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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曾经被成长，不再“喂一代”王千马80后不自信不反叛，但被压抑。
2010年，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看不出有特殊的意义，但对中国来说，改革开放刚过三十年。
而对于达到两亿之多的80后来说，开始迈进三十岁这个门槛。
老话说，三十而立。
只是，当下的年轻人却有可能面临“裸立”的困境。
网上一直流行着这样的段子——生不起，剖腹一刀五千几；读不起，选个学校三万起；住不起，一万
多一平米；娶不起，没房没车谁嫁你？
养不起，父母下岗儿下地；病不起，药费利润十倍起；活不起，一月辛劳一千几；死不起，火化下葬
一万几⋯⋯总结，八个大字——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事实上，这样的困境影响的是全体中国人，但对人生正处在成长通道的70后以及大部分80后来说，他
们的体会更深。
他们所获得的财富和社会地位并没有随着年岁的上升而上升，反而有裹足不前的趋势。
他们更能体会的，是当年崔健的那一嗓子：一无所有。
据《广州日报》等媒体2010年年初的一份调查统计，在回答“你觉得80后面对的压力大吗”的问题时
，52.6%的受访者认为“很大，超过70后、90后”；37.0%的受访者对此持宽容态度，认为“每一代人
都有自己的压力，这是正常的”；8.7%的受访者认为“一般，不如70后和父辈”；只有1.7%的受访者
认为“压力很小，我们是幸福的一代”。
身为70后，我一直关注着80后的生存处境，曾是80后现象的首推者之一。
当年我在杭州某报社工作时，面对着“萌芽”系的80后作家——像周嘉宁、小饭、岑孟棒的“来势汹
汹”，加上已经开始崭露头角的韩寒、郭敬明，我曾经做过一期专题，现在我还记得标题叫《被复制
的新生代》。
这些年来，80后群体被关注不断，呈愈演愈烈之势，负面报道比重也随之上涨。
令我困惑的是，当时我开始用的“被”字句，适逢今日不仅流行，甚至备受青睐，比如，“被潮流”
“被就业”“被温暖”“被代表”甚至“被自杀”。
我想说，这些前前后后的“被”字相加起来，是否已经表明80后是“被成长”的一代？
事实上，我也脱离不了这个“被成长”的语境，跟大多数80后一样，共处在社会转型期，并被这些转
型深深影响：刚刚出生便碰上了计划生育，刚刚上大学就碰上教育改革，刚刚毕业便碰上了打破铁饭
碗、自谋生路甚至没就业即失业，刚刚对爱情有所期盼就碰上了“一夜情”“婚外恋”的泛滥，刚刚
想结婚就变成了“剩女”⋯⋯同样，我们刚刚走进社会就面对全球化，面对着科学技术没完没了的更
新换代——一切那么新鲜、变动不居，让人无所适从。
在我们“被成长”的过程中，充当着我们喂养人的，首先是父母。
尤其是对计划生育下的蛋——独生子女来说，身边没有了稀释父权的兄长，父母完全独占了这种影响
力。
政策说“只生一个好”，传统说“一棵独苗好恓惶”。
父母把对下一代的爱，浓缩到一个孩子身上，真是喝凉水都怕塞了牙。
在现实生活中，很多“独子们”都是喂大的。
当然，我们还有一个喂养者，那就是国家。
其实，如果说“喂”显得不够尊敬，按照一贯的说法，国家培养了我们，我们活在同一副宽大有力的
翅膀下，不断感受着温暖。
不过，这两个母亲有时也会掐架。
前不久发生的周洋“感谢门”事件——这个在温哥华冬奥会获得1500米速度滑冰金牌的小姑娘，夺冠
后幸福地感谢了一下自己的父母，并许诺以后让自己的父母过得更好，随后被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
国际奥委会副主席在参加全国政协体育界别分组讨论时批评说，“孝敬父母感谢父母都对，心里面也
要有国家，要把国家放在前面，别光说父母就完了，这个要把它提出来。
”并表示要加强对运动员的道德教育。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一个人奋斗>>

不过，让人感到意外的是，网上对他的发言的批驳呈现一边倒的趋势⋯⋯我想把这一现象就叫做“争
喂权”。
看似玩笑的背后，是谁比谁更能代表你，更想拥有对你的话语权？
说到这里不禁想到，“喂”字在汉语里是一个多么有趣的字眼。
一边是口，要吃，一边是畏，要怕。
