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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小知识

人们总是钟情于青少年时的音乐，很多中年人对流行歌曲头疼不已，却爱听多年以前的热门
金曲，就算是同一位歌手的歌，也会出现显著的年代分界线。

旧歌的播放数总是比新歌还要高，都2023年了，为什么大家还在听十几年前的旧歌？为什
么老歌越听越耐听，新歌却常常听不进去呢？

别忽视沉默“杀手”慢阻肺

新歌出炉千千万，却总是一曲老歌暖人心

老歌怀旧更上头

在海外，“老歌”通常被定义为
1950至1980年代出品的歌曲。在网
友眼中，出品10年以上的作品就可以
被归为老歌。从年龄角度看，老歌怀旧
风潮的主力，是70后、80后和部分90
后，00后和10后群体大多是旁观者。
这有点扎心，却是不争的事实。

心理学家说，当一个人处在人生的
转折点时，特别容易怀旧。怀旧是大脑
的一种防御措施，将我们从充满焦虑的
高压情境中拯救出来，带我们去那些潜
意识里被认为是“安全”的地方。

年龄并不是老歌受欢迎的唯一解
释，老歌让人上头的更重要的原因，是
歌曲过硬。人们听歌本身是不注重歌
曲的新与老的，更关注的其实是歌曲的
品质。

好的作品总是能够历久弥新，毕竟
我们熟悉的这些老歌，在那个年代也都
是“新歌”。时代的交替为我们筛选出这
些高质量的作品，让一首歌能有跨年龄

层的接受度，再随着时间的流逝，在岁月
的长河中成为那夜空中最闪亮的星。

正如网友所说：“每一首大热的老
歌，都是配合当时的时代浪潮，才能在
听众心中留下烙印。”

新歌着急难出头

老歌受宠，也靠新歌衬托。
互联网时代，音乐的生产逻辑发生

了根本性的变化。在技术的助推下，音
乐的创作可以没有门槛（音乐的质量另
当别论），人人都可以当作曲人、作词
人，人人都可以当歌手。

最新发布的《2022华语数字音乐
年度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显
示，2022年度发布的华语新歌数量达
到了101.9万首，但能够出圈的寥寥无
几。反而是这两年娱乐圈出现了怀旧
热，老歌更受欢迎。

据《白皮书》统计，发布两年时间以
上的老歌播放份额在2022年一路升至
53.4%，涨幅超过8个百分点。其中，

“千禧年”与“2015后”的老歌最为突

出。《白皮书》数据显示，新型赛道厂牌
播放量过千万的新歌中，老词曲新版的
占比为 34.2%，占比较往年提高了
11.2%。

与此同时，短视频正在改变着音乐
产业生态，歌曲的时长越来越短。对于
刚步入音乐行业的新人而言，选择签约
MCN，直接通过短视频平台就能实现自
己“音乐梦”。华语乐坛就这样进入了

“15秒时代”。15秒定一首歌的生死，谁
还有心情静心创作，都在比着飙难度。

时代催生新渴求

新媒体的快速发展，为我国大力推
动数字音乐产业改革、创新、发展创造
了良好的条件。由于新媒体与传统媒
体相比具有很多突出特性，不仅媒体形
式具有创新性，而且也改变了人们的生
活方式和思维方式。

新媒体技术与数字技术的融合日益
加深，这也使数字音乐产业步入了新的
发展阶段，与此同时，也要时刻警惕患上

“流量至上”的病。本末倒置的创作逻

辑，容易产生技术的堆砌和深度缺失。
从磁带、CD到MP3，再到如今的

手机App，过去的十几年里，流行歌曲
的传播媒介几经更迭，音乐的创作生态
和消费方式也历经巨变。

在时下的短视频中，看似即兴的全
民创作，实则套路明显，而有个性的新
歌却不容易“破圈”，更难以成为现象级
的大众金曲。从这个意义上看，对老歌
的怀旧，何尝不是对更高质量文化供给
的渴求。

斯维特兰娜·博伊姆在《怀旧的未
来》中提到，怀旧和进步是一个整体的
两个自我。所谓怀旧，不仅仅是对过去
某一地点的向往，也是对于时间和空间
的新理解的结果。而正是进步，催生出
对过去的新的理解。

无论新与旧，无论技术、技巧与传
播方式如何改变，能被普遍传唱的歌
曲，一定承载着时代的声音，并且触达
了人性深层最真切的位置。本质上，是
那些漂泊的音符和思绪一次又一次的
回归和集结。

