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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后”社会群体特征及变迁 ( 专题讨论)

编者按:“80 后”是一个独特的中国概念，他们的成长经历伴随着社会转型的演进———从传统社会向现代

社会的转型、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型、从相对封闭的社会向对外开放的社会的转型。持续近三十年的

高速经济增长和互联网的迅速普及，构成了“80 后”生命历程中最关键、影响最深远的社会事件。本期所刊发

的四篇论文从不同的视角观察并描述了他们眼中的“80 后”群体，相信对学界乃至全社会深入了解和研究“80
后”这一特征鲜明的社会群体有所裨益。

“80 后”现 象 的 产 生 及 其 演 变
李 春 玲

( 中国社会科学院 社会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摘 要:“80 后”是具有社会意义的代际群体，这一代人是独生子女的一代，是改革开放的一代，是互联网
的一代，他们共同经历了某些重大的历史事件，使他们产生了共同的思想观念、价值态度和相同的行为方式以
及利益诉求。“80 后”还在继续成长，他们的社会形象和个性特征还可能发生变化。但毫无疑问，对于我们的
社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的未来发展，他们将会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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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后”是一个独特的中国概念，指出生于

1980—1989 年的青年一代，据人口普查数据，中

国在这十年间出生的人口约 2． 2 亿。1979 年开

始的改革开放和与之同时的独生子女政策，以及

持续近三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和互联网的迅速普

及，构成了“80 后”生命历程中最关键、影响最深

远的社会事件。如果说“80 后”的父母们是“新中

国的一代”，他们的生活史就是新中国国家建构

( state － making) 史; 那么，“80 后”们则是不折不

扣的“转型的一代”，他们的成长经历伴随着社会

转型的演进———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

收稿日期: 2012 － 11 － 12

作者简介: 李春玲( 1963—) ，女，云南昆明人，青少年

与社会问题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从事社会

分层研究。

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型、从相对封闭的社

会向对外开放的社会的转型。“80 后”在社会巨

变环境中成长，体验与父辈完全不同的成长经历，

并通过互联网这种前所未有的交往工具，分享和

交流共同的感受，形成代际认同和集体意识，这使

他们成为一种具有社会意义的代际群体。

在讨论代际关系和定义代际群体时，我们可

以区分三种不同含义的“代”的概念: 第一种是年

龄差别产生的代际关系，如青年与老年; 第二种是

血缘关系产生的代际关系，如父辈和子辈; 第三种

是以共同的观念和行为特征产生的“代”，如“第

五代导演”、“文革造反一代”等等。“80 后”这个

代际群体概念，虽然从名称上而言是一个出生同

期群———出生在同一个十年里的一批人，但“80

后”不仅是一个“年龄群体”概念，更重要的是一

个“社会群体”概念，或可称之为“社会代”。“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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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代”的意思是一群同年龄的人由于他们共同经

历了某些重大的历史事件，使他们产生了共同的

思想观念、价值态度和相同的行为方式以及利益

诉求。
“80 后”青少年时期生活成长的环境完全不

同于他们的父辈。第一，他们生长于开放的环境，

广泛地受到西方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影响; 第二，他

们生长于市场经济不断推进的过程中，身处竞争

和谋利的氛围; 第三，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平使他们

较少生活逆境和挫折; 第四，他们当中有一部分是

独生子女，而非独生子女也生长于少子化家庭，享

受着祖辈和父辈的多重关爱; 第五，他们是伴随着

互联网成长的一代，这使他们拥有前辈从未可能

享有的丰富快捷信息、广泛的社会交往渠道和开

放的自我表达空间。这些社会环境因素建构了他

们的鲜明时代特征，使他们成为中国近现代历史

上非常独特的一代人。“80 后”这个概念真正所

折射的，是巨大的社会变迁。社会变迁型塑了他

们的观念与行为，而他们的观念与行为又在推进

社会的变迁。“80 后”从一出生就引人关注和争

议，公众媒体赋予他们各种社会标签，伴随着其成

长历程，他们的社会形象不断流变。“80 后”社会

形象和行为表现的种种变化，是两个发展轨迹交

错影响的结果，一个是社会宏观层面的重大变化，

我们可以称之为社会转型的演进轨迹; 另一个是

个人层面的生命历程演进过程: 从幼儿期成长为

青少年期，再由青少年期成长为青年期，之后步入

成年期。在“80 后”的每一个人生转折期，剧烈的

社会变迁和重大的历史事件都在型塑着“80 后”

