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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了解和观察，现实生活中，在大城市“漂泊一族”的下一代包含着比较复杂

的成分与状况，其中包括那些“北漂”、“南漂”（即那些从大城市高校毕业后，没有去
所分配的外地而在北方或南方大城市找到工作，或是从外地高校毕业后，离开最初
的工作单位而前来北方或南方大城市寻得岗位）的二代。

但是，“漂二代”中在人数上构成主流的，无疑还是那些跟随父辈由农村来到北
京等大城市打工、创业或生活，却依旧脱不掉农民身份的青少年男女们——他们是
名副其实的“漂二代”。由于他们与城市中同龄人的出生环境、成长环境，家庭背
景、社会背景，思想认同、文化认同有较大差异，因而精神上、心理上也存在较大差
异。这个都市中漂泊的群体，是城市快速发展、现代化进程中形成的特殊群体。同
时，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得不高度关注和解决的问题。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长篇小说和中短篇小说多部，长篇小说《漂二
代》系中国作家协会重点扶持作品，2012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入选国
家对外出版工程，并由美国全球按需出版公司在纽约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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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例

我和人家
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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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指出的是，除了被称之为
“漂二代”的农民工二代外，还有从
农村或外地其他城市考入北京各
类院校、毕业后留在北京等大都市
就业，但户口没有解决，被社会上
称为“北漂”、“南漂”的群体，这个
群体也在逐渐庞大。他们与那些
农民工二代相比，学历较高，对职
业、收入、工作环境、生活条件的要
求更高，政治民主意识、参与意识、
维权意识也更强烈。这个群体中
有一部分已经事业有成，在城市有
企业、有房、有车，但户籍仍然影响
着他们的城市身份，让他们仍然为

“漂”的生活状态而焦虑、困惑、不
安、不满。随着时间的推移，每年
都有一批或者说一大批人加入这
个群体。因此，我认为解决他们在

城市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刻不容
缓。让他们与城市同龄人一样公
平就业、自主择业，将有利于从根
本上改变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城乡
统筹发展和社会和谐。以下几点
建议也许值得参考：

■ 建立相关管理机构，统筹
解决“南漂”、“北漂”长期稳定问
题。当然，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必须有一个长远的规划。在我国流
动人口日益频繁的情况下，各地区
各大城市尽管探索出了不同的流动
人口管理办法，但大多带有明显的
地域性，或者说带有短期性，有很多
问题不是一个地区、一个城市的制
度、财力能够解决的。“漂”可以理解
为漂移，几亿人在漂移，国家有必要
建立一个相关机构，统一制定发展
规划，统筹解决问题。

■ 营造良好环境，增加他们
的文化认同感。我们常把文化比
作为“根”，从某种程度上说明了文
化认同的重要性。“漂二代”作为一
个群体，同时连接着乡村与都市两
种生活，农业与工业两种文明。社
区、企业应该把加强文化认同作为
一项重要职责，千方百计引导他们
加快从以自然经济为基础、以血缘
地缘为纽带的农业文化认同，向以
新型生产方式为基础、以新型交往
方式为纽带的现代文化认同转变，
鼓励和促进他们努力提升自己的
文化修养，努力融入城市的文化氛
围中去。

■ 采取切实可行措施，解决
“漂二代”面临的主要困难。“漂二
代”目前面临的主要困难体现在教
育、就业、社保和居住条件四个方
面。教育方面，在教材没实现全国
统一的情况下，应推动实行在属地
学校参加中、高考。就业方面，首
先要把他们纳入就业登记、培训行
列，在招工、招聘等问题上统一政
策，做到公平就业。社会保障方
面，首先把他们中无职业人员纳入
城市低保；其次是对他们中的大
病、伤害等在认证的基础上，妥善
解决。居住方面，在目前条件尚不
具备的情况下，给予他们可以同城
市居民一样享受廉租房的待遇，同
时，各地应加快研究建设新市民社
区的政策。

■ 摒弃沉重的现实枷锁，确
立正确的人生目标。随着时间推
移，“漂二代”中相当一部分人已
经进入谈婚论嫁的年龄。父母在

城市打工多年，有的患上了严重
的疾病，治病和养老的沉重负担
也将落在他们肩头。每一个“漂
二代”都是不认命的，他们都在
以自己的方式奋斗着、抗争着、
挣扎着，他们不屈不挠的抗争所
改变的，将不只是个人的命运，
也是社会的不公平之处。

