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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回老家浙江温州扫墓，遇到从陕西咸阳
返乡的二姑。二姑 1950 年 17 岁时参军，今年已经
82岁了，虽然耳聪目明，腿脚灵便，可就是从3年前
起，便患了失忆症，许多人和事都记不起来了，甚至
错把亲哥哥认成单位领导。我和她交谈，感觉她一
阵明白，一阵糊涂，好像这世界在她脑中已经变得
日益模糊了，有的甚至成为空白。可就是一件事，她
记得一清二楚，就是当我问她：“您当年参加的是哪
支部队？”二姑未加思索、毫不犹豫、一字一顿地告
诉我：“三野、25军、74师，我在部队医院工作，你姑
父是三营长。”那份自豪，晚辈能够感受得到！

我搜索百度百科，有关词条对中国人民解放
军第25军是这样介绍的：“前身是华东野战军7纵
队。该纵队是由新四军第 3 支队等部发展演变而
来的。1950 年 3 月，接受攻台作战准备，军部从徽
州移驻杭州，73、74师驻温州南北，在港口训练水
手，筹措船只。10月中国派志愿军抗美援朝，上海
方面的9兵团赴朝参战。10月下旬24、25军急速北
调，25军驻沪、宁一线，担任沪、宁线防务，保卫华
东战略要地。1951年2月接到紧急情报，蒋军要袭
击我兵力空虚的厦门岛。5 日（阴历大年三十）下

午，军区命令
25军连夜紧急行动，再次入

闽，保卫厦门。用了一周时间，25 军再
次抵达福建前线，74师随军部驻安溪。两
个月后，军部率74师移师泉州。”

二姑，应该就是在 1950年前后参加了这
支光荣的部队，并随军转战南北，后来姑父还参
加了抗美援朝战役，最后全家落户大西北的陕西
咸阳。如今表哥很孝顺，二姑享受着天伦之乐，一
家人其乐融融。

二姑参军，还经历了一番周折。温州一解放，
二姑就参加了新兵训练营。新兵开拔前一天，奶奶
想女儿，派三姑去叫二姑回家住一天，二姑不回。
三姑很调皮，背起二姑的背包就跑，二姑无奈，只
得跟着三姑回了家。一进家门，奶奶拿出母亲的权
威，大门上锁，硬把女儿扣留了。第二天，四五点
钟，二姑还是溜出了家门，赶到了部队营房，可新
兵们已经在凌晨两三点钟提前开拔了。二姑大哭
了一场。没过多久，二姑哭得更伤心了，因为消息
传来，那支部队过江时，遇到敌机轰炸，全都牺
牲了！小伙伴的牺牲没有吓住二姑，后来她还
是毅然决然地参军了。

二姑的经历是许多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年
轻人的共同人生轨迹。由此上溯，一十年代，
救亡图存，三十年代，上战场，打东洋；由此
下视，五六十年代，建设边疆，八九十年
代，改革开放，进入新世纪，创新创业。

百年华夏，中国青年，与时俱进，
在战斗中成长，总有新

的担当！

青年人是最有活力和干劲的一群人，也是最
容易感受到理想与现实冲突的人群。正所谓，“理
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已经退休的媒体人凌桨，就曾在大西北感受到迷惘与
困惑。赶上上山下乡的他，经常躺在草原上仰望天空，问自
己“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那个时候还没有恢复高考，像
他一样的知识青年，只能在劳作的间歇捧起书挑灯夜读，延
续着心中梦想的微光。

走入公务员队伍不是件易事。家里辛苦供养出名校大学
生，毕业之后跑到家人看不到的西部，拿着和留在城市的同
龄人相比微薄到可怜的薪水，这种抉择，曾经在无数个深夜
里让宗立冬这样的年轻人苦恼。

每个年代的年轻人，都曾这样感受到生活的压力和重
负。很能说出“80后”心声的一段自嘲式表述是：出生时赶
上婴儿潮，上大学时学校收费了，毕业时不包分配了，工作
时发现房子贵了，媳妇也娶不上了。在逐渐步入社会的“90
后”那里，生活压力也是一样。