不能不说，80后甚至90后在备受争议的过程中成长，一方面还没有形成自己的成熟的理念，另一方面
被误解的太多。
国外不具备的80后称谓，为什么在我国成为一个流行概念？
时代赋予了它什么丰富的内涵？
我们想在这本书里有所认识。
有一点是理解他们的出发点：不自信不反叛，但一直被压抑。
自我是进步的动力不需要“自我”，并不意味着我们没有“自我”。
现实情况是，80后的自我意识正悄然勃发。
在一篇名为《业缘关系与青年自我意识的发展》的文章中，曾给“自我意识”下过定义：“自我意识
指个体对自身的身心状况、人我关系的认知、情感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意向。
其中的一个方面就是指自我意识是个体与社会环境交互作用的产物，它体现了人认识自己和对待自己
的统一，个体根据自我意识来调节和控制自己的心理和行为，修正自己的经验与观念，使自己与环境
保持动态的平衡。
”这个定义有些拗口，是大学里所谓教授们的文字游戏，你可以看过即忘。
但此文后面的一句话可以留意：“自我意识是个体化社会的结果之一。
”在我看来，个体化社会是相对于过去的集体化社会所言，那时，大家不管是青菜、萝卜，都被扔在
同一个筐子里，被统一命名，并统一行动。
因此，我们得感谢社会的转型，它带来了迷惘、困惑，甚至是举步维艰，但不能否认的是，不破不立
，破的是意识形态的束缚，立的是让多元价值观有了滋生并生长的空间。
事实上，个体化的社会，也是多元化的社会。
它不再只有一种声音——包括口头发声，以及脚步声。
陈丹青在评价韩寒的时候曾这样说：“一整套意识形态，一大堆花招动作，在他那儿完全无效。
他所有的言说背后都是一个意思，别耍我，别跟我玩儿这一套。
他在所有细节上轻轻一撩，就戳破了无所不在的谎言和虚伪。
”当然，他也评价过郭敬明：“郭敬明要的是名声、钱、虚荣，这是好事情，我不想贬低他。
80后懂得自己的利益，懂得如何展示利益，这在前几代人是没有的——我上媒体、我畅销、我打扮⋯
⋯个人意识从这里开始。
”我觉得，陈丹青所提到的“个人意识”差不多应该能等同于我说的“自我意识”，也约莫等于我们
常挂在嘴上的“个性”。
不管如何，韩寒和郭敬明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人，说不准心里都有些互相看不起，有可能老死都不相往
来，但是他们却又都是80后——据我所知，他们大都很讨厌被套上80后这个帽子——有点刚出虎穴又
入狼窝的意思，但我看到了，我们当下是有“自我”的，而且自我意识也的确正在多元化，它们有时
互相冲突，却能共存，并在某些地方产生交集。
不过，自我意识的发展也不可能那么顺利。
周洋被批评，从另一个层面讲，就是集体意识对青年自我意识的回击，甚至持续不断。
这也是80后不能太自信的另一个原因所在。
一个国家或民族的青年如果真的是“被成长的喂一代”，他们的身体和精神的生长被“打包”，这样
的国家或民族是僵化的，是没有未来的。
一方面，自我意识的背后是创造力。
自由学者郭旭举在其《个性是一切进步的动力》一文中强调：“真正的个性，是强烈的、充满推动力
的。
只有它的存在，我们才能找寻自由空间并扩大它捍卫它；只有它的存在，我们才能独立地思考、开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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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超越。
反之则是左右束缚手脚，上下屈膝指责。
”当下，网络毫无疑义成为展示个性的最大也是最好的平台。
全国政协委员周天鸿在政协会议上，就政府信息公开、网络民主、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等议题发言
说，“当前引发各方关注的‘网络民主’为民众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表达渠道，为民众的政治参与营造
了新的公共空间，培育了民众自由、平等的民主精神，增强了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强化了民主监督的
效力。
”网民们从发帖、转帖、跟帖，哪怕是潜水，在充分表达自我的同时，也能参与到社会事务当中。
周天鸿建议：“让民意充分表达。
