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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新人类：后现代主义影响下

的中国当代青年一族

李秀云

“后现代主义”可谓当今中国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个热门话题。各种解

说、评述层出不穷。但到目前为止，关于“现代”与“后现代”的分歧一直

含糊不清。在此，我们无意于上天入地去找出其确切的“分水岭”，或者说，

根本就不存在这样一条显而易见的“界限”。后现代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化思

潮，它承续前代，更重要的是它拥有诸多不同于现代主义的特点。（1）张扬非

理性，导致对本能的完全依赖。（2）认为行动本身即艺术，艺术即标新立异。

（3）反抗权威，消解中心……

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虽源于西方，但由于其所泛有的世界性，中国当代社

会也受其浸染，当代青年文化也受其啃噬，出现了一个特殊的青年群体——新

新人类。他们是当代青年特殊的一族，为当代中国构筑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这一群体中的青年多是 20 世纪 70 年代后出生的，他们是当代中国的未来。对

其不可不关爱，不可不研究。本文就新新人类的群体特征从整体上做一粗浅

分析。

一、新新人类的外在表现

新新人类的外观特征十分明显，把头发染成棕色，穿奇装异服，像冰美人

一样扮酷，一张嘴就“哇噻”的一定是其中一员。从年龄上，新新人类代表网

站的负责人说，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后期诞生的这一代人就叫新新人类，这仅

仅是从年龄上对新新人类的界定，在思想文化上他们不仅有自己的思维方式、



人文素养篇│3

习惯语言、生活理念、行为哲学，而且也发展出自己的形象大使。新新人类的

传统偶像是四大天王、张惠妹、王菲；他们的常用语言是：“我特故我在”，“你

快乐所以我快乐”’，“我存在我主张”，“我存在我行动”，“马马虎虎，快乐人生”

等等。这些语言反映了新新人类的存在哲学和行动理念。新新人类的形象大使

是“小燕子”。在《还珠格格》第二部中，小燕子有这样一段唱词：“有一个姑

娘，她有一些任性，她还有一些嚣张；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叛逆，她还有一

些疯狂。没事儿，吵吵小架，反正醒着也是醒着；没事儿，说说小谎，反正闲

着也是闲着。整天嘻嘻哈哈，看见风儿就起浪，也曾迷迷糊糊，大祸小祸一起

闯；还曾山山水水，敢爱敢恨走四方，更曾轰轰烈烈，拼死拼活爱一场，我就

是这个姑娘。”这首歌与其说是电视剧插曲，不如说是新新人类的宣言。

二、新新人类的内在特征

新新人类不仅具有鲜明的外在特征，而且具有较为突出的内在特征。概括

起来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消解理性，跟着感觉走。新新人类的文

化特征表现出一种非理性媚俗的特征。这是因为无论从国际还是从国内看，

现时是一个世俗化的时代，不再是英雄时代和神圣时代。世俗文化是相对于

神圣文化而言的，无论是天上的还是人间的神，它都持一种怀疑和否定的态

度。王朔的小说受到欢迎，就是因为他是用玩的方式和嬉笑怒骂的方式来表现

的，同时，他对我们的思想根基，知识分子的自尊心、精英立场、精英价值观

是一种冲击。因此，新新文化是一种藐视权威和权力角逐、追求个性张扬或者

物质利益最大化的文化。而市场经济的交易法则正是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

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所以，媚俗正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二是特立独

行，潇洒走一回。特立独行就是新新人类表现个人魅力和风采的独特行为。除

了一些表示人们共同的一般特征以外，在许多方面，包括穿着打扮、行为举

止，他们不愿赶时髦，随大流，反映出多样化的审美观和多元化的价值取向。

特立独行是新新人类的个性表现，也反映出他们的存在哲学。英国主观唯心主

义哲学家贝克莱说过：“我思故我在。”新新人类则反其道而行之，追求个性，

按照自我的独特方式存在，提出“我特故我在”。在新新人类看来，最终决定

一个人的存在价值的，不是思考和思想，而是那种独特的思考和独特的思想。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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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因为人人都会思考，人人都有思想，只有思考独特，才能思想独特，只有

思想独特，才能存在独特，才能不再是别人的影子和附属物。特立独行含有行

动哲学的含义，“我存在我行动，我存在我主张”，把行动哲学的意义说得一清

二楚。只有行动和主张才能表明人的存在，没有行动和主张，人的存在也失去

了意义。三是信念缺失，一场游戏一场梦。新新人类普遍存在对理想信念的嘲

讽、不屑，不愿走向成熟的幼稚化倾向。有媒体报道，个别的大学生叼奶嘴，

用奶瓶，穿着打扮越来越向幼儿园看齐。它反映了新新人类不愿成长，拒绝成

熟的一面。造成这种情况，有新新人类主观上的原因，也有社会和家庭的客观

原因。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不能把责任完全归咎到他们身上。从家庭环境

看，这一代独生子女由于没有弟妹会产生两种效应：首先，对他们的双亲来

说，他们是永远也长不大的孩子，有人称他们是“抱大的一代”，有“四加一”