和凌桨一样的恢复高考后的首批大学生蒋述卓，现在已
经是暨南大学的党委书记、副校长。回忆起上大学时的经
历，他说：“当时大家真是为了中国梦去钻研、去学习的，

‘为中国崛起而读书’这句话扎根在心里，每天教室、自习
室、宿舍里很多人都在学习，宿舍熄灯以后还要讨论到十一
二点。”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希望。100年前的青年，面对的是
“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也同样拥有扭转乾坤的机会；60多年
前的青年，面临的是百废待兴的国家，同样拥有建设一个新
国家、将事业写在人类历史上的机会；30多年前的青年，面
临的是体制转轨的巨变，同样拥有商界沉浮的机会；今天的
青年，面临的是处在历史转型期的社会，而他们拥有的机

会，也
一样为前
人 所 艳 羡
——没有门槛
的创业，更受尊
重的多元选择，
日新月异的技术
条件，和与世界相
联的互联网。

“‘两个一百年’是大历史，是千百万人的奋斗事业。
现在还在学校的大学生，到2020年全面小康时，很多还不到
30岁，可以全程参与这一过程。每一代青年都有每一代的机
遇和机缘，每一代都应在时代的大潮中塑造自己的人生。现
在的年轻人处在物质生活相对好一些的时候，但也要把负重
前行，当成一种修炼。在泥沙俱下的信息洪流中如何不迷
茫，找到自己想做的事情，是青年人的当务之急。”在接受本
报采访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韩毓海说。

“广大青年对五四运动的最好纪念，就是在党的领导下，
勇做走在时代前列的奋进者、开拓者、奉献者，以执著的信
念、优良的品德、丰富的知识、过硬的本领，同全国各族人
民一道，担负起历史重任，让五四精神放射出更加夺目的时
代光芒。”去年的五四，习近平这样说。

不知不觉间，最年长的“90 后”已是 25 岁，到晚婚晚育年龄了。而我们的舆
论，似乎还没准备好接纳他们进入成年人的世界，在讨论这一群体时的用词和语
境，仍把他们当成没长大的群体。

这是正常的。“80后”也曾面对过这样的状况。笔者还清晰记得，就在几年前，
人们说起“80后”时，用词都是没有担当、不负责任、没吃过苦之类。总而言之，
这帮年轻人从小就是祖国的花朵，但怎么看都没有“结果”的迹象。

上一代不放心下一代人，是历史上最常见的现象之一。我还记得曾在一家报社
实习，连报社司机都感慨说，如今的记者真是一茬不如一茬，当时听了愤愤不平。
好在如今新媒体时代到来，事实证明年轻人很能干，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做不
到，媒体的变革，开路先锋正是年轻人。

印象中，“80后”整体的形象转变，出现在 2008年。那一年汶川大地震，举国
哀痛，一方有难八方驰援。在前去支援的队伍中，“80后”大军浩浩荡荡横无际涯，
年轻而稚嫩的肩膀，扛起了无数的希望。那一年，最年长的“80后”才28岁。

年轻人要证明自己，不需要特定的契机，生活中处处需要年轻人的担当。
“90后”已经表现出了明显的不同。他们风格前卫，个性独特。他们所喜爱的东

西，即使对许多“80后”来说也已非常陌生。他们在媒体上的形象，比“80后”更
为洒脱自如，租房不买房，工作是为了取悦自己，等等。

一代人有一代人该吃的苦。非要强迫“90后”去吃一下“60后”吃过的苦，以
此证明他们的成长与成熟，那是强人所难，根本不可能实现。正如“迷惘的一代”
与“垮掉的一代”身处不同的大环境，“80 后”与“90 后”也有着不同的人生经
历，最终都会成熟，最终都会有所成就。上一代人对下一代人不切实际的期望，终
究会淹没在时间的洪流中。

