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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快速老龄化以及深度老龄化交织的背景之下，农村老年人生活面临的各种问题也随之呈现在大众的视

野当中。相较于农村老年人晚年生活中的经济物质方面的问题，老年人精神方面的需求被忽视了。而代

际共融这一理念为解决农村老年人精神赡养方面的问题提供了新思路。本文引入代际共融的理念，聚焦

于长期以来为大众所忽视的农村老年人的精神赡养问题，从代际共融的内涵及其在农村的实践基础、在

代际共融视角下农村老年人精神赡养的必要性及现状展开，得出基于代际共融的农村老年人精神赡养的

现实路径，全方位地保障农村老年人在精神上的“老有所养”。 
 
关键词 

代际共融，代际关系，人口老龄化，精神赡养 
 

 

Research on Current Situation and Path of 
Spiritual Support for Rural Elderly Based  
on Intergenerational Integration 

Yi Qian 
Faculty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Received: Nov. 7th, 2024; accepted: Dec. 19th, 2024; published: Dec. 27th, 2024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apid aging and deep aging, various problems faced by the life of the rural 
elderly also appear in the public’s view. Compared with the economic and material problems of the 
elderly in rural areas, the spiritual needs of the elderly are neglected. The concept of intergenera-
tional integration provides a new idea for solving the problem of spiritual support for the elderly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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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ral areas.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concept of intergenerational integration, focuses on the spir-
itual support for the rural elderly, which has long been neglected by the public, and develops from the 
connotation of intergenerational integration and its practice foundation in rural areas and the neces-
sity and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spiritual support for the rural elderly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
generational integration, and draws out the realistic path of the spiritual support for rural elderly based 
on intergenerational integration, to comprehensive guarantee of the spiritual “elderly support” for 
the rural eld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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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优化孤寡

老人服务，推动实现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在快速老龄化和深度老龄化交织、城乡发展不平衡

的背景之下，受人口寿命延长、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社会流动加快等因素的影响，家庭居住模式及代际

伦理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转型，与城镇相比，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的速度更快、程度更深。在实现老有

所养上，农村老年人居住的空巢化问题加剧[1]，农村老年人的精神赡养问题逐渐凸显：农村老年人精神

自养能力薄弱，加之在高速信息化的现代社会，数字鸿沟问题凸显，老年群体(尤其是农村老年群体)在网

络及数字产品的使用上受到了自身生理条件等多方面的限制，因而无法满足自己的精神需求；同时，随

着家庭重心的下移，核心家庭越来越倾向于将自身的物质和精神资源向下传递到子辈，而忽视了老年人

的需求。这一现象在“半工半耕”的农村社会更为突出。因此，需要注重老年群体的精神需求，提升农村

老人的精神赡养质量。 

2. 代际共融的内涵及其在农村的实践基础 

2.1. 代际共融的内涵 

代际关系，通常指的是不同时代，或具有不同社会特征年龄段群体之间的互动关系。狭义地来说，代际

关系是指基于血缘关系所建立起来的，家庭成员之间父辈与子辈、祖辈与孙辈之间的抚养、照料、交往等互

动关系。广义地来说，代际关系既包括基于血缘关系建立起来的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同时也包括超越血缘，

以共同地域、文化、社会交往为纽带所形成的不同时代成员之间的互动关系[2]。在生命周期加长的老龄社会

下，正需要倡导代际共融。推动代际共融，实现代际融合，也是积极应对老龄化的一个重要方法。 
代际共融理念可以从三个层面去理解： 

2.1.1. 强调场域的重叠 
实现代际融合首先要缩减空间上的距离，使青年群体和老年群体在空间上的距离大大缩短，才能促

进代际之间的平等顺畅交流。其次，要实现青年群体和老年群体在话语场域上的空间大大缩减，这就需

要电子产品的适老化改造，使代际之间的“代沟”缩小，代际之间的沟通交流更加顺畅，促进双方深层

次的了解。在了解了农村老年人的深层次需求以后，才能够精准地满足其精神需求，进行精神赡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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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促进载体的互动 
促进代际共融需要青老年群体之间具有共同的“互动载体”，这就需要让老年群体和青年群体在农

村的日常社会经济生活中有更多的接触，形成例如合作服务场所等类型的代际服务、以村镇集市为代表

的经济接触和以村集体活动为代表的社会接触等，更好地实现农村老年群体在精神上的“老有所养”。 

2.1.3. 实现代际的互益 
代际共融的过程是一个代际双方实现自身发展的“代际互益”的过程。青老年群体在代际共融的过

程中各取所需，这不仅能够促进代际合作的顺利开展，更是代际共融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农村青年

