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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羡慕江浙沪独生女”现象
之所以出现，有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社会对江浙沪地区
存在着固有的“人均富人”的
刻板印象。

江浙沪一带由于地处丘
陵地区，自古以来耕地资源匮
乏，仅仅依靠农业发展难以支
撑该地区人民的生活需求，所
以该地区的人们更倾向于做
生意来养活自己及家人。无论
是明清时期的龙游商帮文化，
还是改革开放时期的“鸡毛兑
糖”，抑或是现如今如火如荼
的电商经济，都不难看出江浙
沪地区浓厚的经商氛围。

在这样的氛围下，江浙沪
地区个体经济发达，民营企业
众多，诞生了一批早期富起来
的人，提高了整个省的生产总
值和人均可支配收入数值。浙
江生产总值从2002年的8千
亿元跃升到2022年的7.77万
亿元，连续29年稳居全国第4

位，20年来，浙江城镇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从1.17万元提
高至 7.13 万元，连续 22年居
全国省区第1位。这样的数据
很容易给社会公众造成该地
区“人均富人”的错觉，但是勇
于吃螃蟹的人毕竟还是少数，
抓住机遇实现阶层跃升的人
与大多数的普通人相比也不
过寥寥，工薪阶层依然作为社
会群体的大基数存在，但是却
可能因为部分中产以上的“江
浙沪独生女”的狂欢而被迫隐
身。

其次，互联网在拓宽了公
众接收信息渠道的同时，也为
公众编织了一个自我想象的信
息茧房。

“有钱，有闲”的生活在内
卷化严重的社会背景下，符合
大多数社会公众对于“完美人
生”的心理期待，并且在社交媒
体平台上自带流量属性。因此，
占有社会大部分资源的少数

“江浙沪独生女们”，以其丰富
的社会资源和“有钱，有闲”的
生活击中了大部分普通公众的
心理需求，从而获得了更多的
关注。她们以“社会幸存者”的
姿态自居，通过分享自己得到
的资源和无忧无虑的生活展现
自己独特的优越感。而当这些

“幸存者们”以其丰富的社会资
源吸引了更多的社会关注，那
么普通的江浙沪女儿的发声渠
道其实也就被变相剥夺。个体
的“狂欢”在平台算法的推流机
制下被放大，使其成为公众信
息茧房中对江浙沪独生女生活
状态的普遍想象，而那些沉默
的大多数的生活现状则在平台
的流量算法下被遮盖，成为难
以被看见的现实。至此，在形成
了沉默的螺旋的同时构建了公
众对于心目中想象的“完美人
生”模板，加深了社会对于“江
浙沪独生女”这一标签的刻板
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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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浙沪独生女浙沪独生女””

前段时间，“江浙

沪独生女”一词在互

联网上再次掀起热

度，并且随着三联生

活实验室《江浙沪独

生女，打工人最眼红

的顶配人设？》一文的

发表，更是推动了该

话题的讨论与传播。

“下辈子投胎成

江浙沪独生女”“第一

志愿是江浙沪独生

女，不接受调剂”等网

友自发的心愿贴在微

博、小红书、抖音等平

台随处可见。“江浙沪

独生女”正在逐渐成

为互联网新的流量密

码，其相关议题在平

台算法推流机制下受

到了社会大范围的关

注和讨论。

但是，撕下“江浙

沪独生女”被赋予的

一层层标签，这一身

份真的值得艳羡吗？

细究之下，我们发现

这背后的逻辑是传统

且守旧的，是“出身

论”的另一种表达：女

性可以不需要努力便

轻松获得优渥的生活

——前提是她要有一

个好出身。

笔者身边，有很

多江浙沪独生女，交

流之下，发现大多并

不想被这一人设所概

括，不想具体的人被

抽象的人设所掩盖。

“江浙沪独生女”上热搜
背后的深层逻辑

网友们羡慕的与其说是
“江浙沪独生女”这一身份标
签，不如说是它符号背后人们
所赋予的社会意义。

家境优渥，父母宠爱，生下
来便什么都是最好的生活显然
不只是“江浙沪独生女”特有
的，这种与地区无关，更多与个
体有关。而所谓“一生顺遂”的
生活也不应该和“江浙沪独生
女”这个身份标签画上等号。如
果当整个社会都在推崇“江浙
沪独生女”这一身份时，“江浙
沪独生女”包括大多数普通家
庭的“江浙沪独生女们”都将承
受来自社会绝大部分群体的艳
羡、嫉妒，最后她们甚至会成为
社会焦虑的宣泄口，演变成一
起大规模的社会群体性网络暴
力，而这场闹剧的起因可能只

是少部分“江浙沪独生女”一时
兴起的优越感。

事实上，“江浙沪独生女”
作为一种身份标签在互联网上
能一次次掀起热度，是现在年
轻人群体生存焦虑和精神焦虑
的向外投射。经济和精神上的
双重焦虑使得年轻人一方面追
求“江浙沪独生女”有钱有闲的
生活，以标签化玩梗的方式想
象独属于自己的美好人生，一
方面又难以摆脱现实困境，只
能以自嘲戏谑的方式寄托于

“投胎文学”。
这种对于回归家庭身份的

想象背后，其实反映了当下年
轻人群体一种对于生活妥协与
保守的心态。当个人的能力已
经难以承担社会的风险，家庭
作为个体步入社会的缓冲带，

它的庇护就显得尤为重要，而
这种庇护更多需要以家庭关系
里的母慈子孝，经济的相对自
由为支撑。“江浙沪独生女”的
美好人生模板恰好符合了社会
公众对于“家庭避难所”的想
象，因此受到了绝大多数年轻
群体的玩梗式推崇。

但是，拥有“江浙沪独生
女”模板式美好人生的人毕竟
还只是少数，大部分普通人的
生活还是会有着各种相似或者
不相似的问题和焦虑。幸存者偏
差不可避免地存在，并且会一次
次在互联网的流量推动下给大
多数的社会公众带来视觉和心
理上的冲击。然而普通个体的奋
斗和生活永远有其价值，它不应
该被统一的成功学标准所框住，
也难以用具象化的标准衡量。

“江浙沪独生女”人设背后
是被抹杀的个人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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