综合征；其次，对独生子女本身来说，他们的独霸地位永远不会被罢黜，只有

与其竞争的另外孩子的出现才会促使他们的成熟和责任心的发展。所以在其实

际担任社会分配给他们的角色之前，这种成熟和责任心一直处于若有若无的潜

在状态。从社会环境来说，由于国有企业改造重组，政府机构精简整编，使就

业形势十分严峻。特别是应聘条件的高学历化，使许多大中专毕业生很难找到

工作，更不要说高中毕业生了，他们基本处于社会边缘甚至边际的地位。社会

把发财致富作为合法的文化目标来宣传，但是在社会结构的安排上并没有给每

一个人提供发财致富的合法手段，也没有赋予他们很多应该担当的社会责任。

自觉不自觉地有一些人把他们当成“垮掉的一代”，他们因而被忽略被否定。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宁可把自己当成永远长不大的孩子，把人生看成一场游戏

一场梦，这里包含着十分复杂的含义，也许为了迎合社会对他们的角色期待，

也许为了逃避世俗环境，包含着几分自嘲、几分清高和几分无奈。

三、后现代主义对新新人类的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现代派称为“后现代派”或“后现代主义”。第二

次世界大战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矛盾重重，人们看不到光明，找不到出路，

感到四周一片黑暗，前途渺茫，因而情绪低落，产生悲观绝望的思想。在这种

情况下，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想应运而生。后现代主义哲学认为只有自我感觉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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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存在才是真正的存在：它以自我为中心，把个人看得高于一切。对社会和群

众，采取轻视和否定的态度，认为世界是荒谬的，人生是痛苦的。人活在世上

与别人不能互相了解，只能互相憎恨。人们最大的恐惧是对死亡的恐惧。人的

存在就是等待死亡。对人类生活的所有领域，它都提出了质疑和挑战。主要代

表人物有德里达、福柯、拉康等人。新新文化是以新新人类为主体的体现个性

自由和多元价值取向的亚文化形态。它是一种客观现实，不管人们承认与否，

喜欢与否，它都实实在在地存在，并且上演着人生的喜怒哀乐，品尝着生活

的酸甜苦辣。新新人类有不同的生活模式和价值取向，所以新新文化也有多样

的形式和色彩。从本质上说，它是从现代文化向后现代文化的一种过渡形态。

后现代文化是现代文化发展的一个阶段或一种形式，它不以反对现代文化为己

任，而宁愿以能挑战它及其假设的形式来发展它，从而使它成为一个更加符合

实际、更加人性化、更具有人文色彩的思维模式。从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挑

战来看，我们完全可以看到新新文化是后现代文化在中国的变异。新新文化和

后现代文化一样，靠直觉而不是靠理性来判断事物。他们只知道他们喜欢就够

了，并不追求喜欢背后的原因，他们只知道跟踪自己的心情和感觉，并不愿思

考这迅速变化的世界。“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或者是他们不愿动脑

思考，或者是他们见惯了理性的虚伪和虚伪的理性，挫伤了他们思考的积极性。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曾说过，“凡是存在的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

理的”。新新人类的产生和存在都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和文化背景，他们既不

是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复制和克隆，也不是对西方垮掉的一代的简单模仿，而是

中国社会转型、新旧体制激烈碰撞、中西文化激烈撞击孕育而生的一代特殊群

体。后现代主义对新新人类的影响，从积极方面说，后现代文化往往是以一种

冷峻清醒的态度去揭示现代社会存在的社会危机和精神危机。它使新新人类开

阔了文化视野，进一步了解了西方社会和西方文化，同时也为新新人类提供了

一个观察社会现象和文化发展的独特角度。但其消极影响也是十分明显的，它

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消解作用，文化上的无政府主义、多元主义、虚无主义和怀

疑精神使新新人类陷入无价值、无中心、无意义的误区，降低了对主流价值体

系的信任程度和接受能力。它的虚无主义和怀疑精神还使新新人类进一步滋长

了文化流浪意识，放逐精神、放逐文化，没有故乡、没有家园，消解了新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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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的文化归属感。在道德层面，它使新新人类放弃原则，无视规范，媚俗粗

野，及时行乐，“过把瘾就死”，助长了道德虚无主义和反道德现象的滋生。它

使新新人类在世俗化的路上越走越远。在新新人类心目中，没有英雄，没有神

圣，更没有理想和信念。商品化原则、等价交换原则扩大到精神领域。在新新

人类形成利己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的过程中，后现代主义起了推波助澜

的作用。因此，解析后现代主义对新新人类的影响，对正确引导新新人类一族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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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大学生思想品德素质形成的几点思考

李秀云

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是提高民族素质，培养适应 21 世纪的创新人才，实

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三步战略目标的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战略决策。面

对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知识经济初见端倪，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新

