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视频的推广和“85姐妹团”的
传播影响力，参与留言互动的粉丝数
也在逐步上升，现如今几乎每条作品
后面都有大量的留言在鼓励和赞赏

“85姐妹团”的精彩表现。
“85姐妹团”的视频走红与她们自

身在内容选择上的立意息息相关。王
佳告诉记者说，“老年人的生活也要保
证不与社会脱节，保持对当下正在发
生的社会事件进行关注。”因此，视频
内容并不拘泥于老年人的观念和活动
方式，也留意年轻人感兴趣的话题，传
达给外界一种富有活力的视角，大众
在看待老年人的日常生活时也会感到
有趣。

田毓璇阿姨坦言：“之前从来没有浏
览过任何短视频平台，也不习惯参与视
频互动。后来想了解年轻人的生活方
式，愿意和社会与时俱进。”阿姨们乐观
向上的生活态度、饱满的精神状态是形
成拍摄效果的基础。她们有强烈的想要
和社会相连接的愿望，私下里对网络软
件的运用也是得心应手。

熟能生巧，表演过程中，三位主演
有着“一条过”的好成绩，平时在看过
自己的表演后还会反思总结处理不得
当的地方，找准节奏，重新进行拍摄。

三位主演阿姨一致认为，通过参
与视频拍摄，她们的生活和精神状态
更加积极向上，有着“满满的正能量”，
充分建立起想要继续拍视频的信念
感。几位阿姨的家属也会在看过她们
的视频之后及时地给出参考建议，时
刻保持关注。

阿姨们对此备感荣幸，对于拍摄
短视频作品的积极性自然也是越发高
涨，她们从中已经能够找到属于自己
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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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姐妹团”
爆红短视频平台

在抖音短视频平台上，打开一个名为
“85姐妹团”的账号，映入眼帘的已经有50
余个短视频作品。内容基本上都是反映
老年人的日常生活，但是又不乏幽默风趣
的元素。账号开通并上传内容的时间并
不长，但是受到的关注量却是直线上升，人
气最高的作品已经有1.5万的点赞量。

她们自我介绍说：“住在养老院里，平
均年龄85岁的女子组合。珍惜余生每一
天的时光，希望能够带给大家欢笑。”

本报记者在了解后得知，这些出演短
视频的老人均来自沈阳市大东区海漫居
家养老服务中心。因为养老院里的生活
节奏相对缓慢，而且氛围也比较轻松，在日
常闲暇之余，就产生了拍一些短视频来反
映自己生活的念头。其目的，就是想告诉
更多的人，养老院中的生活并非想象中的
枯燥单调，也有非常丰富多元的精神世界。

“85姐妹团”的三位表演主力，分别是
83岁的邢淑清阿姨、77岁的田毓璇阿姨、
76岁的张秀兰阿姨。三个老姐妹相继来
到养老院生活，已经相处了不短的日子，最
终也志趣相投，共同拍起了短视频。

借助养老院的基础设施作为布景，她
们在一起演绎出了一个个诙谐生动的情
景段子。视频拍摄形式多变，内景和外景
并存，几位阿姨们的表情自然灵活，内容精
彩得当，能够调动起不同年龄段人群的关
注，甚至与当下年轻人的思想价值观念也
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贴合。

说起“85 姐妹团”的由来，邢淑清阿
姨解释说，其实原本这个名称是来源于
养老院内的舞蹈队，“我们有一支自己
的舞蹈队，里面的队员年龄是比较大
的，像我们几个都是相对年轻的，但整
个队伍的平均年龄是 85 岁，所以就取
了这样一个名称。”

海漫养老服务中心总经理王佳告
诉记者：“其实拍视频这个事儿，一开始
的出发点就是为了‘玩’，想着帮这些老
人们增添一下生活中的乐趣。一开始，
只是这几位阿姨们自导自演，用手机拍
了之后，用电视放给大家看。”

在最初几次简单的自娱自乐之后，
因为反响不错，于是王佳也加入进来，
担负起了导演、摄像等工作，并且结合
短视频平台的热潮，开始比较正式地制
作短视频作品并上传到网络。“我觉得
通过做这件事儿，既能让这些阿姨们感
到快乐，同时也能让更多的人了解到，
老年人的生活状态和心理状态，其实一
样充满了活力与创造力。”

从养老院内部的自娱自乐，变成上
传网络的公开作品，这对几位阿姨的“演
技”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邢淑清阿姨
说：“开始当然会有台词和面对镜头的紧
张感，需要一句一句地教才能记下全部
台词。现在熟练性提高了，能够理解整
体内容的意思了，紧张感就会淡化。”

“一开始她们不明白每一句台词背
后所表达的意思，也会忘词和卡壳，后
来把完整的剧本脉络发给大家，就能明
白想要大伙传递、达成什么状态的表现
形式了。”王佳补充说道，为了观感体验
更完美，如今还专程请了一位有过传媒
指导经验的老师来负责拍摄。

目前，积累了近6万点赞量的“85姐
妹团”的成长速度还是非常迅速的。面
对喜人的粉丝增长，以及来自各界的更
多关注，“85姐妹团”对自己未来的规划，
也开始有了更明确的方向。

谈及今后发展，邢淑清阿姨认为，
随着视频受到广泛的关注，她们在以
后的策划和制作上会更加精益求精。
比如故事的细节需要磨合，题材上更
加新颖，在视频质量上会有所提升。
大家认识养老院的生活情况相对更真
实，集中在积极正向的看法和评价上。

张秀兰阿姨说：“很多人对养老院
的印象还不够准确。自己也希望能通
过短视频作品，让更多的人真实认识
到养老院里的生活状态。也呼吁更多
的年轻人正确、客观地认识养老院，形
成尊老爱幼的习惯，其实老人们缺少
精神慰藉。”

田毓璇阿姨说：“意识到做演员其
实很不容易。希望大家能够改变自己
对养老院的固有观念，儿女能有足够
的时间定期来看望老人，孝顺老人，能
够形成感情和精神上的支柱，形成舒
服融洽的氛围。”

“85姐妹团”的作品敢于表现老年
人的生活状态和心理需求，在被年轻
一代袭卷的短视频大潮中如同“异
类”，但也恰如一股“清流”。给不同年
龄段的人群之间，带来了精神思想上
的碰撞，也让更多的人开始关注老年
人的心理需求。

在今后，她们的视频制作还会继
续以养老院生活为背景，凝聚老年人
对社会发展的意见想法，逐步完善成
一系列完整的短视频作品。

辽沈晚报记者 高鹏 文并摄
实习生 周佳盈

再接再厉
拍好老年生活从自娱自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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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作品
全都充满正能量

取材于日常生活的剧本为何能焕发出十足的创意，非表演专业
出身的老人们如何表演得浑然天成，明明是讲述老年生活的段子为
何偏偏能和年轻人产生情感上的共鸣……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
看，这个老年人短视频账号背后究竟有哪些神奇之处。

说起如今颇为流行的“短视频”“拍段子”，似乎总能和年轻人的群
体划上等号。但是在不久前，一群平均年龄85岁的老年人打破了这个
印象，她们集体创作、本色出演的短视频作品突然爆红于网络。

王佳正在为“85姐妹团”拍摄短视频

“85姐妹团”的三位主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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