的观念与行为。

一、被贴上“小皇帝”标签的一代

在“蜜罐”里成长的“小皇帝”是人们对幼儿

及儿童期的“80 后”的称谓标签。这一时期的“80

后”遇到的重大事件是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以

及改革开放最初十年的经济迅速发展和人们生活

水平的明显改善，“80 后”们享受到了其父辈从未

享受过的物质生活条件，在“四二一”家庭结构

中，“80 后”可以说是集千万宠爱于一身。虽然

“80 后”人群中独生子女的比例大约只有 20%
( 主要是城镇家庭子女) ，但大多数的农村家庭出

身的“80 后”也成长于少子女家庭( 大多数是 2—
3 个子女) 。在家庭收入和生活条件明显改善的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80 后”享受着比其父辈童

年期多得多的家庭资源和父母关注，他们无疑是

幸运的一代。
1979 年，中国政府出台一项具有深远意义的

人口政策———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当

年，610 万孩子领取了“独生子女证”。到 1984
年，全国育龄夫妇中，有 2 800 多万独生子女的父

母领取了“独生子女证”。1986 年 5 月 26 日《人

民日报》( 海外版) 报道，当时中国大陆独生子女

总数已达 3 500 万人( 1987 年《半月谈》杂志报道

为 8 000 万)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到 1987 年，领

证家庭增加到 3 200 多万。据粗略估计，80 年代

末全国领证的独生子女达 3 500 多万人。加上一

大批未领证的独生子女，全国 14 岁以下独生子女

超过 5 000 万。主要分布在中国的城市，是城市

的人口现象。据 1990 年的统计，中国已有 5 000
多万独生子女，未满一周岁儿童的独生子女率为

52%，而在大城市，0 ～ 8 岁儿童 95% 以上是独生

子女［1］。

独生子女的大量出现，对于中国人的家庭生

活及相关生活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传统中国家

庭观念崇尚多子女，家庭的经济资源和父母关爱

不得不在多个子女中进行分配，在有些家庭中，兄

弟姐妹之间还不得不相互竞争，而独生子女则可

以享有家庭的完全支持和父母的所有关爱。“80
后”独生子女的父母是极其独特的一代，他们经

历过多重磨难和社会经济环境的急剧变迁。风笑

天这样来描述这一代独生子女父母的不平常的人

生经历: 在“三年自然灾害”中度过他们的小学时

代; 在十年“动乱”和“上山下乡”中，度过他们的

中学时代和青年时代; 在恢复高考和抓经济建设

的背景中，开始他们的婚姻和学习; 在控制人口、

计划生育的关键时刻开始生孩子; 当他们开始培

养他们唯一的孩子时，社会改革、企业竞争的大背

景又一次绷紧了他们生活的弦［2］。“80 后”父母

的挫折人生使他们对于子女寄予厚望和特别关

注，他们不想让子女再经受他们所经历过的磨难，

他们要给子女提供最好的生活环境和学习条件。

在“80 后”的幼儿期和儿童期，祖父母们常常与他

们居住在一起，即使不居住在一起，祖父母们也极

热心地帮忙照顾孙子孙女。他们对“80 后”孙子

孙女们的溺爱程度更为突出。在这种家庭环境中

成长的“80 后”独生子女，表现出与以往儿童不同

的一些个性特征，这成为一种社会现象而引起人

们的关注。
1985 年 3 月 18 日，美国《新闻周刊》刊登了

两名记者所写的题为《一大群“小皇帝”》的文章。

正是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借独生子女父母之口，第

一次给这一代独生子女戴上了“小皇帝”的帽子:

“拜倒在孩子脚下的父母称孩子们是‘小皇帝’”，

中国的报刊称他们是“娇生惯养的孩子”。《一大

群“小皇帝”》发表短短的 11 天之后( 即 1985 年 3
月 29 日) ，《工人日报》就发表了这篇文章的摘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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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1986 年《中国作家》第 3 期刊登了一篇题为

《中国的“小皇帝”》的报告文学。该刊在扉页的

编者按语中深沉地写道:

本期以报告文学《中国的“小皇帝”》为

开篇。中国有 3 000 多万独生子女，他们目

前的生活和教育现状，已愈来愈引起全社会

的关注和忧虑。愿本刊的读者———尤其是年

轻的爸爸、妈妈们，会从这篇文章中得到启

发，学会真正地关心这些“小皇帝”。我们愿

和作者一起呼吁: 为了中国的将来，不要溺

爱! 不能溺爱!

