播的视角看老年教育，基于相互

的学习与交流，才能实现代际和谐，“社会历史的发

展是靠一代接续一代，不同代人的互学互补，整合代

际功能形成代际合力和接力，才能共创美好的未

来”。［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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