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一句“失意书生”的独白引
发了社会的广泛讨论，尤其在年轻群
体当中， 这更是引起了不小的共鸣，
在互联网上不断发酵。 前有“小镇做
题家”在舆论场上甚嚣尘上，今有“孔
乙己”文学直击心灵。 为何这两个词
会让如此多人产生共情？

究其根源，这与众多年轻人所面
临的就业困境脱不了干系。 初出校园
的年轻人，在求职与生活中面临着不
小的压力。 学历等级、专业
限制、 经验筛选等求职门
槛都给了他们不同程度的
考验。 他们为了在理想的
工作城市扎根， 被动陷入

“内卷”。 除了无可避免的
现实困境， 存在于互联网
背 后 的 焦 虑 也 应 得 到 正
视。 网络或许是宣泄暂时
性悲观情绪的一个有效出
口， 而自娱自乐的嘲弄调
侃也不失为缓解焦虑的一
种方式。 但在网络上过于
上纲上线， 站在高处任意
批判， 这则不利于社会文
明风气的培养。

“长衫”的意义要立足
于时代背景， 不同生存环
境下的“长衫”不可一概而
论。 孔乙己是一代文豪鲁
迅先生笔下的人物， 他生
于清朝末年，生在那个被“万般皆下
品，惟有读书高”的声量充斥的时代，
而孔乙己的命运走向则正是那个封
建枷锁缠身的旧社会所造就的悲剧。

我们如今身处新时代，相对公平
的素质教育制度和开明的社会环境
及丰富的资讯信息为众多学子提供
了优渥的学习条件，使我们永远都不
会成为孔乙己。 其实从来都不是长衫
困住了孔乙己，而是长衫背后的思想
枷锁 。 孔乙己之所以陷入生活的困
境，不是因为他读过书，而是他放不
下书生架子，不愿意依靠自身的劳动
去改变现实的艰难处境。 对于他，长
衫不只是一件衣服，更是一副繁重的
心灵枷锁。

读书从来不是为了成为人上人，
别被“读书无用论”牵着走。读书的价
值远不止于就业，精神世界的充裕也
同样离不开书籍。 学历仅仅是读书的
一种呈现方式， 读书可以获得学历，
更能让灵魂深处获得滋养，不断提升
我们的能力。 若因眼前一时的困境否
定读书的作用 ， 那这便是失智的行
为，功利化地获取知识从来都不是读
书的真谛。 在获得学历的路上，我们

所经历的所有善与恶、技能与
眼界都在潜移默化中形成了
助力我们前行的精神力量，而
这个内化出来的价值远远高
于一份工作所变现的价值。

鞋子合不合适， 只有脚
知道。 作为新时代的年轻人，
我们深陷“内卷”化的竞争环
境中，被潜在的生存焦虑推着
走。奋斗固然是每个时代的永
恒主题，但在这个永不止歇的
齿轮当中，也应给自己留有休
憩的余地，给自己一点时间去
思考生活的本味，去感受生命
的馈赠。 或许竞争是残酷的，
但若有幸进入了自己热爱的
领域，那从竞争中获得的进步
就成了一种享受，这又何尝不
是对自己的一种解脱与释然。
对于年轻人， 长衫已然成为

学识与认知内化而成的思想
利器， 而勇敢去尝试未知的领域，在
前行中所展示的倔强与不屈便成了
新时代青年的底色 。 我们要乐观一
点， 社会并不完全是残酷噬血的，有
着一定的容错率，它以其包容的态度
容纳所有敢于向其发起挑战的有志
青年。

调节心态， 不囿于一片泥泞，我
们的人生应该是旷野。“脱不下的长
衫，放不下的笔杆”所呈现出的心理
压力都是当今社会就业机会供求不
平衡现状的折射，但孔乙己的“长衫”
困不住当代青年，更不应该成为青年
人的枷锁，它只会成为积极探索的青
年的铁骑，让他们在人生的旷野中肆
意驰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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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段时间“孔乙己长衫”这个话题
在网上引起了无数网友的热议。“学历
不但是敲门砖，也是我下不来的高台，
就如孔乙己脱不下的长衫。 ”当代一些
年轻人对此产生了情感上的强烈共
鸣。 在现实中，他们一边抱有“万般皆
下品，惟有读书高”的自信和优越，一
边陷入面对就业的迷茫和焦虑， 两边
左右为难，虽不甘于现状，但又无力去
改变局面。