这篇报告文学向全社会发出了警告: “中国

的历史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各种新的事物

和新的问题一起来临，其中就包括出现在每个家

庭里的宠儿，更确切地说是那些由祖父母、外祖父

母及父母用全部精力供养起来的、几乎无一例外

地患上了‘四二一’综合征的孩子———独生子女

们……也就是说，凌驾于家庭、父母及亲属之上的

‘小皇帝’，已遍及千家万户，不久的将来，中国将

会家家户户都有一个‘小皇帝’。”这篇报告文学

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小皇帝”这一称呼广为流

传，它逐渐成了这一代独生子女的代名称。由于

独生子女现象是伴随着“80 后”们的出生才出现

的社会现象，因此“小皇帝”也成了“80 后”儿童

的典型形象。

一些教育家、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纷纷指出

这批独生子女存在某些个性弱点，比如: 胆小、谨
慎、恐惧、不合群、孤僻、任性、娇气、利己、嫉妒、易
怒、固执，心理上极不稳定，社会适应能力差，性格

不健全，品质、道德落伍。这些缺点被称之为“独

生子女综合征”［1］。
20 世纪 90 年代，在父母溺爱和社会担忧的

环境中慢慢长大的“80 后”进入了小学和中学，一

个新的社会标签落在他们的头上———“垮掉的一

代”。主流媒体和教育家们认为，这一代人生活

条件太优越，没有经受过挫折，导致他们自私、叛
逆、脆弱和没有责任感，难以承担国家未来使命。

媒体上有关“80 后”的新闻报道常常是娇宠任性

的行为表现和为一点小事而离家出走或自杀。成

人社会对他们的评价是:“垮掉的一代”，“最没责

任心的一代”，“最自私的一代”，“最叛逆的一

代”，“最娇生惯养的一代”，是“喝可乐、吃汉堡”

长大的“享乐的一代”。“80 后”的父辈们越来越

担忧，这一代人如何能成为未来社会的栋梁。

二、“另类”与“反叛”的“80 后”作家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80 后”们在主流媒体

的负面评价、批评指责以及父辈的担忧中步入他

们的青春期。“80 后”由青少年期向青年期转变

之时，一个新事物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人的社会生

活，尤其是“80 后”的社会生活，那就是互联网的

出现和迅速普及。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互联网

造就了“80 后”。“80 后”的前辈们( “60 后”和

“70 后”) 在青少年时期也曾遭受过成人社会对他

们的种种指责，他们只能听从长辈的批评而无法

公开表达不同意见，因为主流媒体掌控在成年人

手中。然而“80 后”们有了互联网，他们可以在网

络上反击成人社会对他们的种种指责和负面评

价，并主动出击挑战文化权威和精英名流。
在这之前，无论是“独生子女”、“小皇帝”或

“垮掉的一代”，都是成人社会赋予“80 后”的称

谓标签，“80 后”没有机会公开表达他们对自身的

评价。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和 21 世纪之初，一批

少年文学写手通过文学形式表达他们的自我感

受，以及成人社会规范对他们的压抑。虽然主流

文学界对他们的作品不屑一顾，但市场经济给他

们提供了机会，这类作品在图书市场上受到追捧，

尤其受到“80 后”青少年的欢迎，因为这些作品所

表达的情绪能引起他们的共振。韩寒的《三重

门》、春树的《北京娃娃》、郭敬明的《幻城》相继推

出，“少年写作”、“青春文学”、“新概念青春派”

