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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和谷”从何而来

“学院式养老”是噱头还是内涵？我去之前

是抱以疑惑的。更何况，亲和谷养老社区创办人

奚晓昕是一位30多岁的“85后”小伙子。他搞养

老有啥能耐？起初我疑云重重。

深入实地走走，不禁恍然。亲和谷脱胎于亲

和源，基因一脉相承。18年前，奚晓昕的父亲奚

志勇率队规划建设中国第一个CCRC（持续照料

退休社区）“亲和源”。彼时，社会老龄化已趋严

重，政府集中力量加快建设“一张床”，以应付失

智失能老人之需，努力为民生托底，但追赶白发

浪潮仍显力有不逮。在此形势下，生活自理的退

休职工也渴望得到高品质养老服务啊，却举目四

顾皆茫然，除了病房式护理院，哪里有为健康老

人提供养老服务的机构？那时，送老人去养老院

裹挟悲剧色彩，甚至背负“不孝”骂名。奚志勇见

到人所之未见，观念超前地创建亲和源1.0版本

养老社区，力主养老注重“家文化”，养老服务也

需尊重老人的自由、尊严与隐私，去养老院是搬

家而绝非被抛弃等等。如此服务刷新了“一张

床”式的养老即护理的观念，吸引了一批从昔日

燕京、圣约翰、沪江等名校毕业的老一辈知识分

子，以及1949年后自清华、复旦、上海交大、同

济、华东师大等毕业的“老友圈”。其中，还有配

音演员乔榛夫妇，电影艺术家牛犇、陈奇，“二战”

