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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82/2021_2022__E5_B0_B1_

E4_B8_9A_E4_B9_8B_E8_c123_282350.htm 因为思想闭塞，天

之骄子们在沉默的螺旋中形成“多元的幻觉”；因为身份障

碍，教育者集体潜意识中缺乏对就业的关怀；因为代沟，上

代人缺乏与年轻一代的就业沟通；因为交流障碍，一些基层

地方政府不知如何留住年轻人。 “又是一年秋来到”。秋后

的天气越发冰凉，直到冬天冰冻彻骨。每年的毕业生求职高

峰期，我们都将其形容为“寒冬”。 “人生的路，为何越走

越窄？”20多年前“潘晓来信”提出的这一“天问”激起一

代“伤痕人”的迷惘共鸣，引发了社会一场持久、深入的人

生观大讨论。20多年的改革跃迁，开放社会的高歌猛进早已

建构起一个多元宽广的发展空间，使我们这一代人能以“观

望历史”的平静回看前人的生存迷思。 “越走越窄”以各种

形式表现在就业现实中。毕业生的工作越来越难找，人才市

场一个职位上百人应聘，毕业生底薪预期屡创新低；毕业生

非大城市不去，不想当白领的毕业生不是好毕业生；基层的

人才断层越来越严重，许多地方和行业很难招到新大学生。

严峻的就业形势，单一的就业流向，拥挤与稀缺的共存，“

窄”全面地表现在方向、选择、容量等方面。就业的空间越

来越小，就业者的选择越来越窄。 1980年后出生的毕业生们

有必要反省自身的价值观。到底如何去发展？是为了迅速获

得一个丰衣足食的结果，还是体验一个奋斗的过程；什么对

自己最重要？是即时消费的物质价值，还是值得久远回味的

精神价值；如何看待自己与集体利益的关系？是置身于一种



滔滔洪流之中，还是甘愿做一滴容易被蒸发的水；如何看待

市场经济与利益最大化、如何权衡从众与自主等等。 教育者

的反思也不可或缺。对学生的就业引导是不是哄抬着学生们

不切实际的就业期待；是不是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帮助大学

生在大学阶段尽早了解基层、热爱基层，尽早树立正确的就

业心态；诸种专业定位是不是存在问题，比如农业院校是不

是实际上在培养城市需要的人才，较少考虑农村所需，很少

有“为了农村”的高等教育等等。 社会的反思也是必要的。

社会舆论应该倡导什么样的成功标准？什么样的人生价值？

关于大学生去基层的社会环境应该如何优化？比如家庭，经

常听说某个毕业生决定去基层就业，但因受到了父母的强烈

阻挠而退却；还有，一个人说要去西部实现自我时，遭遇到

身边人异样的眼光，这种态度对选择者的打击是很大的。社

会可能要在“如何形成尊重多元选择、鼓励面向基层的人文

氛围”方面进行一次讨论。 无疑，在就业方面，我们的社会

太需要一次开诚布公、没有禁区的讨论与交流了：因为思想

闭塞，天之骄子们在沉默的螺旋中形成“多元的幻觉”；因

为身份障碍，教育者集体潜意识中缺乏对就业的关怀；因为

代沟，上代人缺乏与年轻一代的就业沟通；因为交流障碍，

一些基层地方政府不知如何留住年轻人。正是这种种各自为

政的思想自闭，造成了就业问题上“碎片化的制度结构”，

以致就业的路越走越窄。 谁也不能揪着自己的头发将自己提

离地面。柳暗花明的惊喜，峰回路转的开阔，理应在一场伟

大的思想交流之后。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