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下有宝马 骑车去工作
本报记者探访临沂“富二代”们的生活

王丽今年大学毕业，家

境殷实，虽然没考驾照，不

会开车，但是名下却有一辆

宝马 730，价值百万。不过，

王丽在日常生活中，每天骑

着自行车去一家银行实习。

王丽是兰山区人，1988

年出生，毕业时曾经考过公

务员，但最后没能被录取。

现在她在一家银行实习，给
自己一个锻炼的机会。“大

学里，并不知道社会是怎么

样的，现在毕业了才发现还

有很多东西要学。”王丽说。

谈到名下的宝马，王丽

没有太多的感想。她说，宝

马 730 是 5 月份和父亲一

起买的，没多想就用了她的

名字。王丽告诉记者，自己

还没来得及考驾照，还不会

开车，宝马在自己名下也没

什么特别的感觉。“好工作
就是我毕业后第一追求目

标。”王丽说。

“富二代”说>>

只要努力

富能过三代

记者发现，“富二代”作

为一个群体，素质有高有

低，不少嚣张的“富二代”引

起人们的反感，“富不过三

代”也成为不少人常常反击

的口号。这些 85 后“富二

代”的结论是，“富不过三

代”多是“仇富者说”。

小宁告诉记者，他觉得

妖魔化“富二代”应该是从杭

州“富二代”车撞人事件开始

的。“身边的一群人全都是家

庭条件比我好很多的，也没

有见像他人说的那个样子。”

小宁也承认，“当然也有那种

出国后天天赌博开车、不上

课，买个文凭之类的，但是他

们这种人并不是全部。”

“说这些话的人不能一

棍子打翻一船的人，说这话

的人多少夹杂着一些仇富

的心理。”小宁坚称。

小鹏的观点和小宁差

不多，“富不过三代”这并不

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规则，富能不能过三代，关

键是要看教育，大方向把

好，怎么走是他的事。“不能

像一些腐败的“富二代”那

样教育，我以后或许会采取

穷养孩子的模式。”小鹏说。

（文中人均系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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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通过王丽联系到

了几个“富二代”，他们多是

1985 年以后出生，大部分刚
毕业或者工作不久，对自己

的前途或者目标还不是很

明确。

1987 年的小宁现在英

国巴斯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学习，他的理想是当一名英

文老师，但这绝不是他出国

学习的理由。小宁的家族在

沂南已经积累了一定的基

础，他告诉记者，如果不读

一个特别好的大学，想直接

帮助父亲是绝对不可能的。

蒙阴县的小鹏也是

1985 年出生，现在上海工

作，本来大学毕业后，他可

以给父亲帮忙，但是父亲不

同意，执意让他在上海锻炼

两年再回来。

出国>> 为继承产业打基础

1985 年后出生的“富二

代”大都已到了谈婚论嫁的

年龄，记者采访中了解到，

多数“富二代”家族对他们

的择偶会有要求，虽然并不

要求另一半漂亮英俊，但会

要求家世清白，有助于家族

事业发展。

小宁的母亲要求他的

对象是名牌大学毕业或者

研究生。“找对象不亚于大

公司招聘。”小宁戏称。

小鹏告诉记者，父亲讲

过一个段子，朋友的儿子找

对象，当时说出的标准是，

如果找个高中毕业的，就给
儿媳妇买辆 QQ；找个专科

毕业的，就给买辆马自达；

找个大学毕业的，就给买宝

马了。“最后，果然不负众

望。”小鹏说。

择偶>> 标准严格有助事业

“富二代”，一个富有时代特色又充满争议的名字，统指上世纪 80 年代出生、继承庞大家产的富家子女。得益于临沂经济的突飞猛进，

最早富起来的一代人坐拥上亿家产的人不在少数，他们的子女也冠上了“富二代”的称谓，这些“富二代”的生活是怎怎样的？他们是上进还是

游戏人生？本报记者进行了探访。

王丽和她的宝马 730。

求职>> 好工作是第一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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