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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后调查：不甘于平庸期待剧变
核心提示

“别老拿我和别人比较，不是我喜欢标新立
异，我只是对一成不变不敢苟同。你们为我安
排的路，总是让我迷路……”90后这个群体的复
杂性引来诸多争议，90后有着他们的宣言。社
会的宽容度将为90后的成功和多样化选择提供
土壤，毕竟这是个什么都可以的时代。

如今，90后已经粉墨登场，透过简单的标
签去深入他们，这是我们面对未来社会变革应
该做的一次尝试。毕竟他们是改变的一代。

世界终归是他们的

90年代是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年代，尤其
在中国，各种从未想象过的事物竞相涌现。在
这个十年的伊始，上海浦东有了证券交易所，
深圳罗湖有了麦当劳，人们穿行的步伐越来越
显得紧凑。

出生在此后的婴儿们，无疑活在变化的时
代中。90 后没有关于过去几十年改革和变动
的苦痛记忆，却经历着这个国家的高速经济增
长，以及随之而来的消费主义和全球化。

等 90 后的婴儿懂事后，他们已经不满足
于物质的丰盈。互联网在满足他们的求知欲
和表达方式的同时，改变了他们的成长历程。
纽约的少年和北京的学生通过互联网发现他
们的经历是相似的，然后他们通过各种符号交
流着，毫无障碍。地球变小已经不能让我们惊
讶不已，在当今世界，我们对日新月异的突破
已经习以为常，只有90后一直在让长辈们瞠目

结舌——伪娘、PS自拍照、火星文、脑残……网
络上流行的新词一次次被90后刷新。

除了诸多带有负面色彩的形容词之外，他
们自信、独立、有主见，忠实地面对自己的欲望，
对自己的未来更有规划。根据《2005年全国1%
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出生于1990年后
的人口为2.64亿，而当中，在校生约有1亿。90
年代出生的年轻人逐步迈入18岁成人的行列，
他们有的上了大学，有的已进入社会，甚至已经
小有成绩。如同他们的前辈，90后在他们的青
春期急于得到社会的关注和承认，期望以群体
亮相的方式宣告他们已经长大。

更“懂事”的90后父母

2009 年，张育航的儿子张达星上初二，他
在自己的 QQ 空间博客上转贴了自己欣赏的
几句话：钱不是问题，问题是没钱！青春就像
卫生纸，看着挺多的，用着用着就不够了。

张育航虽然不解儿子所推崇的所谓“人生
教条”，但比起自己年轻的时候，他也觉得儿子
的确更有想法。

1988年东方出版社出版的《第四代人》，可
以视为一部60后的总结之书。作者认为，随着
高考恢复、西方文化的传入和市场经济观念的
盛行，60后的价值观是自我设计、自我实现、自
我负责。这一点也充分折射在他们对孩子的
教育观念上，是“放养”而非“圈养”。

80后成长时期，经济飞速发展，人们看到上
大学几乎是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因而孩童们
自然承担起重压。可到了90年代，经商、出国等
等社会上升途径不一而足，张育航这样的父母，
自然更“懂事”——懂得尊重儿女的价值观，懂
得“放养”在孩子自由天性发展中的重要性。

“活”在网上的一代

在网上搜索“90后”，搜索引擎提示“是不是
要搜索90后贱女孩？”包包和阿紫，两个出生于
1990年的孪生姐妹，言词大胆，自称“90后贱女
孩”，在博客上，一个月的点击量就有1900万。

包包、阿紫是典型的90后网络红人：通过出
位言行从网络蹿红，以网络为平台聚集一群粉
丝，然后在现实生活中继续宣传包装，试图扩大
自己的影响力。比起前辈们，90后在使用网络上
有天然的优势。大家都清楚地意识到，未来使用
电脑将是一门基本的生存技能，只是恐怕谁也没
有想到，网络在90后的成长过程中如影随形，如
今几乎已经成为了他们快乐的来源。

而随着年龄的增长，“90后”在不同生活场
所中的快乐感变化趋势不同。总体来看，学校
快乐感随年级升高逐渐下降，上网快乐感随年
级升高整体逐渐上升。如此看来，虚拟生活大