群体能够在代际合作的过程中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与自我认同；农村老年群体能够在代际合作的过程中

感受到来自各方的关怀，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与照料，不仅促进了身心健康，有效地预防了老年群体的

心理问题与负面情绪的产生，同时促进了老年群体自我认知的提升以及对新事物的接受和新技能的掌握，

从根源上实现了精神赡养的意义。 

2.2. 代际共融在农村的实践基础 

代际共融在农村的实践基础是多方面的，包括家庭结构与社会变迁、农村社区的支持与参与、文化

与传统的传承、政策与制度的支持以及实践案例的启示等。这些因素相互作用、共同推动了农村地区代

际共融的发展。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 

2.2.1. 传统纲常伦理的支持 
传统社会家庭代际交往受一套成型的社会规则的约束，而这套成型的社会规则就是文化。农村地区

的文化与传统在代际共融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父慈子孝，兄友弟恭，长幼有序”，在此背景下，“孝”

与“顺”也就成为传统代际伦理的核心。虽然传统的大家庭模式逐渐转变为核心家庭和小家庭，但代际

之间的联系并未因此减弱。相反，在快速的社会变迁中，老年人对年轻一代的指导和年轻一代对老年人

的照顾变得更加重要。这种家庭结构的变化为代际共融提供了实践基础，使得不同代际之间能够相互支

持、共同应对生活中的挑战。 

2.2.2. 政策引导与舆论宣传 
政府在促进代际共融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制定相关政策和规划，如鼓励家庭承担养老

基础性功能、支持建设代际融合的综合社区等，可以为代际共融提供有力的政策保障。同时，政府还可

以通过提供资金、场地、人员等方面的支持，推动代际共融项目的落地和实施。媒体宣传在塑造社会氛

围和推动代际共融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广泛宣传代际共融的重要性和成功案例，可以激发社会各

界的关注和参与热情，形成积极向上的社会氛围。同时，媒体还可以通过报道老年人的生活经历、年轻

人的志愿服务等，增进不同代际之间的了解和认同。 

2.2.3. 以地缘为纽带形成的邻里代际合作 
在小农经济为主导的乡土社会中，血缘和地缘是传统中国最主要的两种社会关系。每一个家庭或家

族成员都从属于特定的聚居共同体，并在这个结构体系中依据居住地点而与其他家庭或家族建立社会关

系，从而形成一种带有感情色彩和秩序规范的社会关系。由此形成的聚落共同体大多都是以地缘为纽带

进行经济互助和生活互助的农村公社，强调老年人与年轻一代在农村生活中各个方面的互帮互助[3]。农

村社区作为代际共融的重要平台，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社区通过组织各种代际交流活动，如节日庆

典、文化娱乐、志愿服务等，促进了老幼群体之间的互利互惠。这些活动不仅增强了社区内的凝聚力和

归属感，还为不同代际之间提供了相互了解和学习的机会。此外，农村社区还通过提供养老、育幼等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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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服务，进一步推动了代际共融的实践。以德国利多多代屋为例，该机构通过构建非血缘关系的代际间

公共开放空间，促进了儿童、青年人、老年人等多代人群开展社区层面的生活帮助、情感交流等。这种

实践模式为农村地区代际共融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借鉴。农村地区可以结合自身实际情况，探索适合本

地特色的代际共融实践模式，如建立代际互助组织、开展代际志愿服务等。 

3. 代际共融视角下农村老年人精神赡养的积极意义及现状 

从代际共融的视角来看，农村老年人的精神赡养不仅有助于促进家庭和谐与代际理解，还能提升老

年人的生活质量与幸福感，推动社会进步与和谐发展。因此，我们应该高度重视农村老年人的精神赡养

问题，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 

3.1. 代际共融视角下农村老年人精神赡养的积极意义 

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医疗水平不断提高，老年人人口基数呈上升趋势，

人口老龄化问题逐步加重[4]。因此，从代际共融视角下提倡农村老年人精神赡养具有积极意义。农村老

年人精神赡养的积极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3.1.1. 适应家庭变迁，促进农村家庭和谐与代际理解 
家庭结构迅速变迁的背景下，提倡家庭成员的精神赡养能够增强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联系，使老年人

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和关怀，从而增强家庭的凝聚力。在代际共融的背景下，家庭成员之间的理解和尊重是