理想现实 巨大落差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数据显示：

2023 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
达 1158 万人，同比增加 82 万人。 可见
毕业生就业压力十分严峻。 在一些人
看来，自己接受过高等教育，本该拥有
一份体面的工作，但在步入社会后，却
发现大家是如此“内卷”，自身所掌握
的知识和能力还达不到工作要求。 在
大多人看来，特别是在家长眼里，高学
历等于好工作， 但事实告诉我们并非
如此。 广西科技大学 2021 级汉语国际
教育专业的谭春红对此提出看法：“自
己产生过焦虑， 我担心将来自己毕业
找不到好工作， 也会因为文凭不能放
下身段去做一份和自己学历不匹配的
工作。 ”骨感的现实支撑不起丰满的理
想，面对巨大的落差，年轻人不免会产
生焦灼不安的情绪，陷入无尽的埋怨。
谭春红也表示会因为话题热度过高，
容易给自己带来一种不良的情绪和影
响，经常会在无意中考虑这个问题。

海南师范大学 2021 级思想政治专
业的刘海静认为，孔乙己式的年轻人，
不是在逃避就业， 而是在面对了巨大
现实落差之后的无奈。 高不成低不就，
这个高低从不是年轻人自己定义的，
而是随着历史和时代的向前而变化 ，
给每个人赋予了同样的高低定义。 标
准就在那儿， 年轻人不过是在寻找发
泄和排解的途径罢了。 而“孔乙己文
学” 是大学生面对严峻就业局面下的
一种自嘲， 是他们高投入的教育成本

与低回报的现实窘境的不对等， 两者
的巨大落差， 而产生的一种失落不满
的情绪发泄口。

面对长衫 见仁见智
那孔乙己的长衫到底要不要脱下

呢？ 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答案。“自
嘲所谓的‘孔乙己文学’并不能让我们
达到理想的生活， 如果我们思想上还
有所谓‘脱不掉的长衫 ’的包袱 ，被束
缚住自己的个人发展， 恐怕就无法弯
下腰来听呼声、挽起裤腿下田地。 ”南

宁师范大学 2021 级新闻学专业李杏秋
在面对采访时表达了自己的态度。 而
刘海静则持有不同的看法， 她表示学
历的“长衫”需要看轻而不是脱掉 ，偏
见的“长衫”需要在自省中脱掉。 时代
越来越看重高学历， 虽然我们无法决
定时代，但是可以决定自己的心态。 也
许在人生某一刻， 学历会显得无比重
要，但是仅仅是在那一刻，其实人生还
有无数个反馈自己的瞬间。 在追求更
高知识的同时又要看淡它， 它不过是
塑造我们万千因素中的一部分。 人生
漫漫之路， 我们不应该将自己的未来
局限在一条路上，多尝试别的路，也许
会收获属于自己的另外一番天地。 当
我们拥有了后退的勇气时， 那种松弛
的幸福感也会宽慰着我们的人生。

长衫代表了自己奋力拼搏的理想
和追求，凝结了父母的汗水，亲朋好友
的期许，老师的谆谆教诲。 这件长衫是
父母一针一线缝的，也是自己洗的，在
身边许多人的注视下穿上的。 读书的
人之所以不想脱下长衫， 是因为不想
辜负当初付出的所有时间、 精力和金
钱， 以及为我们忙活了大半辈子的父
母，对于长衫的定义，谭春红说道：“长
衫，代表着孔乙己的身份和地位，网络
上将‘学历 ’比作‘孔乙己的长衫 ’，认
为生活的困境是因为被‘长衫’束缚住

了。 ”作为新时代的年轻人，应该摒弃
“长衫式”的精神内耗，正所谓“三百六
十行 ，行行出状元 ”，不论是难以割舍
的读书人的身份， 还是家庭环境所带
来的影响都不应该成为我们实现人生
价值的绊脚石。

学历只是获得美好生活的支撑力，
而不是一个一劳永逸的借口。 读书和
上学并不是目的， 它只是能让给我们
开阔眼界， 拥有学习的能力和敏捷的
思维，让年轻人在遇到困难或问题时，
不再用暴力和逃避去解决一切， 而是
用冷静的态度、广阔的胸怀、前辈的箴
言去改变和接受。 人生没有唯一的答
案，个人的命运，又岂是一件长衫能限
制的。 正如学历、 大环境可能是个局
限， 但它却切实地给了我们一种可选