时期战地翻译、新中国“第一代空军”、抗美援朝

老兵等等。后来，奚志勇看到社会上不少老年夫

妇，因一人瘫痪而另一人被“绑架”，从此失去安

宁，又不失时机推出亲和源2.0版本“迎丰老年公

寓”，在“家文化”基础上加入了“医养结合”内涵，

让居住其间的长者获得上门医护服务，这一新增

功能一举解决了家有失智失能成员的后顾之忧，

也大受青睐。戏曲导演马科与影视表演艺术家

童正维夫妇得知亲和源推出2.0版本社区，欣然

搬入。不得不说，无论亲和体系1.0版本还是2.0

版本，都是基于对老年生活形态尤其是“痛点”问

题的研究，因而一经推出，广受追捧。

而亲和谷呢，是亲和体系最新服务模式，俗

称3.0版本。它基于亲和源18载积淀，血脉里也

传承了人文关怀和解决“痛点”问题的基因。身

处商品丰富、科技发达的智能化时代，新一代老

人不满足低端伺候。他们存在哪些刚需？时代

之问，是亲和谷矢志破解的课题。

“亲和学院”的思考与探索

奚晓昕生于1986年，从复旦附中考入同济

大学物流管理专业，后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和

德国理工大学合办的研究生班深造，毕业后在世

界五百强外企、国内知名国企、中外合资企业以

及知名民企多处历练，进入养老业之前在教育服

务型机构创业。其间，受父辈养老思想润物细无

声般地滋养，他于2020年毅然投身亲和谷创

建。那年，他看到母亲退休后有过一阵“兴奋

期”，学古琴、学电脑等等，不久却都偃旗息鼓，身

陷“无所事事”的迷茫。他也发现，不少老人刚退

休时都欢欣于从此有了“搓麻将自由”“出游自

由”“海吃海喝自由”等等，但持续一段时间后都

不可避免地觉得“没劲”，找不到持续的追求，开

始感觉空虚无聊。

社会还普遍存在：长者有心去外面“做事”，

子女却忠告“别折腾”。言下之意，“你已经老

了”——这，恰恰是导致长者心态一天天衰老的

精神“毒药”。如何帮助长者延缓或“抵挡”衰老

过早来袭，如何帮助建立对生活的向往和应对各

种“变老”的挑战？奚晓昕钻研这些问题时，发现

长者世界存在无数“bug”。这些“bug”往往由一

些小事儿引起。譬如，一次不愉快的自驾或公交

出行，一次不顺心的网上购物，一次疲于多次排

长队的看病……诸如此类，一点一点吞噬他们对

外面世界的好奇力，迫使他们越来越“宅”，甚至

走向自闭。

奚晓昕感叹：生命里的“老境”应该是美好

的，是真正享受自己兴趣爱好的“第二人生”。尽

管随着生理机能变化，身上可能存在这疼那痛，

但现代医学高度发达，完全能帮助老人解决常见

的各种不适，使得他们有心去“寻欢作乐”。在退

休后十年、二十年活力期，一方面要及时帮助老

人解决生理上的各种挑战，另一方面则要帮助

他们建立“向往的生活”。我们永远不要低估老

人对新生事物的兴趣程度。譬如，以前在机关

任要职的一位“老干部”，如今在亲和谷学会玩

无人机，他用“新玩意”拍的摄影作品深得老友

们嘉许，不久可望举办个人摄影展了。亲和谷

还有个八旬老太，曾表示“没去过西藏是个遗

憾”。奚晓昕闻讯便教她使用虚拟设备“漫游”数

字西藏。当老太戴上AR眼镜，连连惊呼，“这太

逼真了！”

特别的学院，特别的教与学

目前亲和谷积极构筑“家文化”“会员自治”

“支持个性追求”“零服务”“鼓励热闹生活”等5

大服务体系，都着眼于“解决人的精神问题”，其

中重要抓手即“亲和学院”。

奚晓昕介绍，2023年入住亲和谷的长者是

亲和学院“23届新生”。他现在最看重的头衔是

亲和学院院长，坚持每周给长者们上课。亲和谷

教学设有“生活”“好奇”“远方”“心灵”四大板

块。“生活”注重介绍美食、园艺、手工制作等；“好

奇”多为新潮科技应用；“远方”围绕艺术文化和

旅居展开；“心灵”则聚焦信仰乃至生死观念等

等。教学区设有多个教室、阅览室、运动室等等，

同一时间段能开展多项课程。亲和谷力推“学院

式养老”，在乎它捕捉了老年会员重要特征，即人

人在各自擅长的专业领域几乎都可被称“老师”，

同时，在专业范畴之外却可能是个懵懂的“学

生”。学院式养老，既有传统学校的“你教我学”，

还有养老社区会员“角色互换”与“服务互换”。

亲和体系养老社区有个985高校退休教授，是知

名文史专家，被邀请去亲和大讲堂讲授《宋代开

国大将》，使得老年会员兴味十足，听故事，涨知

识，收获满满。还有个教授得知自己获邀讲课，

兴奋得不得了，不仅精心备课，还主动提出：我一

次讲不完，可以分三次讲授。在绿植、茶艺、书

画、运动等方面，会员间互相学习，互相切磋，增

进了解，建立友情。如此学院式养老包含了“大

孝”和“大爱”。

一座不设毕业典礼的亲和学院，每周有丰富

多彩的教学活动。他们每年将举办一次结业典

礼，让长者与家人在“学院”齐聚，让孙子孙女看

爷爷奶奶登台做一年学习的表演总结。这样的

“学院式养老”不失为以往养老模式的再次升级

迭代。养老道路千万条，舍得花时间倾力于“爱

的陪伴”是根本。寓教于乐，寓爱于学，这就是亲

和谷给人们的启示。

养老业“少帅”创建学院矢志养老改革
萧丁

桃李春风浑过了，留得桑榆残照。
变老，是人人会遇到的问题。如何妥放“老境”，人

类从未停止过探寻。
时至今日，市场化养老模式已然纷繁。前不久，亲

和谷——“学院式养老”乍现浦东宣梅镇，引众人好
奇。据闻，它延续了亲和源“给至尊老人一个家”秘书
服务特色，却又不满足于此，而是在人之所以为人的根
基——“精神领域”，去发掘需求并力求给予满足。 奚晓昕，养老业“少帅”，以亲和谷养老社区