有取代现实生活的趋势。
一名典型的 90后网络少年的房间几乎没

有白天黑夜的差别。任何时候光临，必有一台
电脑在窗帘微开的幽暗室内闪烁。下载视频、
MP3，玩游戏，泡论坛，查资料，跟国内和国外
的朋友们聊天。他去过的地方不多，却拥有各
地的朋友。“我们交朋友也不大看别人来自哪
里，兴趣相投就会加好友聊天。”他们已经习惯
了网络的节奏，习惯了点开一个又一个链接，
由此缔造了一种松散的、琐碎的、快速的生活
节奏。极富视觉冲击力的漫画、动画以及影视
作品是他们的最爱，但说起大篇幅阅读文字，
一定让他们头疼不已。买东西能上淘宝货比
三家，如果卖家没有及时回应，却很容易把这
个卖家拉入黑名单。

这种快节奏松散的网络化生存模式或将
影响他们成年以后的思考方式，充满创意，却
缺乏凝练和耐心。

19 岁的大学生王中宇早已习惯于每日抱
着电脑穿行于课室和校园之中，他完全肯定网
络给自己生活带来的巨大影响：“社会认为我们
希望与众不同，个性十足，希望像个坏孩子一样
却充满创造力。这不就是网络的特质吗？”

他还说：“我们确实不想那么平庸，不喜欢
老一套的习俗，尤其在中国，我们认为更需要
剧烈的改变。网络给我们提供了展示自己的
平台，虽然像火星文、脑残等出现在网络上的
90后发明备受争议，但我更希望成年人看到的
是我们的活力和创造力。”

反叛的坏孩子？

在名为“中国安静”的博客上曾贴出一篇
文章，叫做《90 后坏行为系列》，是由一个青少
年展示的关于性的内容，其大胆程度令人震
惊。博客里还说道：90后给人的总体印象是疯
癫，行为不当，神经，并且过早发生性行为。

在父母师长看来，90后的早熟是一个潜伏
的危险信号。许多 90 后少年的 QQ 签名往往
是一些极其伤感的话，例如那句著名的“世界
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站在你身
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长辈看到了难免担忧
孩子被早恋困扰，但这些少年依然是该念书念
书，该玩乐玩乐，伤春悲秋被伪装成一种时髦，
继而成为同龄人之间的谈资。

除了依然被当成孩子，在 90 后身上恐怕
多了一个“坏”的标签。这是时代所特有的评
价，正如 70 后的叛逆，80 后的娇气。脑残、非
主流、校园暴力、炫富，再用“垮掉的一代”形容
90后似乎已不合时宜，他们“比垮更垮”。

“把父母 20 岁以后干的事都干得差不多
了，除了不挣钱。”“喜欢在网络上秀自己，包括
贱的方面。”“拜金，追求物质享受。”“道德底线

越来越低。”
在“你如何看待 90 后”的一个网络调查

中，逾半数网友对 90后给出了上述负面的“评
价”。“90 后刚刚兴起，就抨击 90 后，这样是不
对的。”被媒体报道多了，包包和阿紫说：“正如
一个同龄人说的，希望社会给我们灭火器，而
不是助燃器。”

但也不是所有人都否定他们的表现。上
海社科院青少年研究所所长杨雄表示，“他们
的反叛是生活上的反叛，小节的反叛，他们的
审美趣味也更中性化，生活方式更模糊，道德
界限也越来越不明晰。”

杨雄认为 90后的特质“谈不上坏”，“由于
父母给他们的东西满足度比较高，他们没有理
由反叛，他们不需要反叛就可以获得很多。”但
这不代表90后唯命是从。

18岁的少女导演艾水水，拍过三部电影，
她还要把自己的电影再一次送到国际影展；
1990年出生的小洁现在深圳当模特，但她深知
这是青春饭，业余学习英语，兼职训练师；小
纯，16 岁的新疆女孩，号称淘宝年纪最小的网
店掌柜，现在是韩国一家彩色隐形眼镜的代理
商，“我以后想当律师，开律师事务所，如果考
不上就自己做生意。”在小纯看来，读书只不过
是为了方便将来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90后对自己的人生早有规划，社会现实让
他们很早就明白应该把价值取向关注于具体的
事情，而不是抽象的东西。他们认为社会是在
要求他们成为更加工具的人、更加务实的人。