从‘向温总理提问’‘钓鱼执法’等事情来看，每当社会上有敏感事件发生时，网上跟帖的数量都相
当可观，说明网民对社会事务有很大的参与热情⋯⋯通过网络与民众直接交流，联系群众、化解矛盾
、集中民智。
”不能不说，这种“对社会事务有很大的参与热情”基于自我意识之上，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以及民主
建设，随着法治意识和公民意识的成长，最终也必须反哺到个人对自我责任、对社会负责的认知上。
“虚假信息和网民言论的非理性张扬，为网络民主的进程添加了杂音，影响了网络民主正常的发育过
程”，是周天鸿提到的另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最后他强调，“还要相信民众有辨别的能力”。
（见《新京报》2010年3月11日）考虑到自我意识是了解当下年轻人的有效切入点，本书把与自我意识
息息相关的“独立”放在了五个新青年关键词——独立，秩序，常识，尊严，绽放——的第一位。
我们首先得找到自我，认清价值才能张扬个性、独立思考；其次，个体认识有差距，所以个体与个体
之间、个体与社会甚至国家或民族之间不一定完全协调，所以必须具有法制意识并尊重秩序；再次，
个性在秩序规范下，我们还需要思考历史、眼观世界，这就是所谓常识——事实上，尊严其实也是常
识的核心价值。
它和水、空气一样，和每个个体紧密相连。
我的朋友傅国涌先生就说，尊严源于个人，也最终归结于个人。
进而，懂得社会常识、尊严之后，便是追求自我实现——个人的幸福花朵经历自我完善的全过程之后
终将绽放——此时，世界因你而不同。
抛父别兄，拒绝继续“被成长”陈丹青在评价韩寒和郭敬明时还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小时候也叛逆
，但没有人格参考，没有个人意识，我相信很多80后都有这种起码的意识⋯⋯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将
这句话看成陈丹青对50后、60后的一个自我批评。
但作为80后的父辈们，50后、60后的确在自我意识上无法成为80后的榜样。
我理解的是，50后、60后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以及自己所受到的教育的局限，决定着他们是缺乏自
我的一代。
上级叫他们怎么做，他们就做什么，没有多少自由选择的余地。
虽然对此也有自己的意见，甚至是骂娘，但最终说的一套，做的还是原来的一套。
这看上去其实是徒有其表的愤青。
他们的愤慨，无非是想表明自己的内心还有理想主义的另一面，但这理想主义是什么，在不断变化的
语境中该如何表达呢？
所以，他们今天嚷嚷着“高兴”或者“不高兴”的时候，我们则应当对其言行多加警惕。
我们要摒弃“高兴不高兴”的情绪，这种情绪有百害而无一利，影响理性精神的建立。
更重要的是，作为主流的既得利益者，在他们身上，看不到任何纯真，看到最多的是世故。
世故追求的只能是现实利益的最大化——这时，我想到了那些成功的房地产商人，而他们，也大多都
是50后、60后，然而现阶段被骂得最厉害的，也是他们。
虽然50后、60后是80后的喂养人，但他们给予80后爱和喂的同时，太缺乏现代性的榜样作用了，因为
这世界变化快，“老气”的他们能把握住吗？
所以注定了，80后的自我意识需要“自我发现”。
他们越爱80后，就越让80后找不到方向。
在他们爱的背后，为什么我看到的却是“专制家长”的影子，他们希望80后按照自己设计好的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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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完成人生，可这“人生”是80后需要的未来吗？
我也得老实承认，70后也成不了80后很好的榜样。
相比较父辈来说，作为兄长的70后在眼界、思维上已经超出他们一筹，但是70后心理上背负的东西，
也同样不少。
在工作中，70后或许还会讲究循规蹈矩、人情世故，相反80后更有原则、讲实用、重高效。
网上也有这样的段子，“70后无论任何时候，看到有站着的领导，都会马上给领导让座。
80后崇尚上下级平等。
90后天上地下，唯我独尊！
”另外，新民网特约评论员曹景行就表示，80后是成长于正常年代的第一代，公民意识远超前人，“