等命名成为图书市场上保障畅销的标签。
如果没有互联网的出现，这些文学作品和青

少年文学写手很可能像以往的青春文学一样仅仅

是一种文学现象或者文化现象，然而，由于有了互

联网，这种文化现象发展成为一种社会现象。21
世纪最初的几年，正是互联网在中国社会刚刚出

现的时期，大多数中国人还不太会使用它，而青少

年文学写手们则很快地精于此道，成为网络写手。

正是通过互联网的渠道，这些青少年文学写手扩

大了他们的社会影响，赢得了大量同辈青少年的

支持，而由他们组成的个性特征鲜明的“80 后”作

家群在中国社会异军突起。
“80 后”一词最初就是指这批青少年文学写

手，他们大多出生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有少数人出

生于 70 年代末期，他们被称之为“80 后”作家。
“80 后”这一词汇最早由“80 后”作家代表人物恭

小兵提出。2003 年，恭小兵在某个论坛里发表了

题目为《总结“80 后”》的帖子，那是他对身边的

一帮同龄人的生存状态及精神状态的总结。随

后，这一词汇很快流行起来，几乎每一本新出的青

春文学类书籍的封面都会出现“80 后”字样，但其

含义主要还是指“80 后”作家群。2004 年 2 月，

北京少女作家春树登上《时代》周刊( 亚洲版) 封

面，周刊将春树、韩寒等称做中国“80 后”的代表。
这一明确命名与定位，使“80 后”迅速取代其他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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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成为一个广泛应用的语词，也引起了社会各界

对“80 后”写作的关注。在 2005 年 6 月 25 日出

版的《时代》周刊( 全球版) 上，又出现了中国青年

作家李傻傻，周刊认为中国的“80 后”成为当下文

化的关键词。
如果说“80 后”作家们在其线下文学作品中

所表达的对成人社会不满是温和的情绪宣泄，那

么他们在网络上的不满表达则张狂、好斗和尖锐

得多，而张狂和好斗性表现得越鲜明，越可能赢得

“80 后”们的喝彩。“80 后”作家代表人物恭小兵

的成名之路可以看到这种好斗程度。恭小兵于

2000 年 5 月注册网络 ID，正式成为互联网中文用

户。2001—2003 年期间，他“怀揣硬砖无数，游荡

于各大论坛，中文互联网每有战事，内外围必有此

人身影”。挑起和参与各种网络论战使他成为

2004 年天涯社区年度网络风云人物。同年，“因

其处女作兼自传体小说《无处可逃》，在天涯社区

连载后引发大规模讨论，被出版商借机炒作为

‘80 后文学领袖’后天价买断《无处可逃》的 10

年版权而一夜间蹿红网络。”①“80 后”作家最著

名的代表人物韩寒也是通过网络上的数次文坛大

论战而名声大噪，赢得无数追随者和粉丝，最终成

为“80 后”的精神领袖和代言人。其中最为著名

的论战是“韩白之战”( 韩寒与著名文学评论家白

烨之间的大论战) ，韩寒针对白烨的《“80 后”现

状与未来》的回应文章《文坛是个屁，谁都别装

逼》，充分显示了张狂个性，以及对文化权威的不

屑一顾。这种张狂个性和挑战权威的精神受到大

量“80 后”的追捧。
“80 后”作家通过互联网扩大了他们的社会

影响，通过他们在网络上的意见表达，把“80 后”