“他们更像是在过游戏中的人生。”中国青少
年研究中心少年儿童研究所所长孙宏艳说，“社

会的宽容度以及将来高考制度的改革，肯定要打
破应试教育体制，这将为90后的成功和多样化选
择提供土壤，这是个什么都可以的时代。”

改变的一代

给任何一个群体贴上标签试图以此去了
解他们，都是简单化且不可能的，尤其是90后，
我们只能“小心翼翼”选取几个他们明显的特
色，姑且称之为“标签”。年轻是最正确不过的
事情，他们可以像任何一代年轻人曾经那样的
叛逆、勇敢、自信、无所畏惧，以及相信一切美
好；但他们又比以往任何一代更有创造力、更
快速、更特立独行。

当新鲜变成陈腐，那它剩下的唯一意义就
在于被打破。在更宽容的社会和更繁杂的信
息里，90 后用他们的形象、观点和生活方式告
诉这个世界：创新者来了。

每个年代的年轻人，都认为自己将是变革
的一代。但总是会有某些特定年代的人更富
有变革的心态，他们的行为观念对这个社会带
来的改变更大。从90后的成长环境来看，他们
接受的事物更为广阔，接受的价值观更为多
元。他们对家长不再言听计从，他们对上级不
再亦步亦趋。

这些类似自由和民主的观念，若是被带到
经济和政治领域，有些变化将会自然而然，且
将是巨大的。再用“迷惘的一代”、“愤怒的一
代”、“垮掉的一代”形容90后似乎已不合时宜，
他们普遍被期待为“the generation of change”，
改变的一代。 据《南都周刊》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正在突破城区界限，
工作在城里，生活在郊县甚至其他城市。他
们常常要两处奔波，原有的单一城市生活模
式被打破。这样的人被称为“钟摆族”。 近
日，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对2027人
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84.4％的人确认身边
存在“钟摆族”，其中23.7％的人表示“很多”。

赵乃育 作

交通事故
已成第一“杀手”

说出来吓人一跳：交通事故已成第一“杀手”，
每年因交通事故死亡的人数比因其他事故死亡人
数的总和还要多。国家安监总局公布的数据表
明，2010年上半年，因各类事故死亡33876人，其
中公路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就达27270人。据此解
读，全国每天死于交通事故的约有150人。也许
是因为媒体往往聚焦于煤矿爆炸、水灾天灾等安
全事故，倒是和老百姓关系更密切的交通事故，似
乎被大大地忽视了。

有些数据值得进一步解读。比如，上半年道
路交通死亡人数较多的是：广东 2960 人、浙江
2214人、江苏1911人。这三个省都是经济大省。
看来，交通事故死亡人数与经济发达程度呈正相
关关系。车多，出行多，事故也就比较多。当然，
问题还有另一面，三省在全年控制指标上，表现尚
可。说明虽然事故多，但抓交通安全还是有成
绩。由此，是不是可以得出两条认识：一、不能
GDP增高了，交通死亡事故也跟着增长，必须找
到更好的对策。至少，不要同步增长。二、经济欠
发达地区，交通死亡事故的绝对数虽然较少，但事
故率并不算低，交通安全形势同样不容乐观。

车辆激增带来的问题，往往被驾车的便利和
舒适所掩盖。尽管交通死亡事故已成为第一“杀
手”，但买车驾车的热度依然不减，甚至对公路这
个高危环境浑然不觉。想想看，这些年我们亲眼
所见的交通事故究竟有多少，而我们自己面临的
极度险情和致人受伤的情况又有多少？中国终将
成为汽车大国，更多的家庭将拥有自己的汽车，这
个进程会不断加快。问题是，政府管理部门特别
是公民似乎还没有做好准备。为什么要限制时
速？为什么要严治酒驾？为什么不能疲劳驾驶？
为什么必须系好安全带？为什么要实行严格的年
检？这些，在工业化国家已成为不言而喻的常
识。很多教训告诉我们，有些规矩哪怕违反一点
点，都可能酿成必然的悲剧。