■ 反思城市情结。面对一代
代人形形色色的城市情结，“漂二
代”也应当适当地做出反思，许
多人是不是正在进行着一种盲目
而迫切的追逐？大多数“漂二
代”的基本生活状况只在自我励
志中略有改善，而加诸在他们身
上的现实窘迫依然得不到很好地
解决，这会使他们失去本不该丧
失的简单的快乐和健康的人生。
年轻人的未来，应该是一种多样
化的价值选择，应该追求多元化
的生存和生活方式，切莫被一时的
压力给压趴下了。

传球、上篮、肆无忌惮地呼
喊……每个周六的晚上，我都会
到北京体育大学的大鹏体育馆来
上一堂篮球训练课。我喜欢在这
里打篮球，因为这里有我的球
友。

我叫葛菲（化名），今年11
岁，在北京一所公立小学上四年
级，我还有一个同样喜欢打篮球
的哥哥，今年上初三。十多年
前，我的爸爸从江苏老家辞职，
来北京创办了一家文化公司。

从我能记事起，家里的条件
不断变好，我感到既高兴又惭
愧，因为我知道爸爸妈妈在北京
打拼有多辛苦，每天晚上他们总
是很晚才能回家。有一次，爸爸
很晚喝得醉醺醺地回来，那天我
一个人在家，爸爸摔倒在了门
口，双手扒拉了半天也爬不起
来，衣服上浸了很多呕吐物，我
用尽了力气也扶不动他，吓得坐
在他身边大哭。这一幕，我一辈
子也不会忘。

最近，我正在学着做些家
务，洗衣、做饭、打扫卫生，我
希望能帮他们分担一点。

大胖是我在班上最好的朋
友，有一次，他忽然跟我说，上
初中他可能就不在北京上学了，
因为他没有户口。回家后，我问
爸爸：“户口是什么？”爸爸沉默了
一会儿后，终究还是没有说话。

前两天，我看到很多家长拿
着红红绿绿的本子在学校门口，
排着长队。大胖告诉我，那是在
给他们马上要上一年级的孩子报
名。我看到一个妈妈挥舞着一堆
材料和保安推搡：“往年要求三
证，今年怎么要五证，这让我怎
么办啊？”

上周是我最开心的一个周
末，因为爸爸妈妈和哥哥陪我一
起去大鹏体育馆上篮球课。哥哥
是我的偶像。他参加了一个叫全
国青少年业余篮球联赛的比赛，
还拿了冠军，得到了去美国训练
的机会。回来后，他跟我说了很
多：那里的孩子打球有多酷，那
儿的球场有多棒。爸爸说已经给
哥哥报了国际班，让他上完两年
的课后直接到美国参加高考。我
将来也要去美国，也要当球星。

爸爸是我的大朋友，可有时
候他很严肃。有一次我问他，为
什么要来北京？爸爸说，北京更
公平，不那么讲关系，只要你有
能力，够努力，就一定有结果。

现在，我每天要上外语辅导
班，妈妈说这对我以后有用。尽
管因为这样，玩的时间变少了，
我还是很听妈妈的话，因为我知
道，我和那些户口在北京的同学
有点儿不一样。

本报记者 彭训文整理

2008 年，我参加国务院研究室 《和
谐社区建设》 课题研究，先后到北京、
上海、广东、河南等地走访了几十个社
区。社区工作人员毫不例外地提到了社
区中的“漂二代”问题，表达了对这个
群体的热切关注和关心。这引起了我的
思考和关注。作为一个作家，切近时
代，关注人生是一种责任。此后，我非
常注意这个群体。在一些洗车铺、饭
店、理发店，甚至在马路上、车站乞讨
的人中，时常可见这些孩子的身影。我
曾经多个晚上在北京北沙滩的马路边上
和那些孩子一起喝着啤酒聊天，也曾经
在洗车时和他们交流。我的中篇小说

《北京户口》、《红夹克》、《红宝马》中的
人物原型就来自于他们。中国作家协会
组织作家定向深入生活，半年中，我在
北京多个城乡结合部、农民工聚集的地
方体验生活，接触了一些“漂二代”，用
感情去体验他们的喜怒哀乐，最后完成
了长篇小说《漂二代》的创作。