形势，各级各类学校都把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作为今后教育工作的一项重要任

务。素质教育的灵魂，是不断增强学生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

想，思想政治素质是最重要的素质。面对社会人才市场需要的变化，面对缴

费上学、自主择业的改革趋势，面对大学生价值观念的重大变化，如何培养

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就成为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课题。要

完成这一课题，就必须顺应时代的发展，针对大学生的思想实际，开展有效

的思想政治教育。

一、推进素质教育，需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教育内容上，不仅重

视意识形态教育，而且重视学生的道德规范教育，塑造学生的完美人格，

提高学生心理素质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要求，

“各级各类学校必须更加重视德育工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

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按照德育总体目标和学生成长规律，确定不同学龄阶段的

内容和要求，在培养学生的思想品德和行为规范方面，要形成一定的目标递进

层次”。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是党对高校领导的重要组成部分，呈现出以意

识形态教育为重点的特征，这也是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坚持的重要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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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但是这种单一的教育内容忽视了思想教育的层次性和多样性，教育目标

过于抽象空泛，教育效果不够明显。有的学生出现言行悖反的双重人格，说

起政治大道理口若悬河，但做人的基本准则都不清楚；有的学生缺少起码的

规范意识，考场舞弊、赌博酗酒、拳脚相向；有的学生心理素质脆而不坚，

稍遇挫折就一蹶不振或走向极端。被媒体评价为“有智商没智慧、有前途没

壮志、有文化没教育、有知识没思想、有青春没热血、有个性没品行、有理

想没实践”。这些教育上的缺憾，提醒我们必须重视对学生的规范教育和学生

人格与心理的培养。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大学生规范意识的建立，是将来承担社会义务和责

任的先决条件。治国平天下，先从修身起。只有明确最基本的做人原则、处

事准则，才能被社会所接纳，成为社会所需要的专门人才。人格在西方语中

源了拉丁文 persona，有“人”、“人性”、“性格”等含义；在法律上指作为权

利、义务主体的资格；在伦理学上指道德上权利和义务的主体。我们这里的

人格是指通过长期稳定的心理态度和行为习惯所表现出来的人的基本道德品

质。良好的心理素质是人发展与成功的基本保证。联合国最近颁布的健康标

准中，心理健康成为健康的重要标准，表现了人类对健康认识的新理念。因

此，对大学生人格和心理素质的培养无疑是高等学校长期有效的教育内容。

塑造理想人格，提高学生的心理素质，既要按照社会政治标准和道德标准，

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学生的头脑，培养学生爱祖国、

爱人民、爱集体、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又要对学生进行中华民族传

统美德教育，培养学生诚实、守信、忠勇、礼貌等良好的文明习惯。针对一

些大学生面对激烈竞争、利益调整和观念转变而产生的心理失衡现象，要有

目的地进行心理调适，做好心理咨询工作，使人们消除不健康的心理倾向，

保持积极进取的心理状态。

总之，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要有层次性、针对性，既要重视意识形态教

育，又要重视行为规范教育、人格培养和心理调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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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进素质教育，在思想政治工作方法上，不仅要重视培养大学

生的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创业精神，而且要加大对学生的服务力度，

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亲和力

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要求按市场需求来合理配置资源，而人才则是

市场竞争优胜劣汰的重要砝码。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正

日益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以创新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标志着

未来世界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这使得知识和人才、民族素质和创新能力越

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成为推动或制约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关键因

素，谁能抓住历史机遇，加快培养创新人才和高素质的劳动者，提高全体人民

的素质和国家创新能力，谁就能在未来剧烈的竞争中赢得主动权，占领国际竞

争的制高点。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证明，许多理论创新和科技发明都是

多种学科和专业知识相互渗透和碰撞的结果，重视相关专业多种能力的培养

是世界现代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和教育改革的必然要

求。因此，在人才培养模式上，由单一专业型和单纯知识型向复合专业型和能

力知识型转化，也是我国高校人才培养的大趋势，人才市场的用人标准，不仅

看学过什么，而且要看会干什么，不仅要看成绩如何，而且要看能力大小。传

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本科教育中专业过细，学生能力过低的弊端难以适应

现代社会的需求。人才市场的竞争压力和需求动向无声地引导在校生重新调整

和充实自己。但是，不可否认，市场经济的盲目性、自发性和滞后性，也严重

地制约大学生科学地选择专业。往往形成以眼前社会短缺专业为参照，形成一

哄而上，短线专业热浪滚滚，长线专业门前冷落的局面。这是一种专业选择的

短视，总体的共同选择，正是个体的共同选择，从而造成个体时间、精力的浪

费，国家人才资源的浪费。而大学生的时间资源是一次性的，“盛年不再来，

一日难再晨”。所以，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要加大服务力度，引导和鼓励学生

在学好专业知识的基础上，选学社会需求大、个人兴趣浓、能发挥自己特长的

专业，建立复合型专业结构。在鼓励辅修第二专业的同时，组织丰富多彩的校

园文化活动，为学生提供锻炼的机会，提供展示能力的舞台，努力培养学生扎

实的专业知识和一专多能的实践能力。要帮助学生准确预测社会人才需求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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