车多了，人流物流频繁了，并不能成为交通事
故难以避免的理由。实际上，一些发达国家人均拥
有汽车量远高于我们，但伤亡事故照样可以控制得
较低，甚至逐年降低。这里面，公民的交通安全意
识应是主导方面。个人的生命安全很重要，一旦事
故发生亦必威胁他人生命安全。从这个意义上说，
注意交通安全，遵守交通法规，既是对个人负责，更
是对他人生命权利的尊重。如果大家都这样想，这
样做，事故发生的几率就会小得多。

我们常常震惊于煤矿透水爆炸使鲜活的生
命陨落，但我们又常常忽视公路这个“杀手”，离每
个人都很近。或许应该一次再次地疾呼：为了您
和他人的生命安危，请维护交通秩序，遵守交通规
则。 赫 赤

世界著名数学家丘成桐教授近日在山东大学所
作学术演讲中表示，中国应该重视基础科学人才的培
养，加大对基础科学的投入。据他计算：培养一个理
论数学家或理论物理学家，每年只需要10万~20万元
人民币，培养1000个教授的花费跟中国所有高校校
长请客吃饭的钱加起来差不多。(8月4日中新社)

这么一笔简单的账，本犯不着世界著名数学家丘
成桐教授来算，只要懂加减乘除具备数学常识的人都
能够厘得清、算得明。可是，就是这么一笔简单得不能
再简单的账目，教育主管部门和高校却始终视若不见，
以至于需要一名数学家如此痛心疾首地来道破。

教育官员和高校领导都不懂运算吗？当然不
是。君不见官场中博士官员扎堆成群，还有那些高
校领导也都是教授职称且还要加上知名、著名等诸
般头衔。由此可见，这样一笔账不是会不会计算的
问题，而是愿不愿意去算计、重不重视人才培养和基
础科学投入的问题。而丘成桐教授所指出的，高校
宁可在酒桌饭局上培养感情也不舍得培养人才、加
大基础科学投入等现象，高昂的交际费用背后无非
是高校异化成名利场之后的一个缩影罢了。

前些天，被称为“三钱之一”的著名科学家钱伟
长先生逝世，对于大师的逝去，公众再次发出“大师
既往，何以为继”的感叹和担忧。与丘成桐教授算的
这笔账相对应，我们可以发现：在光顾着请客吃饭的
高校行政化氛围下，原有的人才循环系统已经遭到
严重的破坏。落后的新陈代谢不禁让人担心，在专
业学术人才难以为继的现状下，整个社会人才体系
会否由匮乏走向崩溃。

而这一切，恐怕跟高校行政化的弊病脱不了干
系。高校行政化的弊病，正污染着学术的阵地，将最
后一片净土染上了功利的色彩。为何这个物质条件
优越的时代反倒会出现大师难产的现象，恐怕和名
利场式的大学氛围有关。因为过多的名利纠葛，只
会干扰治学者的心智。而这种追名逐利的风气还在
蔓延，更多曾有学术理想的人才被拉下水，以致成为
一丘之貉。教授违反学术道德贪图捷径抄袭剽窃、
高校领导贪污腐化……高校和学术功利化以至于沦
为名利场，热衷交际只显露了高校诸般弊病的冰山
一角。

摒弃行政化，重归学术化，这是人才强国的必由
之路。只有加大对人才的培养投入，建立完善的人
才培养机制，将污染学术场域的乌烟瘴气驱散出去，
中国的人才库存才会日益充裕，才能实现人才的正
常代谢，形成良性循环。要实现这一切，拿交际的心
力去培养科学人才，用交际费的钱财去支持基础科
学，算好丘成桐教授所指出的这笔账至关重要。

因此，高昂交际费只是高校名利场的缩影，与更
多为公众所诟病的高校乱象一起，亟待一场全面彻
底的高校革新。 重 行

赵小亭的爱心不该换来寒心
这些天，许多人都在谈论一个名叫

赵小亭的女大学生。赵小亭是武汉大学
2008级本科学生，年仅21岁。她在偏远
的贵州贵定县马场河小学支教期间，不
幸被山石砸中，把生命留在了她为之眷
念的大山里。

