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 轻 人 总 是 充 满 好 奇 和 梦

想。不过，文化消费习惯和观念

一直在随时代发展而演变，不同

年代的人们有着截然不同的青春

记忆与追求——

“70后”：
不干胶贴纸 露天电影

“70 后”的韩女士是一名国家

公务员。聊起当时流行的文化消

费，韩女士说：“买不干胶贴纸算

吗？当时手头宽裕的同学会有收

集这个的习惯，谁要是有一摞的

话，非常让人羡慕。”她说，家里不

可能支持孩子的这项消费，所以

一切都是在“地下”完成的。

韩女士所说的这种贴纸如今

在市面上几乎绝迹，买氢气球却

成了她多年的习惯。此外，还有

数位“70 后”回忆说，露天电影也

是 他 们 年 轻 时 代 的 文 化 消 费 记

忆之一。

“80后”：
小霸王学习机 随身听 BP机

身为“80 后”的阮先生就职于

网络公司。他中学时期最主要的

文 化 消 费 是 购 买 卡 带 和 休 闲 杂

志。“当时别说什么 iPhone、iPad，

连 MP3、MP4 都没有。”他说，为了

省下钱购买卡带，有人下调午餐的

伙食标准，将 5 元钱的盒饭降至 3

元；有人在交通费上精打细算，早上

提前半小时出门步行上学，晚自习

结束后也是走路回家……“这样的

话，一周正好能省 10 多块钱，周末

就可以到音像店或书店购物了。”

同为“80 后”的叶先生也有类

似回忆。除了卡带，他还提醒别

忘了随身听。当时，拥有一款日

本 Sony 出品的随身听是十分“拉

风”的事情。叶先生还说：“小时

候，大家打着学打字的旗号央求

父母买小霸王学习机，其实是为

了玩电子游戏！”此外，当时日本

任天堂公司出品的一款“红白机”

在孩子心目中的地位丝毫不输于

如今的苹果产品。

还有几位“80 后”表示，那时

候也有堪称“ 奢侈品”的数码产

品，比如 BP 机。

“90后”：
留学“苹果”等科技产品

“90 后”小王同学目前在国外

读书，留学期间所需的学费和生

活费主要由家里供给。

据小王介绍，身边同年龄段

的 留 学 生 情 况 大 多 相 似 。 考 虑

到 留 学 本 身 就 是 一 项 巨 大 的 文

化消费，打工一方面能给自己赚

点零花钱，一方面也可以减轻家

里的经济压力。

小王提到，部分人有透支消

费的习惯。“可能本身自控能力就

比较差，而那些高消费的新商品

又都是国外先上市，一些人先是

把学费花光了，然后跟家里预支

生活费，最后退学了家长都不知

道。”所谓高消费，指的是“苹果”

等新锐科技产品和奢侈品牌的新

款产品。

那么，这些退学学生签证到

期 以 后 怎 么 办 呢 ？ 小 王 无 奈 地

说：“家里再出一大笔钱把他赎回

去呗，总不能不管吧！”

通过采访，记者发现一个有

趣的现象：上一时期备受追捧的

消费项目通常不会成为下一时期

的热点，甚至有可能退出历史舞

台，所以大家不必过于执迷。其

次，年轻人容易受到外界及身边同

龄人的影响。从“70后”到“90后”，

影响的力度其实没有明显的增减，

但消费内容越来越丰富和多元。

最 后 ，很 多“70 后 ”就 是“90 后 ”

“00 后”的家长，他们的消费习惯或

补偿心理会在子女身上有所反映。

卖肾买 iPad，这样的触目惊

心并非第一次。

阿豪，19 岁，坚定不移地要卖

肾，只是为了 还 分 期 付 款 买 的

智 能 手 机 ，以 及 他 每 天 都 在 念

叨 的 iPad2 和 iPhone4，同时还要

给 QQ 充一年的黄钻。

王姓男孩，18 岁，沉溺网络不

可自拔，为了买网游装备，卖肾“赚”