他们的信息来源非常广泛，他们接触的社会面很广，他们比较以后知道什么是真什么是假，看得比我
们清楚。
2008年好多事件，从奥运圣火到汶川地震等，一直到奥运会，80后公民的意识可能要超过我们前面
的60后、70后⋯⋯”同时，也正因为80后在成长过程中，要比70后早接触互联网世界，更早地遭遇全
球化，所以世界观也要比70后更现代。
从80后的身上，更多的70后反过来需要学习他们的开放性和先进性。
如今，80后们开始初入三十岁门槛，即将收到登台表演的邀请函。
或许有些人还没有做好准备，是“被推上去”的。
即使粉墨登场不是我等本意，但是，面对着强烈的聚光灯，手足无措之后，需要稳定自己的情绪，既
来之，则安之。
再也不能“被”下去，必须主动去担当，勇于去担当。
那就是，去积极找食，去主动断乳，关键的更在于找到自己的内心——虽然，因为被成长，“在应该
完成自我建构的年纪没有自我意识，在生儿育女之后还没有度过华丽的青春期，三十岁了还在整合自
我的碎片，这种迟到的建构是多么艰难啊！
”——但是，你们已经发自肺腑地意识到了这种建构的重要，而这种意识多么弥足珍贵。
更重要的是，你们还有大把的未来。
抛父别兄，拒绝再做被成长的喂一代，寻找被动生活下的新活法。
不要不高兴，努力争上游。
如果80后只停留在蚁族、蜗居的诉苦上，那这个国家和民族，就没有希望。
这本书的作者除了我，有四人：第一部分是张亦峥和张守刚，我喜欢把他们称为媒体“双Z组合”，
一个在报社做首席编辑，一个在周刊做副总监；第二部分是夏烈，知名文化评论家，盛大文学研究所
的首任所长；第三部分是吴海云，曾经留学英国，能翻译能采访的专业写手，我写这篇序言的时候，
她刚刚成为一个幸福的小妈妈——在这里祝福她。
另外，感谢杭州的哥们儿周为筠，他对我们这本书的完成，给予了很大的支持，还有这本书的责编李
婷晓，她身为80后，纠正了很多次我们对这一代人的看法。
具体执笔的基本是前五个人，有南方人也有北方人，有体制内的也有体制外的，有“蜗”在一线城市
的也有活在二线城市的，有出生于城市的也有来自农村的，有辛辛苦苦刨食的也有小有家底的，有摇
滚爱好者也有狂热的“玉米”，有忧伤的诗人也有积极的社会活动家，当然，有男也有女⋯⋯希望通
过我们这五个人的组合，能比较清楚且全面地看到当下年轻人的一些想法，能切实体会各位的喜怒哀
乐——我们策划本书的初衷并不是再想去代表谁，因为至少我们自己说出来的都是真实的。
事实上，我们和你们没什么不同，甚至更像是被成长的“喂一代”，是微民，也是韩寒嘴里说的P民
，但我们和你们正努力做的，是公民，世界公民。
向你们致敬。
王千马2010年3月14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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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如今青年一代，面临前所未有的就业压力和竞争压力，他们是一个社会热点群体，牵动着中国大多数
家庭的神经。
大学生、青年本来还没有完全自立，遇到社会失业率高等种种现实时更加困惑无助，他们是国家的未
来、是希望所在，也是全社会家庭关注的核心结点。

本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独立就是单脚也要站立》摆事实，从社会各大热点问题出发，展现当下
青年生存现状。
第二部分《人人做常识家，人人都有尊严》理性分析，强调常识也就是强调理性精神、公民意识。
第三部分《幸福的花儿自己栽》，提供方法论，给出具体实际的建设性建议。

本书设定独立、秩序、常识、绽放、尊严五大新青年关键词，考虑到自我意识是了解当下年轻人的有
效切入点，本书把与自我意识息息相关的“独立”放在了第一位。
首先得找到自我，认清价值才能张扬个性、独立思考；其次，个体认识有差距，所以个体与个体之间
，个体与社会甚至国家或民族之间不一定完全协调，所以必须具有法制意识并尊重秩序；再次，个性
在秩序规范下，我们还需要思考历史眼观世界，这就是所谓的常识——事实上，尊严其实也是常识的
核心价值。
它和水、空气一样，和每个个体紧密相连。
进而，懂得社会常识、尊严之后，便是追求自我实现——个人的幸福花朵经历自我完善的全过程之后