们集结和动员起来，与成人社会形成对抗。对抗

的最初阶段是“80 后”们反击成年人权威对他们

的批评指责，而后转向“80 后”们主动出击，挑战

社会文化领域的权威。这种对抗已经超越了文学

范畴，延伸至更广泛的社会价值领域。在愈演愈

烈的论战对抗中，“另类”和“反叛”的“80 后”作

家成为“80 后”的精神领袖，他们带领着大批“80

后”支持者们与主流媒体和文化权威们进行论

战，挑战主流价值规范。2005—2008 年期间，网

络上爆发了几轮文化大论战，文化权威和精英名

流们无一例外地落败而逃。“80 后”网络写手成

为社会风云人物，他们毫无顾忌地表现他们与老

一辈人的不同，以及对于传统权威的蔑视。

通过网络论战，“80 后”作为一个整体成为一

种社会势力，主流媒体和社会名流们在论及“80

后”时变得小心翼翼、措辞谨慎，人们感到这群

“另类”、“自我”、“张狂”与“反叛”的“80 后”不

太好惹。在这一过程中，“80 后”们逐渐显示出一

种代际认同感，或者说他们形成了某种集体意识，

他们觉得，我们“80 后”是同样的一群人，我们有

共同的想法和追求，我们都感受到了现存社会规

范对我们的压抑和束缚，我们不想再像老一代人

那样生活与思考。正是在这一时期，“80 后”这个

词汇由“80 后”作家的代名词转变为对整个“80
后”一代人的称呼，“80 后”一代成为具有代际认

同和集体意识的“社会代”。他们所制造的“反叛

性”的青年文化由互联网向大众媒体以及其他社

会生活领域渗透。
2005—2008 年中国“80 后”反叛性青年文化

现象，在某些方面类似于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欧美

社会出现的青年反主流文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之

后，欧美发达国家有一个相当长时期的经济繁荣

期，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极大提高，出现了“富裕

社会”现象，随之而来的就是六七十年代大规模

的青年反叛文化以及一系列的社会运动和政治运

动，反叛传统、反叛道德的权威和规范。这种青年

文化成为当时欧美社会变革的一种推动力，尤其

促进了价值观念、伦理道德和社会理念等方面的

巨大变革。
在 2005—2008 年期间，中国的一批“80 后”

青年也给人同样的印象，他们的文学写作和网络

论战形成了一种反叛性文化，挑战主流社会规范

和理念。六七十年代的欧美青年是以摇滚乐作为

载体对抗成人社会，而中国“80 后”青年则是以网

络写作作为载体对抗主流媒体和文化精英。

三、“80 后”社会形象的逆转

2008 年中国社会发生了两件重大事件———
汶川大地震和北京奥运会，“80 后”青年在这两次

事件中的行为表现彻底颠覆了他们原有的社会形

象。“80 后”在汶川地震后的救援行动中表现出

的奉献精神和感人事迹，在西方部分媒体和人士

抵制北京奥运会风潮中表现出的高度爱国主义热

情，以及在北京奥运会期间志愿者工作中的良好

精神面貌，使主流媒体对其评价由负面转向极为

正面，而“80 后”与主流社会的关系似乎也由“对

抗”、“反叛”转向合作和支持。
2008 年 4 月 7 日，北京奥运火炬传递在巴黎

遭遇部分“藏独”分子及其支持者的干扰破坏，其

后在其他一些国家的火炬传递也受“藏独”分子

的滋扰。与此同时，在西方部分媒体和文化人士

的鼓动下，出现了一股抵制北京奥运会和反华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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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的风潮，导致中国政府的国际形象受到极大损

害，北京奥运会组办方承受极大压力。令人们意

想不到的是，海外大批“80 后”中国留学生自愿组

织起来，沿途维护火炬传递，与“藏独”分子对抗，

指责西方媒体的不实报道，宣传中国的正面形象。
国内的“80 后”青年与此相呼应，在网络上猛烈回

击西方媒体和名流们的反华言论，充分显示其爱

国主义热情，强烈支持中国政府举办奥运会。

在奥运火炬传递进程之中，2008 年 5 月 12
日，四川省汶川和北川发生 8 级强烈地震，导致 6

万多人死亡。在随后的一个多月的救援行动期

间，众多媒体热情洋溢地报道了“80 后”青年的杰

出表现。当时中央电视台的《中国周刊》节目，以

“汶川大地震: ‘80 后’撑起中国脊梁”为题所进

行的报道采用了下述激动人心的语言:

这一刻，“80 后”让我们动容! 在汶川大

地震中，有这样一群年轻人，以无私无畏的勇

敢与坚强，令世人刮目和动容: 舍身护佑学生

的教师袁文婷; 失去 10 位亲人仍坚持在抗震

一线的民警蒋敏; 用自己的奶水喂养地震孤

儿的民警蒋小娟; 背着病人转移导致自己流

产的护士陈晓泸……在他们身后，挺立着更

多与他们同样优秀的同龄人，冒险在废墟上

搜救的普通士兵，奋不顾身的白衣天使，活跃

在 前 线 后 方 的 志 愿 者，去 而 又 返 的 献 血

者……他们有相同的年纪，他们来自一个共

同的群体———“80 后”。
2008 年 6 月 11 日的《国际先驱导报》上的一

篇报道声称:

2008 年以来，包括地震在内一连串的危

机，成了“80 后”的成人仪式。这个素来强调

自我、个性张扬的群体，“突然”变得勇敢和

坚强起来。19 岁的王君博在帐篷医院里一

边工作一边擦着汗。“这对我们是一次机

会，表明自己不只是温室中长大的孩子，也不

是毫无用处。”“……我们就要从心灵上彻底

脱掉脆弱的壳，用坚强的意念和敢于担当的

勇气接过前代手中的权杖。”汶川大地震，也

是“80 后”的一次嬗变。地震过后，“80 后”
在灾难中巍然挺立。
2008 年 6 月 12 晚，湖南卫视在黄金时间举

行了一场题为“我们正年轻”的晚会来祭奠汶川

大地震一个月，整场晚会始终贯穿着一个主题，那

就是弘扬“80 后”，无论是受灾的“80 后”，还是伸

出援手救助的“80 后”，晚会都对其颂扬赞歌。
对于“80 后”的奉献精神和社会责任感的高

度赞誉在北京奥运会期间达到了顶点，“80 后”志

愿者的表现尤其赢得了人们的称赞。在庞大的奥

运志愿者队伍中———北京奥运会赛场约 7 万志愿

者以及其他各方面为奥运服务的几十万志愿者，

绝大部分是“80 后”青年，特别是“80 后”在校大

学生。他们在志愿服务中表现出的良好素质、责
任心、吃苦耐劳和维护民族荣誉的勇气都令人印

象深刻。当然，“80 后”运动员的表现更加夺人耳

目，他们是为中国军团争夺奖牌的主力军。2008

年 8 月 14 日《烟台晚报》以“80 后奥运新势力”为

题，颂扬“80 后”在奥运会上的表现: “‘80 后’无

疑是 2008 年奥运会最大的支持势力，从运动员到

志愿者，‘80 后’在北京奥运会上成为领衔主演。”
2008 年，“80 后”社会形象的这一逆转表面

看来似乎十分突兀，但这一转变有着社会变迁影

响的逻辑，是中国崛起和融入全球化进程的一个

组成部分。“80 后”进入青年期的一个重要社会

背景就是中国在世界上的崛起，遭遇某些发达国

家的遏制，与西方世界发生意识形态冲突。20 世

纪的八九十年代，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初 20 年

里，中国作为一个经济较为落后而社会政治制度

与西方价值理念相左的国家，一直处于国际事务

和全球经济体系较为边缘的位置。2001 年中国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一个转折点，之后中国经济

规模猛增，中国制造商品大规模涌入欧美市场，中

国的经济成就引起世人注目，它作为一个经济大

国在世界上崛起。“80 后”见证了这一过程，或者

说他们伴随这一过程成长，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

他们对世界的看法和对中国的定位。这样的成长

背景，使他们生成了某种大国心态: 中国是世界上

的一个大国，应该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影响力，中国

及其中国人在国际社会中应该受到重视和尊重。
另一方面，政府长期实施的爱国主义教育，更强化

了“80 后”的强国梦想。2008 年之后持续数年的

金融危机，又加剧了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

战。这一系列冲突反映了中国作为一个新崛起的

大国，要走向世界和融入全球化进程所面临的种

种问题。这一进程无疑对“80 后”的世界观念和

国家理念产生了极大影响。最近发生的中国与某

些周边国家的领土争端，也将进一步强化“80 后”
一代的国家意识与民族荣誉感。

四、市场竞争威力下的奋斗者

在成人社会对“80 后”的评价彻底改变之后，

“80 后”的形象又有了新的变化。近十年来“80

后”逐渐步入成人世界，他们由学校走向社会和

劳动力市场，他们要成家立业和生育子女。在这

一过程中，他们遭遇到前所未有的竞争压力: 就业

的压力、高房价的压力、生活成本不断上升的压

力。他们遭遇了大学扩招后的就业难，遭遇了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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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和房租的疯涨，遭遇了全球性金融危机，遭遇了

连续几年的通货膨胀。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当

他们开始生育子女之时，还遇上了上幼儿园难的

问题。这让许多“80 后”感到，他们真是何其不

幸、生不逢时。正如网络上流行的“80 后的自述”
所表达的情绪:

我们读小学时，读大学不要钱。我们读

大学时，读小学不要钱。我们没能工作的时

候，工作是分配的; 我们可以工作的时候，撞

得头破血流才勉强找份饿不死人的工作。我

们不能挣钱的时候，房子是分配的; 我们能挣

钱的时候，却发现房子已经买不起了。我们

没有进入股市的时候，傻瓜都在赚钱; 我们兴

冲冲地闯进去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成了傻瓜。
当我们不到结婚的年龄的时候，骑单车就能

娶媳妇。当我们到了结婚年龄的时候，没有

洋房汽车娶不了媳妇。当我们没生娃的时

候，别人是可以生一串的; 当我们要生娃的

时候，谁都不许生多个的。
“80 后”无疑是面临全面市场竞争的一代，他

们需要应对的是与父辈完全不同的生存环境。在

市场竞争压力下步入成人社会的“80 后”，逐渐淡

化了他们身上的“另类”和“反叛”的特性，无奈而

焦虑的奋斗者成为他们的新形象，“房奴”、“蚁

族”、“孩奴”等都是“80 后”对自身状况的描述。
但与此同时，“80 后”也拥有其父辈所未有的机

遇，一批“80 后”精英人物在文化领域、体育领域、
新兴产业和高科技产业中以惊人的速度崛起。在

以往的论资排辈的社会中，在规则完全由成人权

威所制定的秩序中，年轻人不太可能拥有那么多

的机会，以那么快的速度获取成功，在那么年轻的

时候功成名就。“80 后”的精英们自信而自我，一

改传统中国社会成功人士的自谦和自敛的形象。
网络上流行的“80 后名人语录”反映了这批青年

精英的个性特征:

我想我的时代来了，我那时候特别高兴。
我从不感觉压力，我等待这么多年，终于来

到，我不会错过每一个机会。
———郎朗( 钢琴家、生于 1982 年)

你拍我时我都大度过 N 次了，难道就不

许我踹你一脚。
———范冰冰( 演员、生于 1981 年)

我不在乎起点有多高，最重要的是终点。
———姚明( 篮球运动员、生于 1980 年)

中国有我、亚洲有我、世界有我。
———刘翔( 田径运动员、生于 1983 年)

文坛是个屁，谁都别装逼。
———韩寒( 作家、生于 1982 年)

世界是你们的，但归根结底是我们的。
———一位“80 后”的声音

当前的“80 后”们在机遇、挑战、竞争和压力

环境中生存，一批人脱颖而出，登上了社会的顶

端，而大部分人还在努力奋斗。他们的奋斗目标

前所未有地具体———为了工作、为了房子、为了爱

情、为了友谊。他们的观念态度和行为方式受到

大众媒体的追捧，为主流社会所接纳。现今的

“80 后”开始以成年人自居，像他们的父辈当年看

他们一样，对其后辈“90 后”们多有微词，当然他

们绝不会像他们父辈那样严苛指责，“80 后”们有

更开放和宽容的心态。他们还在继续成长，他们

的社会形象和个性特征还可能发生变化。但毫无

疑问，对于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

的未来发展，他们将会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共同经历了社会剧烈变革的“80 后”是中国

近现代历史上非常独特的一代人，他们是改革开

放所造就的一代，是独生子女的一代，是伴随互联

网成长的一代，也是中国融入全球化、走向世界的

一代。这些重大的社会变迁和历史事件建构了这

一代人的个性特征，同时这一代人也在引领和推

进进一步的社会变革。这一代人分享着共同的社

会经历、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具有很强的利益表

达愿望和能力，承受着前所未有的社会风险和竞

争压力，对自我现状不满意但对未来有信心。不

过，“80 后”是一个内部分化的群体，受过高等教

育的“80 后”大学生们是“80 后”社会形象的典型

代表，而人数更为众多的“80 后”新生代农民工们

绝不是“沉默的大多数”，他们也是“80 后”群体

的主要构成部分，只不过在“80 后”最初崛起时被

忽视了。“80 后”是一个共性特征突出的代际群

体，但同时内部的差异仍然鲜明，这种差异性体现

了社会结构层面的城乡鸿沟和阶层分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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