构建和谐家庭的基础。通过精神赡养，年轻人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老年人的生活经历、价值观念和心理需

求，从而增进代际之间的沟通和理解。这种沟通有助于打破代际隔阂，促进家庭成员之间的和谐相处。 

3.1.2. 物质精神并重，提升农村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与幸福感 
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对精神生活的需求日益增加。精神赡养能够满足老年人的情感需求，使他

们感受到被尊重、被关爱和被重视。这种情感上的满足能够显著增强老年人的归属感，让他们感受到自

己是家庭和社会中不可或缺的一员。当老年人得到子女的关心、问候和陪伴时，他们的内心会感到温暖

和满足，从而提升生活质量。随着身体机能的衰退和社会角色的转变，老年人可能面临自我价值感的下

降。而精神赡养通过子女的肯定、欣赏与尊重，有助于老年人重新发现自我价值，增强生活的意义感和

满足感。当老年人感受到自己的存在对家庭和社会仍有价值时，他们的幸福感会显著提升。同时，通过

参与社交活动、接受亲情慰藉等方式，老年人可以保持积极的心态和乐观的情绪，有助于预防和治疗老

年性疾病。精神赡养不仅关乎老年人的情感需求，还直接影响到他们的生活质量。通过提供丰富的精神

文化生活，可以使老年人的晚年生活更加充实和幸福。 

3.1.3. 推动美丽乡村建设，促进社会进步与和谐发展 
通过对老年人进行精神赡养，可以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树立社会正气，形成尊老爱幼、家庭

和睦、邻里团结的良好社会氛围。这种优良的社会道德风貌有助于提升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推动社会

的和谐与进步。精神赡养是弘扬中华民族尊老爱幼传统美德的重要途径。老年人作为社会的重要群体，

他们的幸福感和满意度直接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代际共融视角下的精神赡养有助于构建和谐社会，

通过加强代际之间的沟通和理解，可以消除社会矛盾和冲突，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 

3.2. 代际共融视角下农村老年人精神赡养的现状 

然而，在当前农村社会中的老年人精神赡养现状呈现出一定的复杂性和挑战性，一方面农村老年人

的精神赡养需求增加。伴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农村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也在日益增长，他们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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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追求物质生活的满足，更渴望得到家人的关心、尊重和陪伴。 

3.2.1. 家庭结构变化 
由于农村家庭结构的变化和子女外出务工等原因，老年人的精神需求往往难以得到充分满足，往往

缺乏子女的亲情慰藉。他们可能长时间无法与子女见面，甚至无法通过电话等方式保持联系，导致情感

上的孤独和失落。同时，农村老年群体缺乏丰富的文化娱乐活动，没有足够的条件和机会参与社交活动、

学习新知识或培养兴趣爱好，导致精神上的空虚和无聊。 

3.2.2. 社会支持不足 
相比城市老年人，农村老年人获得的社会支持相对较少。他们可能缺乏专业的心理辅导、志愿服务

和社区关怀等，导致在面对生活困难和情感困扰时无法得到有效帮助。 

3.2.3. 外部的影响因素 
由于农村家庭经济条件普遍较差，子女可能因经济压力而无法充分满足老年人的精神需求。农村教

育普及程度不如城市高，农村子女的文化素质相对较低，农村子女容易缺乏对老年人的尊重和关心，可

能缺乏对精神赡养的认识和重视，导致在行动上忽视老年人的精神需求。还有一些农村老年人受传统观

念的影响，认为子女外出务工是为了家庭生计，因此不愿意过多打扰子女。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家庭是