创办人身份亮相并高举“学院式养老”旗帜后，
立刻吸引了四面八方探究的目光。

何为“学院式养老”？它是噱头还是文化？
以下是与奚晓昕的对谈实录。

Q：晓昕总，什么机缘促使你决定创办亲和
谷养老社区？

A：怎么说呢，父亲筹创亲和源的时候，我在
念大学。父亲是激情满怀的理想主义者，也是
一个果断的行动派，一旦确定事业方向就会义
无反顾、百折不挠地走下去。他探索市场化养
老培育出了亲和体系1.0版本和2.0版本，我
在不知不觉中也有所了解。我自大学毕业后，
做过期刊社、世界五百强外企、中外合资企业、
民营企业等等，也跟复旦附中老同学有过创业
合作，这个过程是对社会、对职场的了解，有了较
丰富的人生体验。后来，看到身边最亲近的人
——我的老妈在退休后的境况，看到她由最初兴
致勃勃报名参加古琴课、电脑课，到后来一一“放
下”，不再有兴趣去碰，她在电视机前追剧时的无
奈和落寞，让我骤然意识到，人在迈向老境的过
程中必会经历“兴奋——失落——迷茫”等过
程。刚退休时往往很兴奋，想到有大把大把时
间挥霍在聚会、旅游等事情上，但过段时间“热
度下降”。所谓“第二人生”是需要规划的，也需
要找到适合的场景、伙伴让心灵的花朵受到滋
养。我觉得我有责任帮助老妈以及天下许多跟老
妈一样的人，让他们每天醒来不会茫然无聊，而总
有想做或向往的事情在等待自己，对未来抱以向
往和期待。这可能是我涉足养老业的初心吧。

Q：亲和谷倡导“学院式养老”。这里的
“谷”，是受硅谷启发吗？你曾表示亲和体系3.0

版本养老社区志在“解决人的精神追求”，能否

具体谈谈这方面的思考和实践？

A：亲和谷脱胎于亲和源，服务理念与亲
和源是一脉相承的。当初讨论亲和谷起名，
的确联想到硅谷、慧谷、智谷等等，但此谷非
彼谷，“谷”字本身喻指山谷，有自然意味，也能
引申是“亲”“和”聚集地。至于“解决人的精神
追求”，的确是我着重思考的。市面上流行的养
老观念，更多指向吃喝玩乐衣食住行，我们想基
于这些标准的服务之上再进一步。我觉得，对
长者过得幸福不幸福，快乐不快乐，我们过去更
多关注物质和基本需求层面，对于心理感受和
状态层面的关注比较弱。一般的老年大学开设
许多兴趣班，琴棋书画，唱歌跳舞，解决的是长
者们的文娱需求。而我们设置“生活”“好奇”
“远方”“心灵”四大教育板块，出发点是帮助长
者建立对生活的向往和应对持续的挑战。核心
目标的差异，具体落实到课程内容、教学形式、
目标设置、效能检验，其结果都会有所不同。

Q：你心目中有没有“幸福长者”的一幅大致
画像？

A：套用列夫 托尔斯泰一句名言，我想
说，不幸的老人各有各的不幸，但幸福老人却
是相似的，即脸上带有“少年感”，有一股朝
气，仿佛总有一束光照在他们身上。亲和体
系养老社区有个祝伯伯，一百多岁了，经常游
泳，每天打桥牌，还积极发挥专长参与社区灭
蚊行动。他活得那么充实和精彩，对社会对“明
天”永远抱以美好的向往。毋庸讳言，也有一些
长者，个人享有的物质条件非常不错，却常常情
绪低落，埋怨他人或社会。我希望通过自己跟
小伙伴们的共同努力，带领长者体验生活里的
各种美好，帮助他们在纷繁的社会生活中找到
或“重拾”兴趣爱好，有做不完的开心事儿。就
像亲和谷有位宋伯伯，退休后突然发现自己很

喜欢画画，不仅自费购买了网上油画课程，还跟
人分享并带领其他老友一起研习绘画。我每次
见宋伯伯在教室里给其他老人讲解油画技能，
便看出他有一道自信、充实的生命之光。

Q：你说，“自己最看重的头衔是亲和学院院
长，每周给长者们上一堂课”。身为理工男出

身，你主要传授哪些内容？又是怎么根据银发

学员的切实需求进行备课的？

A：此刻我们所在的第三教室，是我给长者
们上课的地方。你看墙上的两排海报，是我这
个“学期”定的上课的主题。我觉得给老人“上
课”不必受教条制约，他们能接受年轻人生活中
的许多事物。譬如，“VLOG生活记录”“气味电
影体验”“象棋机器人”“理解动漫一代”“应用形
色APP作植物的‘人脸识别’”“从AI人工智能
窥探‘数字永生’”等等。我经常鼓励有条件的
长者在朋友圈出一本自己的书，或学会运用
VLOG做生活记事。我还带领长者去体验虚拟
现实，去看看太空、海底之类平时无法到达的地
方。我看到，长者们因学习而快乐，譬如，有的
学会使用“形色APP”后，对着满院子树木花草
“识别”，很快成了社区里的植物达人，能随口报
出很多植物的名字，还会像小朋友一样，对着穿
着鲜艳的老伙伴“识别”，笑谈“原来你是朵玫
瑰”。还有个长者，学会“无人机”操作后便花钱
买了一只，热衷于高空拍摄，拍出了一幅幅“鸟
瞰世界”的照片，他感慨“以前不知道拍照还能

