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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80后”打气：从棠下到骏景不过就是一条路 “80后”广

州生存状态调查 “50后”说：“80后”是“垮掉的一代”，

不要把希望寄托在这一代人身上⋯⋯ “60后”说：“80后”

还比较飘，是父母的“掌中宝”，没有经过社会的磨炼⋯⋯ 

连“90后”都说：“80后”除少数人有好的发展外，大部分

仍在“啃老”⋯⋯ “80后”受尽“夹攻”的时候，“70后”

前辈们站出来了：我们都是这样过来的，从棠下到骏景不过

就是一条马路。“80后”，加油！ “我们曾是"救的一代"” 

本报连续三天进行的“80后广州生存状况调查”，除了引起

众“80后”唏嘘感叹外，还让不少“70后”们产生了强烈的

共鸣：“我们都是这样过来的啊！在父辈的眼中，我们也曾

被认为是"救的一代".” 当年“救的一代”，现在已成为社会

的中坚。同样的，未来十年，将是“80后”的天下。“所谓"

蚁族"，不过是年轻人成长时经历的一个过程而已，父辈的"

知青"生涯不也是一样的？”不少“70后”感叹道，“事实上

，从棠下到骏景、从石牌村到CBD，都仅仅是一路之隔，我

们当年也是慢慢跨过那条路的。” 社会应更多包容“80后” 

“蚁族、蜗居、三十难立、啃老族、垮掉的一代⋯⋯”当笼

罩在“80后”身上的负面印象越来越多，“80后”们有点喘

不过气来了。 对此，广州市社科院科研处处长彭某呼吁道：

“社会对"80后"应该多点宽容。”彭某表示，与“70后”生在

中国经济发展的时期不同，从单位宿舍到房改房再到自己买



房，“70后”一直比较顺利，“80后”却生在一个生活档次

较高的时代，自己产权的房子、车子、手机、电脑⋯⋯仅靠

每月两三千元的工资，很难满足这样的生活。当个人收入难

敷其出时，“80后”就沦入社会的种种负面称谓当中。 彭某

认为，在独生子女的年代，如果条件实在困难，适当“啃老

”应该宽容，像“丁克一族”、“不婚一族”等生存模式，

前辈们也应该予以接受。当然，“80后”自身的社会责任感

也应该加强，在四川大地震等紧急关头表现出来的责任感应

该发展到日常生活中，这样社会对“80后”这个群体的误解

也会少些。 “70后”如何“过马路” 男主角1：JASON 职业

：成功媒体人 广州轨迹：天河番禺越秀海珠番禺 1993年毕业

后，Ja-son毅然从茂名来到广州，原因很简单：“觉得广州好

啊！” Jason在广州的新生活由一部破单车开始。他换了无数

的工作，在广州很多区都曾落足。 他的第一个落脚点是广工

同学的宿舍“铺”。每天早上7时出发，一间一间厂地问“你

们招人吗？”任何一份工作都愿意做，唯一的想法是在广州

活下来。但单车找工旅途过了两个月，受到了无数的打击。

事实上，家人这时已经在湛江帮Jason安排了一个机关工作

，Jason说：“那时比较有骨气，就说要靠自己，因为此事，

有好多年，每次回家都被老爸说。”Jason的第一份工作是在

天河区长街的一个机械厂内做机修工。每天下班后，手上都

会沾满又黑又臭的铁粉和油污，要用碱沙搓十多分钟才能洗

干净。整整搓了一年后，他辞职了。 接着，他带着积蓄，背

着背包，来到火车站，哪辆火车先开，就上哪辆。在全国四

处游历了一路，见闻游记也写了一路，最后，花剩一张火车

票钱的时候，他回到了广州。 再次回到广州，Jason又找到了



工作：在番禺一个与世隔绝的山谷种花。晚上，工人们在喝

酒划拳的时候，他就在看书，或者在仰望星空。他将游记投

稿，慢慢获得了到杂志社、报社工作的机会。28岁那年

，Jason一口气接了三份工作：白天做记者，晚上做编辑，闲

暇时就做广告文案。 当积蓄到达四位数1万元的时候，Jason

买下了一套属于自己的小房，也在那个时候认识了现在的妻

子。“两个人一起努力，供房轻松了，后来房子不够住了。

于是，我们在番禺买了套较大的⋯⋯” 女主角2：阿晴 职业

：自己做生意 广州轨迹：黄埔越秀黄埔 “早恋、读书成绩差

⋯⋯”今年36岁的阿晴就曾是父辈眼中的坏孩子。中专时开

始谈恋爱的她，由于成绩不好，只能选择护校。23岁，阿晴

护校毕业，进入某三甲医院当护士。“那时我的父母会觉得

我这辈子大概就这样了。”可是阿晴不这样想，当护士期间

，她开始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做财务当年这是个十分吃香的

行当。 1年后，她离开医院，进入一家私人企业做财务，由

于表现突出，很受重用，工资开始慢慢上涨，于是她与当年

那个“早恋”男友开始供房。“现在和我有生意来往的客户

，很多都是当时认识的”。 “80后”自辩：我们其实一直在

努力 “80后”发言：你们说我们蚁族、蜗居，我们承认；你

们说我们飘摇没有目标，三十未立，我们也承认；说我们“

啃老”不自立，我们勉强也承认。但是，你们只看到了结果

，为什么不看看原因？我们其实也一直在努力。 自辩1：与

父母教育也有关 地道广州女孩小雅认为，买不起房并不代表

对社会付出少，“我们一样在为生活努力打拼，在为了月供

而计划开销”。 小雅认为，大多“80后”三十未立，其实与

父母也有关。“我们的父辈，多数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中期



至60年代初期，因为客观原因，他们普遍文化层次和眼光眼

界都不高，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很难给予适当的帮助，而

且价值观念普遍偏向保守，”小雅说，“当年‘要听大人的

话’、‘不要和老师顶嘴’是父母评价好孩子的标准，如今

却又怪罪我们没有独立精神，整日‘啃老’。” 自辩2：无

法选择不被溺爱 今年25岁的阿婷是家中的独女。她认为“80

后”是独生子女一代，从他们出生之时起，就被父母疼爱，

甚至是溺爱，这是他们无法选择的。 “其实‘80后’的大部

分人是相当矛盾的，一方面不愿辜负父母的期望，想好好读

书。另一方面，又难以抵挡网络甚至整个社会的诱惑，这真

的只是我们‘80后’的错吗？” 自辩3：“啃老”是形势所迫

来自湖北的杨某认为，“80后”之所以被冠上“啃老”的头

衔，多数是因为房子的事情。房价太高，以现在“80后”的

经济条件，多数人根本买不起房子。但父母又希望儿女赶快

结婚，有房子才有结婚的资本，所以父母把一辈子赚的钱全

付了首付。“除此之外，‘80后’靠自己的努力工作赚钱生

活，并非全在‘啃老’”。 《“80后”广州生存状态调查报

告》到今日为止暂告一段落，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对这个群体

的关注会停止。对于这群未来的中坚，我们会一直聚焦追踪

。同时也祝福所有在为梦想而打拼的“80后”继续勇敢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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