了三四万元，买了一台新电脑。

为了满足物欲，人们出卖的

东西似乎已无底线。

2009 年底开始，上海出现一

群未满 18 岁的未成年少女，进行

所谓的“援助交际”，她们相互介

绍或介绍其他少女与多名嫖客发

生性关系，收取嫖资和介绍费，她

们这样做是为了获得买奢侈品的

零花钱，有的少女甚至只是为了

买零食。

香港一名 19 岁女中学生因为

羡慕很多女同学靠“援助交际”挣

钱买奢侈品，自 16 岁起便开始参

与“援助交际”，用得到的钱买奢

侈品牌的服装、手袋及化妆品。

这种现象不仅发生在我国，

日本等国家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援助交际”一词最早便起源

于日本，指的是尚未走向社会的

女高中生接受日本成年男子的

“援助”，获得包括金钱、服装、饰

品、食品等在内的物质享受；成年

男子接受日本少女的“援助”，即性

服务。据统计，在日本进行“援助

交际”的高中女学生的比例高得惊

人，高二女学生中有 32.3%有“援

助交际”行为，高三女学生更高达

44.7%。事实上，“援助交际”还广泛

存在于女大学生、女护士、女教师、家

庭主妇等日本女性之中。

（本 报 记 者 程 佳 实 习 记 者

曾旸子综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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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媒评“少年卖肾”事件
那些年，我们追过的流行品

