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

年11

月9

日

星
期
日

编
辑

陈
朋

美
编

石
岩

组
版

刘
燕

B0444

汝
多
知
乎

刚刚过去的11月4日，是网民自封的“屌丝节”。
2011年底兴起于百度李毅贴吧的“屌丝”一词，

最开始是纯贬义的讽刺挖苦用语，后被众多网民自
我代入，迅速成为一种自嘲的流行语。三年过去了，
在“高富帅”、“白富美”、“男神”、“女神”、“土豪”等众
多身份标签的包围中，“屌丝”独领风骚，以至于有人
要专门为它定制一份学术报告。

10月30日，赶集网联合北大市场与媒介研究中
心发表《2014屌丝生存现状报告》，研究者通过问卷
的形式，对“屌丝”群体的各项指标进行收集和分析，
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屌丝”的平均薪酬是2917 . 7元，
50%单身，大多数本科以下学历，半数每周都加班，
活得不开心，基本没存款。矮穷挫，没人爱，这份报告
勾画出真实意义上的“屌丝”面貌。

不过，还有那么一群人，他们衣着光鲜，工作稳
定；他们年轻有为，学历体面；他们收入算不上低，生
活也算不上窘迫；他们是中国的中产阶级，或者即将
成为中产阶级。可是他们热衷于认领“屌丝”一词，甚
至迫不及待地将自己贴上“屌丝”的标签。

四年前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刘海(化名)，
仍然自认为是一名真正的“屌丝”。他的工作是网络
游戏策划，曾在完美时空、搜狐畅游等互联网公司任
职。毕业时他工资五千，后来涨到了一万二，“2917”
只是他月薪的零头。但是随着工资的增长，他的心态
并没有明显的变化，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性伴随始终，
买不起房，买不起车，他依然觉得自己生活在这座千
万人口大都市的底层。

他并不是个例。“在我待的几个互联网公司里，
百分之七八十的人都会自称‘屌丝’。即使是已经出
任管理层的人，如果出身不好，又没有好的时机赚到
大钱，也经常以‘屌丝’自居。”刘海说。

屌丝报告称，“屌丝”的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本
科及以上学历仅占10 . 4%，收入也较低，月入五千以
上的仅占4 . 7%。事实上，刘海身边的“IT男”，大多毕
业于211或985高校，月薪上万，可是他们却成了最热
衷于使用“屌丝”的一群人。

“屌丝”的使用已经扩大化，与它的字面意义相去
甚远。在小资文艺阵地豆瓣网上，最大的“屌丝”小组

“我们都是女屌丝”已有5848名成员，“屌丝的逆袭”小组
也有3860名成员。文青们在这些群里天南地北地瞎扯。

著名时评人石述思对“屌丝”文化颇有研究，曾
做过讲座探讨“谁是屌丝”。在他那粉丝人数达136万
的微博上，他多次表态“俺不是总编，是资深屌丝”、

“每日为养家糊口奔忙”。已经站在普通大众之上的
精英，却还抱着“屌丝”的称号不撒手，石述思似乎在
宣示自己与权贵的距离。

而屌丝报告的撰写者李夏认为，“‘屌丝’可以约
等于平凡的普通人”，也就是说，“屌丝”就是你、我、
他。

人人都是“屌丝”1

“自甘下流”的中产阶级2
尽管“屌丝”的字面意义指向社会底层，但现实

中，对它认同度最高的反而是社会中层，屌丝报告的
研究人员也发现了这一点：“高学历的‘屌丝’自嘲现
象更浓，高中及以上学历自我归类为‘屌丝’的比例
均高于总体，而初中及以下学历自我认知相对较
弱。”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马广海认
为，“屌丝”虽是网络化的、带有调侃性质的表述，但
大体属于一个社会阶层的概念。“‘屌丝’的定义方
式，如收入、社会地位、权利等等，接近于社会学上讲
的社会阶层的分类方式。”马广海说。而中产阶级认
领“屌丝”，从社会分层上来讲，属于白领在社会阶层
定位上的下移现象，即虽然是中间阶层却认为自己
是低阶层的情况。

马广海说，从世界范围看，这个现象是比较普遍
的，很多报告都发现中产阶级在很多国家都有规模
缩小的趋势，“中产阶级受到很多的剥夺，发达国家
甚至有中产阶级破产的趋势。”

而所谓的剥夺，“好比说，白领工作环境条件好，
收入相对可以，但受到各种各样的限制，生活不是很
如意，如买房子要贷款，房租要上涨，经济压力很大，
并没有感受到作为一个白领应有的空闲或享受，没
有感受到在社会阶层上的幸福感，感到的则是更多
的压力、更多的剥夺。”

“工资虽然涨了，但是依然不够用，始终无法在
北京买房。买不起房子就无法对这个城市产生认同
感，觉得自己始终是漂在异乡的‘屌丝’，不知道未来
是不是有希望。”刘海坦言。

“种种感受，对生活不太满意，没有达到自己期
望的状态，这种状态会导致自我认同的下移。”马广
海说。另外，梦想的破碎也是一个原因，“过去美国人
讲美国梦，每个人都可以当总统，但实际上是不可能
的。在我们国家也是同样的。”