年逾五旬的王先生有着20多年烟
龄，最近一段时间，他早上起床时经常
咳嗽、咳痰，起初以为是咽炎，并未引起
重视。谁知后来还逐渐出现胸闷、气短
的情况，爬三四层楼梯就会感觉气喘吁
吁，心跳加快。肺功能检查结果显示，
王先生已是中度肺功能受损，最终他被
确诊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也就是我们
平常所说的“慢阻肺”。

中国老年医学会老年综合评估分
会委员、黑龙江省老年病医院老年病科
副主任医师侯雪梅介绍，肺的性格很内
向，平时不声不响，沉默寡言，可一旦耍
起脾气来，却能给身体造成不可逆的伤
害。肺部疾病在初期如果不能得到有
效控制，中晚期会造成严重的并发症，
有时甚至会危及生命。

慢阻肺漏诊率高达70%

最新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以哮
喘和慢阻肺为代表的慢性呼吸系统疾
病已严重影响居民健康水平，给公共卫
生健康带来严重威胁。目前，我国哮喘
患病总人数已高达4570万人，慢阻肺

患病人数约1亿人。在众多慢性呼吸
系统疾病人群中，只有28.8%的哮喘患
者曾在就医时得到过明确诊断，而慢阻
肺的漏诊率也高达70%。

“这是因为慢阻肺在初期时，通常
对正常生活没有多大干扰，不耽误工作
和学习，因此往往容易被人们所忽视。”
侯雪梅解释，肺脏有很强的代偿机制，
60%的早期慢阻肺患者都没有咳嗽、咳
痰、喘息等明显症状，这是容易漏诊和
误诊的主要原因之一。

慢阻肺的诱因是持续性的气流受
限，比如因长期吸烟或长时间吸入某些
有害气体，导致气道形成慢性感染，造成
气管堵塞，使肺功能逐步恶化。当慢阻
肺进入终末期时，患者才会显现出活动
耐力不足和其他问题。比如，吃饭、穿衣
等这些简单动作会诱发气促和喘息，甚
至说一句话，中间也可能需要多次休息。

“遗憾的是，肺功能损害往往会一
直呈进行性发展。目前的医疗手段只
能控制病程进展，却无有效的根治方
法。所以，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至关
重要。”侯雪梅强调。

早期干预才能防止
病情进一步演化

侯雪梅说，早期干预与稳定期积极
治疗，才能防止慢阻肺患者病情演化到
终末期。通过正确的医疗手段进行干
预，才能阻止患者生活质量断崖式下
降。生活中，以下人群要尽早开始、重
点跟踪肺功能情况：有慢性咳嗽、咳痰，
以及气短喘息等呼吸困难症状者；无呼
吸道症状，但大量吸烟和被动吸烟人
群，以及特殊环境中工作的人，如矿工、
电焊工、环卫工、泥瓦匠、厨师等；患有
过敏性鼻炎、过敏性哮喘、有慢阻肺家
族史的人群及年龄大于40岁的人群。

侯雪梅透露，肺功能下降，最主要
的原因之一就是吸烟。烟草中含有上
千种有毒物质，会促使人体免疫功能和
呼吸机能每况愈下。由于吸烟是慢阻
肺最重要的致病因素之一，如不能及时
戒烟，即使接受规范治疗，效果也会大
打折扣。因此，预防和治疗慢阻肺最好
的措施就是不吸烟或戒烟。

其次，合理运动也十分重要。慢

跑、徒步行走、打羽毛球和太极拳等有
氧运动可提高肺活量、改善膈肌功能
等。但慢阻肺患者的肺功能被破坏后，
限制了运动能力，需要在专业医生指导
下进行合理运动。日常可以勤练伸懒
腰、深呼吸等，锻炼呼吸肌肉。

日常生活中，还可以多多练习腹式
呼吸。采用立位，放松腹肌。呼气时，
用口缓慢呼出，同时收缩腹部肌肉；吸
气时，用鼻缓慢吸入，尽力挺腹，但胸部
保持不动。每分钟呼吸7至8次，每天
练习2至3组，每组5至10分钟，熟练
后再逐步增加次数和时间。

此外，定期体检也很有必要。对于
肺功能检查的间隔时间，不同人群有不
同要求。初次确诊为哮喘和慢阻肺的
人群，建议每月复查，病情稳定后可每
2至3个月评估一次。存在其他危险因
素的人群，需增加检查次数。年龄40
岁以上人群，应每年常规体检一次。

富精雷衣晓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