本报记者 王 位

8 月 9 日，湖南郴州法院开庭

审理“17 岁少年为买苹果产品卖

肾”一案。2011 年，17 岁的高中生

小王在网上找到黑中介，卖掉了

自己的一个肾，用 2.2 万元“卖肾

钱”购买了苹果手机、iPad2 及其他

数码产品。法庭上，小王的代理

律 师 向 9 名 被 告 索 赔 227 万 元。

和小王的父母一样，绝大多数人

明白：2.2 万元可以买到“苹果”等

新锐时尚产品，227 万元却无法换

回小王的健康。

人们在追问，媒体在追责，各

界在反思——是谁将孩子推上了

手术台？卖肾案例虽然极端，却

也投射着众多内心已经开始异化

的“正常人”的影子。就在前几天，

一个即将走进大学校园的准女大学

生为了“苹果三件套”，与家人翻脸，

将母亲气哭。此时此刻，一个更实

际的问题摆在面前，谁能将孩子拉

下卖肾手术台？如何帮助年轻一

代打消那些狂热的消费欲？

校园家庭：
价值教育应与时俱进

年 轻 人 大 都 有 追 逐 潮 流 的

心，选择哪种品牌也是个人的自

由。而且，在强大的商业宣传攻

势引导下，不少成年人尚无法保

持淡定，何况一个 17 岁的孩子？

“许多高中生家境一般、成绩

普通，却又不甘平庸，他们十分需

要自我认同，而这种认同往往来

自他人的赞赏和艳羡。同时，他

们也希望在所属的群体内获得归

属感。苹果等时尚产品的文化特

征能够满足这些需求。”心理学家

张教授分析认为，作为时尚文化

的代表，新锐数码产品象征的不

仅仅是物质条件的优越，还代表

了一种积极加入“主流”的态度并

带动“主流文化”的“品位”。而鉴

于国人对“进口货”的长期迷信和

追捧，外国品牌往往比国产同类

产品更能满足此类心理需求。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

教授周庆安认为，“卖肾”事件至

少暴露出两个问题：“第一，现代

社会人们的价值认识发生扭曲；

第二，我们的环境中存在着为实

现过度物欲‘服务’的渠道，这是

很可怕的。”对于卖肾事件，司法

部门对人体器官交易黑色“产业

链”进行重拳打击势在必行，但这

只是掐断渠道的治标之举。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中文系

教授许鹏指出，“拜物”现象本发

端于发达国家成年消费者群体，

如今蔓延至国内未成年人，凸显

出校园、家庭在青少年生命意识

教育、价值教育方面的薄弱。长

期以来，人们对“拜物观”疏于防

范。从根本上来说，还是要引导

广大青少年树立正确、健康的价

值观，在这个过程中，需要社会各

方以与时俱进的方式共同宣扬健

康科学的价值取向，才能防患于

未然。

媒体名人：
应以“正能量”引导

类似事件发生后的众多新闻

报道，大多把重点放在iPad、iPhone

上，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媒体本身

对这类物品的关注。

最近，网络上甚至出现了“不

用卖肾，iPhone4S 分期付款首付

400”“不用卖肾，免费拿新 iPad”的

网讯，“卖肾”居然被利用为促销

噱头的行为，令人不齿。这让人

想起 iPad2 首发日三里屯苹果店

发生的打架事件，也曾被一些媒

体和网站渲染得像是苹果产品热

卖的佐证。

“这种现状虽然是由媒体的

性质决定的，但确实也应适当反

思 过 热 的 追 捧 行 为。”资 深 媒 体

人、3G 门户公司品牌发展总监李

劳说。在中国的许多网站，关于

苹果产品的消息会被放在醒目位

置 。 即 使 没 有 新 闻 ，网 站 也 会

编、攒一些小道消息，吸引人们点

击。

电视媒体的情况同样堪忧：

潮人们手持新锐数码产品出席各

种时尚场合，每次举手投足都堪

称不经意的广告；广受年轻人喜

爱的明星、名人，时常也会拿出类

似产品使用。李劳说，在现代社

会，由于媒体和公众人物的引导，

一类品牌已经在用户群间建立起

了“宗教式情感”。有专家建议，

明星、名人在电视节目中展示、应

用流行产品、奢侈品时，节目播出

时应打出字幕提示该品牌的展示

是否为商业推广行为。

社会公众：
重拾被边缘化的传统道德

实际上，“苹果”只是众多外

来时尚产品中的一个。眼下，“宁

愿在宝马车上哭，也不愿在自行

车上笑”的观点得到一批人的拥

护，有人在网上炫耀自己的奢侈

品引来一片艳羡，买不起或者不

使用“苹果”等时尚产品的人，则

被归为“屌丝”甚至异类。

在年轻人荒唐的行为背后，

隐藏着一个不容忽视的共同的原

因——在外来时尚产品及奢侈品

的冲击下，一些国人特别是年轻人

群的消费观念和价值判断已被严重

异化、扭曲。

然而，价值观的形成不能归责

于个人、家庭或者所在的学校，一个

地区或者时代的价值观往往受到所

谓的精英和主流思维的指引。媒体

人毕诗成认为：“原本兴盛于发达国家

的消费主义作为一种文化态度、生活

方式，正在猛烈地冲击着我们，在这种

示范和诱导下，量力而行、克制消费、

节俭等美德逐步被边缘化，时尚无

罪、简朴老土等一些似是而非的观

念，在半真半假中占据主导。”

“时尚本没有错，但过度放大

时尚的价值就有问题了。”周庆安

说。汹涌来袭的世界流行文化潮

正在将许多人推入消费主义时代

的危险漩涡，文化自信力的提升

与社会价值观的重塑迫在眉睫。

如果社会能够给青少年提供更多

吸引他们的文化娱乐选择，如果

媒体和名人能更多地从正面进行

引导，如果孩子身边的人都拥有

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良品德与

价值观的坚定自信，或许他们对

于 一 件 外 来 时 尚 产 品 的 渴 求 就

不至于如此偏执，而把精力投入

到更有意义的事情当中去。

他们用什么为物欲买单

问卷调查：
“80后”“90后”有话说

苹果系列产品好吗？答

案是肯定的。你想拥有吗？

答案也是肯定的。走在街头，

使用苹果产品的“80 后”“90

后”随处可见，但在经济实力

更强的“60 后”和“70 后”人

群中间，“苹果”远未普及。

本 报 记 者 以 部 分“80

后”“90 后”为对象进行的问

卷调查结果显示，他们所拥

有的苹果产品大多由父母

花钱购买或他人赠与。在

被问及是否想拥有“苹果”