这样玩！”老年快乐是无处不在的，有时快乐就
是跟同伴一起玩幼稚游戏——真是这样的。他
们内心有个永远长不大的自己，也喜欢玩闯关
式桌游、聚会式桌游。我体会到，快乐也不是
“长生不老”的，也不会无缘无故从石头里蹦出，
我的备课都围绕这些展开。

Q：快乐不是“长生不老”的，这一点在许多
人身上得到验证。当一个老人有了学习弹琴、

书画等念头，如何帮助他们保持兴趣热度并享

受到快乐？

A：老人圈里普遍存在这样的现象：兴致来
了，万水千山；兴趣走了，沧海桑田。而我们倡
导“学院式养老”，关注老年精神领域的需求，其
科学基础在于“老年心理”。就说退休后学习钢
琴吧，如今网上推出各种老年钢琴课程，教老人
使用手机软件在家自学自练。这能持续吗？极
少有人能持之以恒。问题出在哪里？我们研究
发现，少了一个学习场景和持续的机制。譬如，
几个老友结伴去学，会互相鼓励，互相纠正。之
后，帮他们联系外出“表演”，初学老人一般先会抗
拒，但在朋友鼓励下也会将压力变成动力，加倍
用功。我们针对老年心理特点为他们设计一个
个进步阶梯，或一个个里程碑，让他们树立目标，
敢于追求，再创人生辉煌。这也是我们“学院式
养老”教育思想的根基。我觉得无论做什么风
格、什么流派的养老模式，都会有自己的核心理
念，有一群认同的人，大伙一起把路越走越宽。

Q：亲和谷的“学院式养老”，如何才能做得
更加精细和专业？

A：对于“学院式养老”，以前也有人提过，但
未能形成比较专业、系统的运营模式。亲和谷
也是努力在一张白纸上画最美最动人的学院式
养老画卷。我父亲的养老思想是相当超前和自
由的，完全不受现有模式的制约，对“未来养
老”有许多设想。我跟父亲有过这方面的交
流，既受他的影响和启发，也有自己身为“85

后”的思考和主张。所以，我将父亲设想的多
种现代养老模式做了梳理和删减，重点选择
“学院式”这个发展方向，原因在于，这个方向
与目前我们所了解的长者们的实际需求“契合
度最高”。至于说到如何做到更加精细和专业，
我是抱持空杯心态的，我比较坚持“做好服务的
关键，是花时间和他们在一起”，好的idea需要
实践，在实践中加以调整和提炼。我们接下来
推进的抓手，是给社区每个老年会员建立“成长
档案”，关注并记录他们兴趣发展的成长轨迹，
不做“强扭瓜”式的引导，而是发掘潜能，循序渐
进，适时干预。这里所指的“干预”，是帮助他们
排除成长道路上的障碍，在“主动关怀”“个性化
关怀”方面开展一系列针对性的引导服务。

Q：所谓“针对性的引导服务”，主要指心理
辅导还是行为干预？

A：两者都有，看具体对象遇到怎样的障
碍。我可以举例说明。在疫情期间，养老社区
必须提高防护级别，确保老人不被病毒感染。
那时我了解到，每天是否定时去阳台晒太阳，
人的体内影响快乐的多巴胺分泌是不同的。
我还发现，有一家老人对健康的防护比较重视，
因此也比较少出来聚。缺少社交与阳光，会影响
多巴胺分泌，从而影响情绪，那我们基于成熟的
科学机制，主动上门进行更多交流，引导适度地
出门与大伙交流。老人生活中时常会冒出一堵
堵“墙”，这些墙其实很脆，你去关爱和帮助了，一
推就倒。但你若采取漠视态度，墙体会越来越
厚，越来越坚固。某种意义上，我们就是帮助老
人推倒那些墙的人，这是我们的使命和责任。

（整理/萧丁）

与奚晓昕对谈录

“我们是帮助老人推倒那些墙的人”

▲“85后”奚晓昕高擎“学院式养老”

旗帜，备受瞩目。摄影/周晓

 学府气息浓郁的亲和谷养老社区。

摄影/周晓

▲老年研学，生机盎然

▲“幸福长者”脸上都洋溢一道光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