实际上，中国社会普遍出现中产阶级认同下移
现象早在十年前已见端倪，但当时没有一个明确的
词语描述这个现象，直到三年前出现了“屌丝”。十年
前，恰是中国房价猛涨之时。

济南心理卫生协会副会长张洪涛说：“近些年社
会变革带来的压力，在社会层面上产生了很多不稳
定因素，这对个人来说是一种伤害，一种焦虑和紧
张。大学生不值钱了，人力资源过剩，社会衡量个人
的成功只靠经济地位。面对这些情况，一些人会自甘
放弃，沉溺于‘屌丝’的认同感中放任自流。”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秘书长祝华新曾说过，“屌
丝”们表达的是社会发展机会不均给他们带来的“集
体焦虑”，在这个“拼爹”的世界、看脸的世界，这种焦
虑尤为突出。

“这个年代，如果你不是‘屌丝’的话，只有两种
可能：一是能力特别特别突出，二是出身特别特别
好。”刘海说。

22991177元元之之上上
谁谁在在自自称称““屌屌丝丝””

当个“屌丝”，你够格吗？
在北大日前发表的《2014屌丝生存现状报告》中，以2917 . 7元为平均线，将“屌丝”定义

为低收入低学历的低阶层群体。但在实际生活中，屌丝人群是成扩大化趋势的，许多收入
高于2917元这个标准线的白领也自称“屌丝”。

自称“屌丝”，无疑成了一种社会性的黑色幽默。不得志的年轻人们，通过这种“自贱”，
与自己妥协，与社会和解。

社会性的黑色幽默3
在社会的飞速发展中，惴惴不安的中产阶层无疑通过“屌丝”找到了一个共同的群体

心理认同。
“‘屌丝’给我的认同就是，我不富有。”刘海说。
富有是相对的。不过在社会的期望中，富有本身就被放置到了一个很高的位置。有房

有车的人，即使身家百万，依然不敢说自己是富人，更何况是刚出社会、白手起家的白领
呢？

社会给普通人设置的门槛太高了。“一出校门，社会就要求大家都要有房有车，这是
不现实的。能一毕业就买个房子，除非捡着钱了。古人说三十而立，其实放在现在，四十而
立也不晚。”张洪涛说。

在社会的普遍期望下，年轻人活得前所未有地艰难。达不到要求的挫败感让他们自
我认同偏低。被社会裹挟着，他们“被屌丝”了。这种调侃中，其实是一种无奈。

“互联网太牛了，业内看到的永远都是最牛的人，这里特别容易一夜成名、一夜暴富，
所以‘屌丝’很多。”刘海说。

“屌丝”的使用始终是一个比较的过程，而社会的比较让人觉得特别穷。在整体缺乏耐心
的现代社会，你现在得不到一定的社会地位和财富，那么你就是“屌丝”。

而在这些比较中，心理失衡是难免的。“屌丝”则成为一剂良药。
张洪涛说，“屌丝”的称呼，其实是一种黑色幽默，当事人通过这样的自嘲来达到自我

接受的程度。在困难压力下，这是自我减压的一种方式。
“当自我认知，如你的经济、学历、背景、经历等，都达不到社会期望的水平时，只能从

心理上暂时妥协。”张洪涛说，“人们遇到困难或不公的时候，会产生一种玩世不恭的心
理，甚至通过自贬自嘲，达到一种心理的平衡，让社会能够接纳你。尽管这不是一种积极
的行为，但自我贬斥就像自虐一样，心理自虐也能带来快感，正向快感是舒服的，负向快
感也是舒服的。”

有人将“屌丝心态”称为新时代的阿Q精神，并归因于中国人的自我矮化习惯。“自称
‘屌丝’的人自我认同偏低，跟社会的契合度、对社会主流价值观的遵从度低一些，从能量
上来讲是偏低的能量，是对正向积极心态的背离。”张洪涛说。

“我就是‘屌丝’了，没有那么多的要求，我就赖着嘛。”山大二院心理医生郭公社分析
“屌丝”的心态说，“屌丝”其实反映了这样一种心理：通过自我贬低显得别人更强，通过比
惨转移压力让自己更受欢迎。

草民、布衣、平头老百姓，过去中国人对自我身份的认同大多温和，很少有像“屌丝”
这样自轻自贱的称谓。而“屌丝”一词兴起于社会转型期，社会的矛盾带来了个人的矛盾，
向上望去，权贵精英高不可攀，那不如向下寻找认同，用这种自我安慰来抚平内心的焦
虑。就像陈小春唱的，“我没那种命呀，轮也不会轮到我”。“屌丝”们通过自我妥协，达到了
与社会的和解。

本报记者 魏新丽

男“屌丝”一般在21～25岁，女“屌丝”在26～30岁。

50%单身。

73 . 6%远离家乡打拼，近六成加班拿不到加班费。

月平均收入为2917 . 7元，基本没有存款。

一日三餐花费39元以内。


	B04-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