产品时，出于其理念创新、

方便实用、质量有保障等原

因，大多数人选择“是”，而

不想购买的人则更多考虑

到它传输文件不方便、价格

昂贵、使用者太多而缺乏个

性等原因。

对 于“ 如 果 拥 有 购 买

‘苹果三件套’的资金，会用

它买苹果产品还是另做他

用”这一问题，85%的受访者

选择孝敬父母、出外旅游增

长见识。

如今的“80 后”大都走

上了工作岗位，也有了成家

立业的压力，在物质追求上

显得较为成熟和从容，但提

前消费、透支消费等消费习

惯也能在这一代人身上看

到踪影。伴随着电子产品

日 新 月 异 成 长 起 来 的“90

后”，对新事物的嗅觉更为

敏锐，涉世未深的他们更容

易受到外界的影响。

在“卖肾买iPad”这一血

的教训面前，“80后”“90后”

受访人群的看法保持一致：

不理解、不支持这样的极端

行为。哀其不幸是大家对

这类事件的普遍感受。部

分受访者认为，这是虚荣作

祟，以至于物质渴望压过了

基本原则；也有人认为，学

校和父母教育过于注重分

数而忽略了生命意识教育，

没有给孩子树立正确的价

值观、金钱观是酿成悲剧的

原因之一；那些把“苹果”定

义为奢侈品或“身份地位象

征”的商业炒作行为也难辞

其咎。

（本 报 记 者 邢 立 军

实习记者樊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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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流行文化潮流来袭，我们具备定力吗

《为了 iPad，中国 17 岁少年出卖肾脏》、《iPad 到底算什么，中国

少年竟会为此出卖肾脏？》……卖肾事件一经爆出，外国媒体也跟踪

报道，引起世界各地网友的关注和热议。

日本：价值教育缺失的牺牲品

日本媒体在对这一事件进行报道时称，中国年轻人“教育缺

失”。他们认为，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大环境下，学校及家庭对

孩子人生观、价值观的树立没有起到充分、积极的引导作用，致使

这个年仅17岁的孩子成为社会的牺牲品。

韩国：中国孩子盲目追求外来文化

与不少中国人不用iPad、iPhone就是落伍的观点不同，在韩国，

不使用国产品牌的人反而会被嗤之以鼻。因此，得知这一事件后，大

部分韩国网友感到匪夷所思，韩国《News1》在报道时甚至使用了

《iPad到底算什么，中国少年竟会为此出卖肾脏？》这样的标题。

德国：器官移植体系不健全的极端表现

事件发生后，德国媒体一直密切关注，其主要观点为：孩子受

到非法器官买卖中介商的诱惑出卖肾脏，是器官移植体系不健全

的极端表现。

美国：科技使人们疯狂

美国CNN在对事件进行报道之后，发出了这样的疑问：科技使我们疯

狂了吗？智能设备把我们怎么了？

法国：这比金融危机更严重

法国《费加罗报》、《20分钟报》网站的有关报道网页上，一位名

叫 YvesB 的网友留言说：“那些为一时的欲望而做出的不理智选

择给我们敲响了警钟，这场危机无疑比金融危机更严重。”名为

I love M6的网友表示：“我们生活的社会环境生病了！”

（本报记者 宋佳烜 程 佳 邢立军 实习记者 樊 炜 编译）

黄 卓 绘

BP机曾经是“80后“眼中的奢侈品

露天电影曾经是“70 后”最浪漫的休闲方式

卖肾少年的母亲掩面哭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