赵小亭去世后，众多网友自发在论
坛、微博中悼念她。共青团中央追授赵
小亭“中国杰出青年志愿者”，共青团湖
北省委、武汉大学分别追授她为“湖北省
杰出大学生志愿者”和“武汉大学优秀大
学生志愿者”荣誉称号。但贵定县政府
对于这位支教女大学生的死却异常冷
漠：在赵小亭的追悼会上，没有一个当地
官员出席；赵小亭生前支教的学校，也没

有一个教师出席；当地政府甚至下达封
口令，要求所有知情官员不得接受记者
采访……

人们自发追悼赵小亭，为这样一
个年轻鲜活生命的逝去而惋惜，为她
高尚的支教行为而感动。某种程度上
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感谢赵小亭，
因为正是千千万万像她这样的人维系
着社会的责任和良知。这样有公民意
识和责任担当的年轻人，正是社会的
未来和希望。也许赵小亭生前并未想
到支教能带来什么回报，但人非草木，
作为受惠者，贵定县和赵小亭所在的
支教学校对于这个年轻人的死又怎能
无动于衷？

也许一个年轻的女大学生实在是太
卑微，卑微得不足以引起当地官方的重
视甚至注意，不足以让当地官员屈尊驾
临其追悼会。但赵小亭献出的是一颗
心，贵定县政府又何以忍心用冷漠呼
应？而赵小亭身后，更有无数关注偏远
地区孩子上学难的人们渴望伸出援助之
手，但面对受援者如此的冷酷无情，怎能
不叫人寒心？

人心都是肉长的，看到贵定县政府
部门的冷漠之举，相信当地百姓也会感
到羞耻和难受。希望贵定县政府部门不
要再躲躲藏藏，尽快站出来给赵小亭的
亲属，给贵定县的百姓，也给所有关心此
事的人们一个交代。 晶 莹

公众人物必须接受媒体更多监督
郭德纲“别墅圈占绿地”风波又掀波

澜。8月1日，北京电视台《每日文娱播
报》栏目记者前往别墅采访“圈地”事时，
遭到拒绝，并遭郭德纲弟子殴打。

看似有些江湖味道的郭德纲徒弟打
人事件，背后映射出很多中国社会的真
实景况。郭德纲徒弟李鹤彪打记者后，
表示将道歉并赔偿相关医药费，看似态
度良好。可在当晚的相声演出中，作为
师傅的郭德纲却力挺徒弟，把这一事件
编进了相声段子进行讽刺，同时，他又讽
刺“记者”这一职业不如“妓者”。作为职
业演员，郭德纲把相声演出变成了谩骂
和攻击他人的工具，这是一种极为不专

业，甚至非常幼稚的行为。
媒体曝出郭德纲别墅涉嫌侵占绿地

后，他只是用相声进行“非正式回应”，不
但称记者“该打”，而且还污蔑业委会是

“一帮穷人”。其实，判断是否侵占绿地是
一件很简单的事，如果郭德纲懂得相关法
律，直接拿出产权证证明就可以了。无论
是像郭德纲这样的名人，还是普通的公
民，都必须接受媒体的舆论监督。

现代法律赋予我们有限度伤害名人
的权利。美国法律规定“自愿性名人”
(自愿成为公众人物的人)无法主张普通
人一样多的隐私权，因为名人从媒体曝
光中获得了实质利益，但你不能总想要

“好的”曝光，也必须接受负面曝光。公
众人物总是希望正面消息，希望展示自
己美好的一面，但媒体是公器，有其独立
性和公信力，有监督的权利。所以，公众
人物在高兴地接受正面报道的同时，也
须平静面对负面的报道。

作为公众人物，郭德纲忘记了自己
的另一项责任：社会影响和示范作用。
一个社会要健康存在和发展，必须有主
流价值观，有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如
果郭德纲如此言行，不能在舆论的谴责
下真诚悔改并道歉，那以后面对媒体监
督时，名人或许会如某些官员一样，用极
端手法对付媒体监督。 郭国人


















9090后女生充满自信后女生充满自信（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