但时代的重任终会落到年轻人身上的，无论以何种形式。“90后”有自己的中国
梦，具体而真实，“80后”不必羡慕，“70后”乐观其成，“60后”可以相助，但不
能强迫他们去接受自己的意志。

必然会发生的事实是，如今看上去尚显稚嫩的“90后”，
以后就是政府、公司与乡村里的顶梁柱甚至带头人。但在走
到那一步之前，他们仍需磨砺，需要主动担当，挑起自己的
那根扁担。任何客观的历史进程，都会因人的主观积极性而
变得不同，“90后”们会如何选择，值得关注，更值得期待。

“90后”，该你了，这是最好的时代。

时钟往前拨100年。
那一年的中国，袁世凯接

受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
引发从学生到工人的全国性抗
议；年底，已经是中华民国总
统的他，在一套繁文缛节之后

称帝，引发蔡锷、唐继尧
等人的“护国运动”。

那一年的世界，描写
一个青年的英雄一生的
《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作
者罗曼·罗兰获得诺贝尔
文学奖，意大利则退出

三国同盟，与奥地利
开战。

同 样 是 那 一
年 ，《新 青 年》创
办 ，“ 德 先 生 ”、
“赛 先 生 ”两 面

大旗，成为引领一代中国青年
的精神旗帜。

历史的风尘褪去，一些
光辉的名字重新露出年轻的
面孔。

1915 年，创办 《新
青年》 的陈独秀 36 岁。
两年后在这本杂志上发
表 《文学改良刍议》 的

胡适，当时只有 24 岁；3
年后，写下 《布尔什维

克的胜利》的李大钊，
时年只有 26 岁。而

当时的鲁迅，也不
过 34 岁 。3 年

后，从精神
苦 闷 中

走

出的他，写下振聋发聩的《狂人日记》。
而在那个风云际会的年代，从《新青年》中汲

取养分的青年人中间，也有后来的开国领袖。1915
年，毛泽东22岁，周恩来和刘少奇都是17岁。

4 年之后，1919 年，当《凡尔赛和约》的消息传
来，大批青年学生走上北京的街头，为未来的一个
世纪定下了一个纪念的日子：五四。

这其中，19世纪的那一批“80后”、“90后”已经
成为历史的生力军。后来，他们参加护法运动、北

伐战争，又有
人成立中国共
产党，经历土
地革命、抗日
战争和解放战
争，建立了新
中国。

时钟往前
拨65年。

1960 年 ，
25岁的王富洲
和25岁的屈银
华，首次从珠
穆朗玛峰的北
坡登顶，实现
了人类历史上
的极限突破；
同一年，32 岁

的杨贵带领 10 万林县人民，以“重新安排林县河
山”的勇气和壮志，开始在太行山的悬崖峭壁间开
凿红旗渠；也是那一年，37岁的“铁人”王进喜在玉
门油田的会战上，喊出了那句著名的“宁可少活二
十年，也要拿下大油田”。

时钟往前拨20年。
1995年，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召开，提出实

现“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关键是从计
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那一年，31岁
的马云在美国认识了互联网这个新事物，33岁的
俞敏洪刚刚走过创办新东方后的 2年，39岁的黄

怒波则从官场“下海”，创办中坤投资集团。
时间的流逝里，每一代青年都曾有过不

同的梦想。毛泽东那一代人，胸怀的是救
亡图存的理想；杨贵那一代人，投入

的是改天换地的新中国建设事业；
马云那一代人，则敏锐地捕捉在

时代洪流中弄潮的机会。
共同的是，他们都曾

是青年。

青年，是常有常新的。无论现在是什么年龄，你一定曾经、或正在、或即将经历自己
的青年时代。

今年，是《新青年》创刊一百周年。一百年来，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人前赴后继，在不
同的历史时期，扛起了属于自己的历史使命和担当，品尝着属于自己的磨难和成就。

