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 拼尽全力考研
考不上洒脱面对

“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和梦想
之间的距离就只差1分。”回想起
查询考研复试成绩的那一天，赵琳
（化名）的语气中还有些怅然。

赵琳是宁波大学应届毕业生，
工商管理专业。去年她“随大流”加
入考研。不同于父母辈的“大学学
历珍贵”，到了“00后”这一代，本
科生“遍地走”。提升学历让自己

“升值”，未来在职场中更具竞争
力，是大多数“00后”高校毕业生
的选择。

在随机采访中，很多“00 后”
大学生都认为，学习这条路，是最
轻松、最快速能够弥补差距的一条
路。拼尽全力考公考研，能洒脱面
对失败。“既然没有考上，那就找工
作。道路千万条，又不是只有考研
才能体现价值。”在之后的半年里，
赵琳很快振作起来，准备毕业答
辩、实习……

“00后”大学生在面对和别人
的差距时能够奋起拼搏，弥补差
距，但也不会“一条胡同走到黑”，
而是审时度势，适时放弃。这使得
他们在不同的状态中切换自如。

找工作口味“刁”
更愿意追求精神富足

回想找工作，赵琳觉得自己和
身边朋友们的口味都挺“刁”。毕业
后，赵琳在一家自媒体工作室成为
抖音知识分享类博主，工作时间自
由，月薪4000元出头。赵玲知道，
父母嘴上说“支持”，但心里觉得还
是找个稳定工作更好，但她觉得：

“暂时没有养家的压力，我做的这
个工作带来的满足感，比稳定工作
能带给我的收益更重要。”

无独有偶，与赵琳同校同专业
毕业的林伊诺也是如此。林伊诺大
三时开通小红书账号，用于分享自
己的日常，积累了十几万粉丝，如
今每条更新稳定在上万点赞数。之
前也有人私信洽谈商务合作，但被
她一一拒绝。

如今她找到一份稳定工作，小
红书仍在持续更新中，依旧不接广
告。“很多人做自媒体为了赚钱，但
我就是想要分享，就这么简单。”林伊
诺觉得，分享小红书是自己喜欢的
事，不能把它变成一件很功利的事。

伴随着互联网成长起来的“00
后”，他们享受物质的丰裕和信息
时代的红利，相较于物质追求，他
们更愿意追求精神文化的富足。他
们因相同的爱好聚集起来形成大
大小小的亚文化圈层，以“为爱发
电”来获得精神上的满足感。

B

在拍摄中的王嘉彬。
受访者供图

“80 后”老师梁明月是宁
波大学教师教育学院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全国德育学术委
员会理事。她在高校当了十多
年的班主任，今年她又送走了
一届毕业生。梁明月老师用欣
赏的眼光给她的“00 后”大学
生画了幅精神群像：自由而坚
定。

“在就业方面，无论是随
大流选择考编或考研，还是选
择其他就业路径，他们都不是
盲从，而是遵从内心的一种自
由选择。他们也愿意为自己的
选择承受必不可少的辛苦磨
炼。”梁明月感叹，相较于自己
那一代大学毕业时的选择，

“00后”更加自由，更加坚定。
“在恋爱方面，‘00 后’们

并不会轻易受周围人的影响。
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执着的
事情。他们可以获得精神满
足，而并不总是把感情寄托在
其他人身上。”

“在工作方面，‘00 后’们
表现得更加自主，他们可能会
放弃入编而选择考研二战，他
们身上有着物质丰盈后的底
气，也有着对自己未来生活方
式的坚定执守。”

梁明月说，她非常欣赏
“00 后”身上自由坚定、朝气
蓬勃的精神特质，同时她也把
诚恳而真挚的祝福送给“00
后”高校毕业生：“希望他们步
入社会，在保有内心自由坚定
的同时更加圆融地接纳社会
多元价值观，在尊重传统与彰
显个性、在遵守规制与保留自
由之间寻找张力，构建平衡，
在追求自己的热爱中找到扎
根社会的路径。”

■专家点评
热爱汉服文化的祝小琦进

入宁波大学就加入汉服社，经常
和朋友们穿汉服“刷街”。对她
来说，“可以没有对象，但是不
能没有汉服”。

今年6月，就读于宁大小学
教育专业的祝小琦毕业了，她在
老家安徽找到一份稳定工作。休
息时间，她还会跟朋友一起穿汉
服出门拍照。虽然在大学有过一
段短暂的恋情。但对于结婚，她
并没有太多渴望。“我现在有一
份稳定工作，有热爱的事，就够
了。我还年轻，找对象这种事不
着急。”

和身边的很多女生朋友相
似，祝小琦对“找对象”这事抱
着“随缘”的态度。至于生孩子，
作为“00后”更没有太多想法。

“我自己还是孩子，这事太遥远
了。”祝小琦觉得自己没玩够，
想要过自由的生活。

记者采访身边的“00后”，
尤其是女生，她们很少“恋爱
脑”。一方面，女性独立意识日
益深入人心；另一方面，生理课
程在学校和家庭教育中的普及，
让女生更懂得保护自己。做自己
热爱的事，有更多选择，“00后”
大学生活得更加自我和洒脱。

C 可以没对象，但不能没有热爱的事物

D
徐路（化名）去年大学毕业，

现在象山做代课老师，今年考编
“上岸”转正。

初入职场，他并不打算立马
买房。和大多数男生相似，徐路
喜欢各种电子产品。手机、平
板、手表、电脑……每次一出新
款，他忍不住“剁手”新设备。

“如果能提高生活品质，我是不
会省钱的，不管是吃穿住行，我
都希望是舒适的、有品质的。”
徐路说。

为了提升自己，徐路平时会
花钱去健身减脂，也会去学习视
频制作，希望未来成为一名短视
频UP主。这些事情在他心里都
远远比购房更重要。

“买房只是婚姻需要。”徐路
告诉记者，他觉得租房完全可以
满足日常所需，每个月的工资刨
去房租外，还有很大一部分可以
自由支配。如果买了房，每个月
付房贷后，可能就所剩无几，那
就谈不上什么生活质量了。

不想因为买房，而降低生活品质

“现在虽然不是全身心的投
入，但一个月也能赚七八千。”
浙江万里学院新大四学生王嘉
彬从大二开始，就做摄影兼职，
从最初的一单 80 元到如今的

“千元大单”。单论赚钱本事，他
有超过同龄人的“钞能力”。

因为“生意”原因，王嘉彬
也拥有与年龄不匹配的周全和
稳重，再加上家庭条件不错，是
不是可以任性消费？王嘉彬微
笑着摇摇头，他靠兼职交学费，
每个月花销一千元左右。“我会

用大部分收入给女朋友买些礼
物或是为父母添置点日用品。
我给我爸妈都换了新手机，过
年也会给爷爷奶奶发红包。”王
嘉彬说。

谈到自己的消费观念，王嘉
彬表示自己的人生字典中从没
有“超前消费”一词。“就算我真
的很需要配置很高的设备也不
会使用信用卡。”他认为挣多少
就花多少，喜欢的东西可以攒钱
来买，“花不属于自己的钱，会
觉得心里总是不踏实。”

花不属于自己的钱，心里不踏实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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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怀揣热爱
奔跑在路上

“口是心非”的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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