择的方向和底气。
孔乙己的长衫只是一件衣服，长衫

只是一件装备， 可以选择穿上或者脱
下。 并不代表拥有就一定要使用，但可
以成为一种底气， 在寒冷的时候想想
自己还有一件长衫。

迎难而上 找到目标
每一代年轻人都有每一代成长的

焦虑，焦虑恒常有，这也正是青春路上
难以避免的成长难题。 在孔乙己长衫
文化的冲击下， 大学生们的就业观是
怎样的呢？ 记者采访了几位同学了解
情况。“不应该被当下就业形势严峻所
吓到，我们应该迎难而上，愈挫愈勇。 ”
李杏秋说道。 另外一方面，谭春红同学
是这样认为的， 要树立正确的就业观
和价值观，端正自我的思想态度，就业
面前， 职业无贵贱之分， 只要认真对
待，就能把它做好，实现个人和社会价
值。 南宁师范大学 2019 级广播电视学
专业的黄诗雲， 她最近正在紧张地准
备考研，在这个过程中，她表现得很认
真，并且充满信心和干劲。 她说：“没有
什么事情是容易的，想做就去努力，如
果失败了就换一条路， 总有一扇门是
为我打开的。 ”

面对大学毕业生陷入就业的困境，
南宁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学工办
的陈丽珍老师给出了中肯的建议，当
代大学生应该从不同的维度去看待当
下的环境， 从更高的层次去审视自己
拥有的知识与特长， 切勿沉溺于孔乙
己的角色代入，切不可轻视自己的“十
年寒窗”， 不要因一时的困难而迷失、
怀疑自我，要正视平凡与困难，找准目
标和方向。

或许正如鲁迅所说：“愿中国青年
都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
暴自弃者流的话。 有一分光， 发一分
热。 ”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定能突破

“长衫”的束缚，摆正自我的就业观，找
到清晰的自我定位， 才能实现自我的
人生价值。

不做脱不下长衫的孔乙己
记者 梁婉琳 徐小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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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近来“孔乙己的长衫”这一话题引起了网友们的广泛讨论，孔乙己是鲁迅笔下

的一个小说人物，他身着象征读书人的长衫不愿脱下，为生计发愁却又不愿放下读
书人的“傲骨”。 而当今社会，也有很多如孔乙己一般的年轻人，生计的压力与自身
的“傲骨”不断碰撞。“孔乙己的长衫”或许是网络调侃，但背后的情绪却值得思考。

择业分岔口应做好抉择
记者 宾倩怡

（图片来源于《央视网》）

什么是钝感力？
“钝感力”源于日本作家渡边淳一的书《钝感力》，在

他看来，“钝感力”是一种“迟钝的力量”。 即从容地面对
生活中地挫折和伤痛，坚定地朝着自己的方向前进。 也
是：不焦虑、不敏感、不内耗、不乱想。

渡边淳一曾说过：“钝感，虽然有时给人以迟钝，木讷
的负面印象，是，钝感力确实是我们赢得美好生活的手段
和智慧。 ”简而言之，钝感力可以直译为“迟钝的力量”。
如果我们不再因为生活小事而郁郁寡欢，不再因为谨小慎
微而自寻苦痛，坚定地朝着自己的方向前进，不焦虑、不敏
感、不胡思乱想，则生活的幸福感会大大提高。

大学毕业后应该找什么样的工作
呢？ 一样的问题对于不同的人来说有不
一样的选择，有的同学选择直接就业，有
的同学则是选择考研、 考公务员或者事
业单位， 也有一部分同学还在迷茫、焦
虑。这个问题在最近几年更为凸显，即将
毕业的同学到底应该如何抉择呢？

其实，在当代社会的持续内卷风暴
下，不难发现，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压力愈
来愈大，就业难度在持续增加。大学生似
乎慢慢地缺少了就业竞争力， 想要一份
体面的工作， 拥有舒适的工作环境和丰
厚的薪酬变得很困难， 曾经风光无限的
“天之骄子” 在毕业后逐渐流向社会底
层。 这不禁让很多毕业生陷入期待就业
又放不下“大学生身段”，从而面临进退
两难的尴尬局面。

大学生择业就业优势逐削弱，最重
要的一个原因是教育的普及， 导致大学
生、研究生人数激增，大学生求职市场供
求关系出现了变化。在以前，大学生是一
种稀缺的社会资源，人才越少，他们能获
得资源就越多， 就越能从事一些“高阶
层”的工作。 而最近这些年，随着社会不
断发展，我国国家实力的不断增强，全民
普及教育，大学普遍进行扩招，接受高等
教育的国民基数越来越大， 大学生不再
是一种稀缺的社会资源。此外，研究生的