终将绽放——此时，世界因你而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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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千马，曾任某报文化主笔，《RODEO》副主编。
一心为理想谋，出版小说《媒体这个圈》《她比时尚寂寞》，合著《20世纪60年代：西方时尚符号》
。
夏烈，评论家、出版人，曾任盛大文学研究所所长。
著有《现代中的传统诉求》《三个专栏和一堆书衣》《隔海的缪斯》等。
张守刚，《南都周刊》北京采访中心副总监，被业界视为“网络第一记”。
撰有多个报刊和影评专栏。
张亦峥，资深媒体人，搜狐专栏作家，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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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曾经被成长，不再“喂一代” 第一部分独立就是单脚也要站立 一“蚁族”是个伪命题，生存
才是真命题 二独立=买房？
是谁在让我们拜金？
张亦峥 三知识还是教育：一个起点与一万个起点张亦峥 四剩女：爱与性何处安身王千马 五犀利哥带
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娱乐张亦峥 六孤舟到国家：秩序不是枷锁，说话要负责任张守刚 七我们不当“网
络暴民”：表达有秩序，别对谎言盲从张守刚 八“拯救世界”不是个笑话：小我的社会观张守刚 九
新时代需要新责任和新智慧张守刚 十年轻人，你是哪一种意见领袖？
张守刚 十一接班：80后怎样当市长张守刚 十二韩粉、郭粉：作为两个代表群体王千马 十三即使“富
二代”不代表群众张亦峥 十四青春小野兽，曾被舆论绑架李向晨 第二部分人人做常识家，人人都有
尊严 一人是属天的植株夏烈 二伪理性时代需要常识家的棒喝夏烈 三中国人的常识处境夏烈 四好好学
习，学什么？
天天向上，哪儿是上？
夏烈 五你好，公民！
夏烈 六法律为灵魂护航夏烈 七多余的素材，不多余的话夏烈 第三部分幸福的花儿自己栽 一无根年代
，我们重拾信仰吴海云 二我们需要RIGHT目标吴海云 三向教育要什么吴海云 四我们就是要伊壁鸠鲁
吴海云 五幸福，是一种能力吴海云 附录：重要的是，思想上能“三十而立”（五岳散人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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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蚁族”是个伪命题，生存才是真命题 少年人不会抱怨自己如花似锦的青春，美丽的年华
对他们来说是珍贵的，哪怕它带着各式各样的风暴。
——乔治·桑 那个叫“夫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的群体 “蚁族”，2009年非常流行的一个词语。
也不知怎么回事，突然间这个词就甚嚣尘上。
 根据最新描述，“蚁族”的定义是这样的：80后中一个鲜为人知的庞大群体——“大学毕业生低收入
聚居群体”，指的是毕业后无法找到工作或工作收入很低而聚居在城乡结合部的大学生。
 大多来自农村和县级市，家庭收入较低，他们的父母处于社会中下层。
对于“蚁族”成员来说，他们从小被灌输的是好好学习，将来考取大学，从而改变自己的人生。
十年寒窗考上大学后，他们仍然为了今后能找到一个好工作而努力学习。
但毕业时他们却发现，由于自己没有“硬”关系，只能又回到“村”里。
当他们梦想破灭的那一刻，他们会将人生中的种种不如意，归因于整个社会，从而使自己和社会对立
起来。
可以想象，长此以往，必将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
 “蚁族”是青年中受过高等教育，能够明确表达自己社会诉求、主体意识最强的活跃群体。
如果这样一群“精英候选人”无法参与社会，或者社会使他们“走投无路”，让他们以年轻脆弱的心
灵和一无所有的经济能力裸露于经济危机之下，必将对我国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构成潜在威胁。
因此，如何更好地了解“蚁族”的形成和发展，掌握他们的群体特征和生存状况，倾听他们的呼声和