社会的基本单位，家庭责任和家庭义务被高度重视。农村老年人普遍秉持“养儿防老”的观念，认为子

女有义务赡养父母。当家庭经济困难时，子女外出务工成为改善家庭经济状况的重要途径。老年人通常

理解并接受这种安排，因为他们认为子女是为了整个家庭的生计和未来在努力，认为自己的精神需求是

次要的，不应该成为子女的负担。 
随着农村家庭结构的变化，核心家庭和小型家庭成为主流，这种结构变化导致家庭成员之间的联系

变得更加紧密，也使得家庭的经济压力更加集中。在这种情况下，子女外出务工成为缓解家庭经济压力

的有效途径。老年人通常支持子女的这种选择，因为他们认为这有助于家庭的稳定。 

4. 基于代际共融的农村老年人精神赡养的现实路径 

随着长寿时代的到来，老年人的精神赡养也越发重要。在当前全球倡导建立更具包容性与融入性的

“老龄友好社会”的背景下，为了解决农村老年人的精神赡养困境，我们引入代际共融的视角，探讨适

合农村老年人特点的精神赡养路径。为此，需要老年人自我增能、家庭成员强化支持、养老机构服务提

质、社会组织系统集成和政府引导赋权，多方主体协同聚力，共同提高养老机构的精神赡养水平[5]。 

4.1. 建立老少共融的社区环境 

在空间设置上，可以借鉴德国利多多代屋的模式，构建非血缘关系的代际间公共开放空间，如将养老

设施与育幼设施在空间上紧邻设置，为老幼群体提供交流互动的机会。开展有组织的代际交流活动，如代

际学习、文化传承项目等，让老人与青少年共同分享技能、知识和经验，建立起代际支持和互惠的关系网

络。搭建农村社区“养老 + 育幼”融合发展信息服务平台，精准匹配老幼群体需求与供给。通过线上平

台广泛征集老年群体的活动需求，根据健康状况、兴趣爱好等匹配相应的代际融合活动。在农村社区方面

引入专业的养老、育幼服务机构，为老年人提供专业化的服务，如健康咨询、心理辅导等。加强对农村社

区工作者的培训，提高他们的服务意识和专业技能，确保能够为农村老年人的精神需求提供优质的服务。 

4.2. 强化家庭代际联系，重视精神上的代际互动 

首要的是促进亲情沟通，即代际互动。代际互动是家庭代际联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互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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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可以更好地了解老年人的需求和期望，从而提供更加精准和有效的支持。同时，老年人也可以通过与

子女的互动，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和关怀，这有助于提升他们的精神健康水平。鼓励家庭成员通过现代通

讯手段或定期回家探视等方式，加强与老年人的沟通与交流，满足他们的情感需求。家庭成员应共同分

担家务和照料老年人的责任，减轻老年人的负担，让他们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和关怀；鼓励并表彰那些积

极履行精神赡养义务的子女，树立正面典型，引导全社会形成尊老敬老的良好风尚。同时，遵循“老吾

老以及人之老”的传统美德，在农村社区中树立敬老助老、守望相助的良好风尚。总而言之，延续与弘

扬传统，发挥新时代“孝”文化效能，“活化”传统文化资源[6]。在农村社区以村民喜闻乐见的文化形

式加大对于“孝”的宣扬，对“不孝者”进行监督与劝诫。将孝道履行、平等关爱写入乡规民约，成为村

民们共同遵守的道德与规约。 

4.3. 发展农村互助养老模式，提升农村精神养老服务水平 

在条件较好的农村地区，可以建立“劳务储蓄”管理制度，鼓励农村老年人在身体状况允许的情况

下，为农村社区或邻里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待自己需要时获得相应的照料和支持。这样不仅可以保证

农村老年群体的晚年生活质量，同时也让老年人自身的价值得到了肯定，符合“付出–回报”这一行为

模式的基本特征。同时，针对农村三留守群体(留守老人、留守妇女、留守儿童)，可以鼓励和动员他们结

对互助，如老人帮助照看孩子，妇女为老人提供生活照料和精神关怀。充分利用农村闲置的房屋、办公

地点等资源，开展老年教育、文化活动等，丰富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加强对农村养老服务人员的专

业培训，提高他们的服务意识和专业技能，为老年人提供更加优质的精神赡养服务。 

5. 结语 

在快速老龄化以及深度老龄化交织、长寿时代到来、城乡差距仍在不断拉大的背景之下，基于代际

共融的农村老年人精神赡养需要家庭、社会、政府等多方面的共同努力和协作。为此，需要重塑孝道文

化，建立农村留守老人精神需求“扶贫”的家庭关爱系统；转变传统养老观念，建立农村留守老人精神

需求“扶贫”的自我成长系统；加强社区文化建设，建立农村留守老人精神需求“扶贫”的社区关怀系

统；重视社会组织和专业人才培养，建立农村留守老人精神需求“扶贫”的社会服务系统；完善精神需

求相关政策法律，建立农村留守老人精神需求“扶贫”的政府支持系统[7]。通过建立老少共融的社区环

境、强化家庭代际联系、发展农村互助养老模式、提升农村精神养老服务水平等措施，全方位地保障农

村老年人在精神上的“老有所养”，丰富老年群体的精神生活和精神世界，进一步实现基于代际共融的

农村老年人精神赡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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