增加也为大学生就业带来了压力。 数据
显示，2022 年考研人数达到了 457 万人，
比 2021 年 377 万人整整多了 80 万人，是
历年来考研人数增加最多的一年。 随着
高层次人才越来越多， 相应的就业市场
却消化不完，研究生不得不向下兼容，挤
占大学生的就业岗位。 就业市场上供大
于求，以前的僧少粥多变成了僧多粥少，
这种供求关系下， 社会上企业的入职门
槛水涨门高， 大学生不再是企业招聘中
被抢着要的一方。

面临着严峻就业形势， 大学生怎么
看、怎么办？ 南宁师范大学 2020 级新闻
学专业的方依依同学选择考研提升自
己。“我的宿舍里六个同学，有四个选择
考研，还有一个选择考公务员。 ”她向记
者介绍道。 她说，“社会对人才的素质要
求不断提高， 要想将来在传媒界这个行
业有所发展，深造是必不可少的。 ”

“在面对选择的时候，我做了几手准
备。一是积极考研，因为考研确实能提高
竞争力，缓解就业压力。 但是，我也会在
准备考研的同时，留着其他的准备，比如
积极去招聘会去面试， 或者向校外意向
单位投简历， 哪怕没有被录用也可以积
累经验，一旦有不错的单位录用，自己也
可以选择就业。 ”

当然， 也有部分同学选择在本科毕

业之后直接就业。 直接就业可以为毕业
生提供一定的经济来源缓解家庭经济压
力， 同时为今后发展提供一段平稳的过
渡时间、 积累实际的工作经验和职业技
能、建立职业网络和社交圈。 但是，直接
就业并非易事，面临着诸多的困难。

南宁师范大学 2019 级学前教育专业
的梁灵如和梁菲仪就实习中遇到的问题
谈到，“在实习中发现同学们在学校学习
了很多专业的理论知识， 但是面对实际
情况， 我们更为缺乏的是实践方面的能
力。”当代毕业生在就业时，如何择业，如
何实现专业与理想的完美融合， 如何把
理论运用于实践， 这也是大学生在就业
时面对的问题。

这几年大学生面临的就业冲击更为
突出。 一是由于疫情影响，2019 级学生
大多时间都在上网课， 在一定程度上导
致学生减少了见习实习的机会， 实践能
力得不到更有效的磨砺。 二是很多企业
运营面临着压力， 从而减少了面向高校
毕业生在内的招聘需求。 三是当前我国
高校毕业生人数不断增加，2022 年的高
校毕业生多达 1076 万人，是我国发展史
上首次突破 1000 万大关的一年。 毕业于
南宁职业技术学院 2020 级泰语专业的
杨倩霞说道：“我在毕业后一直很迷茫，
国内的就业压力真的很大， 因此我选择

去泰国继续学习， 可以的话我想留在泰
国就业。 ”

在诸多影响加持下， 当前大学生在
毕业时确实面临着许多困难和抉择。 在
人生的“岔路口”，准毕业生应该如何做
出抉择呢？

准毕业生平时要多注意搜集各个渠
道的信息， 多与已经毕业的学长学姐们
沟通。 当掌握了足够多的信息后，根据自
己的实际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的道路 ，切
莫好高骛远、也切莫盲目跟风。 大学生最
好在大三甚至大二时就根据自己的实际
情况确定自己的目标， 只有尽早确定目
标并为之努力 ,才能更好地做准备，这样
到了大四面对各种诱惑也就不会轻易动
摇当初的决定， 临近毕业也就自然不会
慌张焦虑。

有一句话说：“学历是铜牌， 能力是
银牌，性格是金牌，理想是王牌。 ”大多数
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总会奢望马上就能找
到一份理想的工作。 事实上很多好工作
是无法等来的， 也许只有一份差强人意
的工作摆在你面前， 如果你已决定选择
从这里出发，那么请好好地沉淀自己，厚
积薄发，就有希望到达理想的终点。 不论
是就业择业创业，还是考公、考研深造，
只要有理想、肯奋斗，相信梦想终将会成
功上岸！

无名草更芳
沈忠芳，1934 年 8 月 24 日

出生，1958 年毕业于北京航空学
院，中国第三代防空武器系统总
指挥。 1992 年 1 月任第三代防空
武器系统总指挥，1993 年 1 月任
B610 总 指 挥 ，1996 年 10 月 任
B611 总指挥 。 他长期从事飞行
器系统设计研究工作，先后完成
车载红缨五号超低空防空武器
系统试验样车、第三代防空武器
系统、B6 系列武器系统等研发、
指挥工作，为国防事业发展作出
了重要贡献。

（图片来源于《人民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