意见，让他们更好地、更快地融入社会，成为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且得到广泛的认同和尊重，是
一项紧急的、艰巨的且长期的工作，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做出努力，付诸实践。
 （《蚁族》，广西师大出版社，2009） 准确地讲，“蚁族”应该是“三流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
”的典型概括。
据我观察，他们一般毕业于中国的三流大学，父母出身贫农或者家庭贫困。
他们在大学里一般都没学到太多技能，除去四年的城市生活经验外，一无所用，所以很难在大城市找
到不错的工作。
因为不甘心就此告别，所以只能选择“穴居”。
他们如蚂蚁般弱小，又如蚂蚁般顽强。
《蚁族》一书即是针对此现象的调查报告。
 按照这本书的观点，蚁族们似乎悲壮而无奈。
在我看来，那样的生活对他们来说不是偶然而是必然，用蚂蚁作比此言差矣。
据相关研究表明，蚂蚁有25万个脑细胞，在所有的昆虫中是最聪明的物种。
蚂蚁的高智商能用来描绘该群体所具有的“高知⋯‘受过高等教育”等特点。
其次，蚂蚁属于群居动物，一个蚁穴里常常有成千上万只蚂蚁，这也与该群体在物理状态下呈现出聚
居生活特征相吻合。
此外，蚂蚁虽然弱小，但若不给予足够重视，也会造成严重灾害。
因此蚂蚁被称为“弱小的强者”。
蚂蚁这些特点与该群体弱势、低收入、不被人关注、易引发诸多社会问题等有些吻合c但是需要注意
的是，蚂蚁还有许多人类都难以具备的优点，而这些优点恰恰与该群体高度不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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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再卑微的人儿，也有自由的权利——张亦峥    只是留下内心无人照看，灵魂孤苦伶仃，爱情这会儿可
是真的被搞丢了——王千马    网络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好，也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糟。
关键在于你是否有一个思考的大脑，一颗冷静的心脏。
——张守刚    伪理性遍布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将荒谬演绎得严肃高尚，杀人于微妙的错觉之中。
——夏烈    向教育要能力，要精神与自由。
——吴海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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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一个人奋斗:独活与无法独活》强势作者团队，资深批评家、评论家、媒体人深度解析青年问题。
强劲推荐阵容：梁文道、张鸣、许知远、撰文推荐。
当年明月、安意如、南派三叔、姚晨沧月、曹三公子、连鹏联袂推荐。
让你的青春不迷茫，不焦虑，给你心灵正能量！
《一个人奋斗:独活与无法独活》设定独立、秩序、常识、绽放、尊严五大新青年关键词，考虑到自我
意识是了解当下年轻人的有效切入点，《一个人奋斗:独活与无法独活》把与自我意识息息相关的“独
立”放在了第一位。
首先得找到自我，认清价值才能张扬个性、独立思考；其次，个体认识有差距，所以个体与个体之间
，个体与社会甚至国家或民族之间不一定完全协调，所以必须具有法制意识并尊重秩序；再次，个性
在秩序规范下，我们还需要思考历史眼观世界，这就是所谓的常识——事实上，尊严其实也是常识的
核心价值。
它和水、空气一样，和每个个体紧密相连。
进而，懂得社会常识、尊严之后，便是追求自我实现——个人的幸福花朵经历自我完善的全过程之后
终将绽放——此时，世界因你而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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