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月3 日,本报推出
了“今天 我们需要什
么样的偶像”讨论后,
陆续收到了不少读者
的留言,他们中有“90
后”、“00 后”，也有“50
后”、“80后”。无论什么
年龄层，偶像都是一个
人青春年少时心中美
好的精神追求，这告诉
我们一个时代的偶像
有多么重要。

“50后”王学进
俄罗斯文豪普希金

“我的青春偶像是俄罗斯文豪，普希金、
托尔斯泰等，那时候崇拜得不得了。刚念师范
那时候接触了俄国文学，喜欢文学的我迷得
不得了，身边的同学也是，有一些还是手抄
本，大家传着看。”

如今有了满屋子的书，想看什么随时可
以买到，但回忆起青春年少时找书看的岁月，
王先生觉得特别美好，普希金的诗歌、托尔斯
泰的《战争与和平》，那是看了一遍又一遍。王
先生的文学修养，正是那时候奠定的。

对不少“50后”来说，解放军和革命先烈
也是他们年少时最崇拜的偶像。“我们小时
候，大人们跟我们说得最多的就是董存瑞、刘
胡兰等革命先烈，那是刻在儿时的最深记忆。
那个时候也不叫偶像，应该叫榜样。”“50后”
的刘凤鸣说。

“60后”沈海英
记忆最深的是张海迪

“我的童年偶像啊，那是张海迪呀，身残
志坚的张海迪印象最深的。那个时候没有那
么多明星，生活也很苦，想得最多的是有什么
吃的，但张海迪的形象确实影响了一批人。”

“60后”沈海英回忆。
“60后”依然是崇拜革命英雄的一代，邱

少云、黄继光、雷锋等都在“60后”的心目中留
下了青春印记。

“70后”王景
偶像就一个，是雷锋

出生于1970年的王先生，不带任何思考
地说自己的偶像只有一个，那就是雷锋。“小学
时我是班长，每年3月5日，老师都会讲雷锋的
故事，并带全班同学做好事。我看过雷锋的电
影，雷锋的连环画，学校的笔记本上有雷锋的
头像，翻开来第二页就印着‘为人民服务’的字
样，我还收藏过一枚带雷锋头像的胸章。”

不过对1978年生的熊先生来说，偶像就
变成了四大天王，“张学友、刘德华、郭富城、
黎明等影视明星，那时候多红呀，不崇拜都难
啊。”我们的随机采访中，也有一些“70后”崇
拜的是工商巨子，如马云、乔布斯等，他们的
创新精神和创富能力成了“70后”中年男人心
中的偶像。

我的理解，偶像是能够引领一代
人的精神和思想的人物。人们能够把
这些人物作为人生中的一份精神寄
托，生命中的坐标与信仰。当然，每个
人因为人生阅历、家庭出身、知识结
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不同，
其心中的偶像是不同的，甚至每个人
在不同的人生阶段也会发生变化。

不同的时代出现不同的偶像，折
射出的往往是当时的时代特色。六十
年代学习雷锋，雷锋牺牲在 1962 年 8
月15日，这个时候整个国家刚刚从三
年自然灾害中走出来，百废待举，雷
锋的精神，使大家看到一个普通战士
身上体现出来的高尚品质，毛泽东号
召大家学习雷锋，雷锋精神影响了整
整一代人。“文革”结束以后，实现四
个现代化摆上了议事日程，邓小平同
志那种务实的精神、高瞻远瞩的宏观
视野、包容世界的胸怀，成为大家仰
慕的偶像。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经济
发展迅猛、人民生活水平快速提高，
文化领域也是遍地开花，人们的偶像
趋向多元化。

如今，世界已经进入后工业时代，
在物质生活富裕、社会相对稳定、通
讯发达、物流便捷的时代，我们不需
要巨婴，而是希望出现像钟南山、李
兰娟这样在重大事故面前，虽然满头
白发，仍然带着大家逆行在最危险的
抗疫第一线的偶像。
——周春英，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
院教授，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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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偶像》后续

“今天，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偶像”欢
迎继续探讨，同时，我们发起小记者征文
活动，小朋友们可以以“我的偶像”或者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偶像”为题，进行投
稿，我们将择优刊登。

●参与方式
小记者投稿：甬上 APP 小记者投稿

平台，请注明“偶像投稿”。
讨论：登录甬上APP，左上角小图标

切换进入甬上教育，点击下方菜单栏发
布键（红色加号键），即可进行图文发布，
上传内容请注明主题#偶像#，并留下联
系方式，我们会选择部分进行采访刊登。

“我的偶像”小记者征文启动
欢迎你来投稿

分析
偶像背后折射的时代特色

从“50后
”到“00后

”

“80后”吕吕
我的偶像一直在变

1983年出生的吕吕，与我们分享了她对偶像
的一些看法。

“小时候，我可喜欢林志颖了，我家老房子的墙
上至今还贴着那些发黄的海报。但是，这些明星算
是我的偶像么，我觉得并不是。”慢慢长大了，喜欢
的人也在不停地变。张信哲、王力宏、蔡依林我都喜
欢过，读书那会每周都会去买杂志，这是我们“80
后”这一代都干过的事。

读大学时，吕吕寝室有6个女生。其中一个女
生喜欢日本的职业足球运动员，还专门有一本笔记
本用来摘录偶像的故事、照片及赛事。另外一个女
生超级迷恋欧美国家的歌手，嘴巴里永远哼的是英
文歌，是寝室里最早一个过英语6级的。“那时候的
我，其实有点羡慕她们两个，有自己痴迷的偶像。”

“当下，我们的孩子更需要正能量的偶像，这是
青春的印记。”吕吕觉得，一定程度上说，偶像观也
是素质教育的延伸。

“90后”凯凯
从偶像身上汲取到最大能量
1996年出生的凯凯是一个工科生，学的控制

工程专业。他一直崇敬的是科学家钱学森。
“小学课本上，我了解到钱学森的事迹。后来，

我对航空航天技术非常感兴趣，尤其是火箭动力控
制。所以，就对钱学森产生了一种敬佩与崇拜的心
理。用孩童的话讲就是，哇，他好厉害。”凯凯说。

长大之后，凯凯看了钱学森的人物传记、电影，
对钱学森的生平事迹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说起他的
偶像，凯凯滔滔不绝。他敬佩钱学森探索科学的热
忱，敬佩他的爱国情怀。“不讲求功名利禄，但讲求问
心无愧。这是我从偶像身上汲取到的最大能量。”

1997年出生的王一帆读书时也有很多偶像，
后来成了一名教师，他开始关注教育界、社会上一
些有正能量的人物。现在最崇拜的是前苏联教育家
苏霍姆林斯基。“与其说是偶像，不如说是我从教以
后的老师。”

“00后”俞宥冰
从明星变成了钟南山

鄞州区宋诏桥小学309班的俞宥冰给我们写
来了一篇小作文，讲述他心中的偶像。他说在这个
疫情下的假期里，钟南山爷爷像一座灯塔一样照进
了他的心里，成了他心中最炫的偶像，自己以前的
娱乐明星渐渐淡去。

俞宥冰看到了84岁高龄却一直奔忙在疫情防
治一线的钟南山在高铁餐车上打盹的照片，也听爸
妈讲了17年前另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也是钟南
山在危急时刻披挂上阵与疫情抗争。“有您这样的
院士是国家之福、人民之福，您是我们心中的定海
神针。”俞宥冰在作文里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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