人物和事件的河流，就是历史。而人类社会之所以让人觉得充满希望，就是无论时间
如何流逝，总有那么一群人是青年，他们年轻而有朝气，充满理想和行动力，像是挂在天
空永不凋落、每天都升起的八九点钟的太阳。

时光进入2015，在这个有节点意义的年份，青年节又即将到来。毫无疑问，“80后”、
“90后”正在登上历史的舞台。而时代，也已经赋予他们不同于前人的使命和职责，光荣与
梦想。

29岁的张进荪，最近过得前所未有地踏实。
从北大毕业的头三年，他在一家外资咨询

公司工作，“每天昏天黑地地忙”。现在的他，
则每个月从公司拿 2500 元钱，住在公司出钱租
下的一居室里。

“我是个超穷的 CEO”。张进荪说，自从决
定拉队伍创业，银行卡里的钱就一天比一天
少，但是梦想却一天比一天明晰。到现在，他
的公司已经初具雏形。

这支拥有 6人的联合创始人团队，平均年龄
30 出头。他们大多有过在大公司打拼的经验，有
着不同的教育背景与工作履历，却有一个共同的
特点——内心实在无法对汹涌的创业机会说不。

“总理说要全民创业，激发大众创业和创新
的热情。看到市场机会，我们就决定做了。”张进
荪说。他的梦想是做属于中国年轻人的茶叶品
牌，并“像星巴克一样把茶馆开到世界各地”。

24 岁的“90 后”邰楠，已经有了丰富的创
业经验。在大学中就成功掘到“第一桶金”的
她，现在则看到了传统文化复兴和文化产业发
展的机会，开始和几个朋友一起做面向儿童的
国学教育和文艺作品项目。在她眼中，“创业并
不是一个需要挣扎许久的艰难决定，对于一个
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来说，可以说是没有什么可
失去的，为什么不尝试着去做一件属于自己的
事情呢？”

和张进荪同样是北大毕业生的陈蒙，则选
择了另外一条路。这个从云南农村走出的年轻
人，一直对西部农村有着很强烈的兴趣和使命

感。于是，他选择来到广西农村，从最基层的
村镇做起，成了一名普普通通的选调生。

“当初很多人都不理解，但我觉得基层至少
可以做一些实实在在、自己直接看得到效果的
事情。很多同学说到基层可能把一个人毁了，
一辈子当个科级干部就到顶了。我当时的回答
是，一辈子即便只呆在基层，也应该能混到一
个镇长、书记，那么，就有了一个实现自己想
法的平台，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把一个乡镇管
理、发展得很好，也很不错。”陈蒙说。

现在担任崇左市江州区驮卢镇镇长的陈
蒙，坦言刚来的时候非常“不适应”。刚到基
层，语言、习俗都有差异的他，一直觉得很难
与干部群众打成一片。

“尤其是2012年，领导让我负责计划生育服
务站的工作，用大家的话来说是‘年轻仔没结
婚就抓计生’，同学也笑话我‘干起了原来口诛
笔伐的工作’。”陈蒙说。

事在人为。那些曾经“一开口就觉得脸红
的话”，陈蒙慢慢也就“业务熟了、脸皮厚了、
胆子大了、嗓门粗了”，让当地干部开始认同，

“北大毕业的也跟我们一样”。
陈蒙只是全国为数众多的选调生中的一

个。他们知道，现在的国家，最需要有丰富基
层经验的干部，而自己的所学，也需要在实践
中不断修正和打磨。而像张进荪和邰楠一样投
身创业大潮的，在城市中就更如过江之鲫。

不同的选择，听从的是共同的内心梦想，
扛起的是共同的时代担当。

激情燃烧岁月里

的青春无悔
严 冰

“90后”，该你了
刘少华

一
代
人
有
一
代
人

的
担

当

“五四”青年节临近，4 月 29 日，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同学在课
余演讲排练。 王汉超 程 博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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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9 日，江苏仪征组织青年干部开展“军事一日”活
动，以此纪念国际劳动节和五四青年节。 周晓明/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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