我认为，“漂二代”目前的生存境遇
还是比较复杂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

■ 身份尴尬。城市需要发展，迫切
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与消费人口。但是当
外来人口要求享有同城待遇时，却时常
遭遇到城市的拒绝。这一现象的存在已
经很长时间了，就像我的小说 《漂二
代》 中的人物，他们的父母在他们出生
前已经来到北京务工，所以他们中有相
当一部分人在北京出生，也有一部分是
很小的时候就跟着父母来到北京。但是
由于户口不能落在城市，他们在城市的
身份问题却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和父辈
一样，是农村户籍，但人不在农村，离
土不离户；人在城市，却不是城市人，
在城不属城，是一群“漂着的人”。

■ 文化程度相对较低。首先，从受
教育程度来谈，近年来，国家就“漂二
代”子女在城市接受教育的问题做了很
多工作，义务教育问题基本得以解决，
但由于户籍不在属地城市，“漂二代”们
必须回原籍参加中、高考。属地城市与
原籍教材内容、教育质量往往存在差
异，很多孩子以落榜收尾。不愿回原籍
参加高考的，要么就此断了学业，要么
在城市找个专科学校再读几年。有的孩
子回老家勉强读完高中，又回城市来找
父母，就业解决不了就当起了“啃老
族”。其次，他们的文化生活贫困。受户
籍、政府管理成本、社区资源等条件限
制，加上他们自身缺少认同感，很难融
入到社区各种文化生活中去。据有关部
门统计，“漂二代”在社区各种活动中参
与率远远低于城市同龄人。有的对社区
一无所知。

■ 继续教育机会较少，就业相对困
难。属地社区在就业培训、技术培训、
岗位培训方面不太能满足他们的需要，
使他们的文化素质难以提升，这也导致

“漂二代”们往往从事一些技术含量低、
工资少的工作。一些城市在招工招聘中
不公平，明确要求本市户籍，尤其是那
些工作相对稳定、收入高的行业如银
行、国有大中型企业，户籍更是一道难
以逾越的门槛儿。

■ 社会保障缺失。目前，大多数城
市的一代农民工尚未进入城市社会保障
序列，“漂二代”更是望洋兴叹。在参与
社区调研时，我曾在某城市社区告示牌
上看到，在社区无业低保人员的登记要
求中，明确规定户籍必须在本辖区。医
疗卫生保障也是“漂二代”的痛，大多
数从事自由职业或没有职业的“漂二
代”没有医疗卫生保障。其他的各种伤
害保障，比如工伤、交通事故等也都没
有着落。如果碰到意外伤害后的赔偿无
法落实，家中又无力承担，“漂二代”们
就会背上沉重的债务。

■ 不稳定的婚姻状况。“漂二代”
的群体中不仅有农民工，还有年轻外地大
学生的后代。他们并不是农民工，不存在
社会歧视问题。但是，他们跟父辈一样处
于夹心阶层，租得起房却买不起房，除此
之外，这一群体还将面临一个新问题，即
不稳定的婚姻状况。现实的压力会使他们
的婚姻变得更加艰难，还出现了大量的大
龄单身男女。

我在深入生活和调研时了解
到，对于漂泊在城市中占大多数的
农民工群体来说，“漂二代”与其

“漂一代”的父辈是两个迥异的群
体。他们中大多数人从未在真实
的农村生活过，农村对于他们是
抽象的，但城市对于他们这些行
走在外围和边缘的人来说也是模
糊不清的。他们对城市的感情、欲
望与行动呈现出一些与“漂一代”
截然不同的特点，主要表现为以下
几个方面：

■ 对归宿点的认同与父辈不
同。“漂二代”在城市生活多年，基
本适应了城市的生活节奏、生活方
式和生存状态，与父辈挣了钱回
家、将原籍农村作为自己的归宿相
比，他们普遍怀有彻底融入城市的
愿望，很多人坚持“打死也不回农
村”。

■ 受教育程度与父辈不同。
一项调查显示，在 16 岁到 25 岁的

“漂二代”中，初中及初中以上文化
程度的占到了85%以上，相当多是
在城市属地学校读完的，而且不少
人为了改变自己的生存条件和命
运，具有强烈的学习意识。

■ 价值观念和取向与父辈不
同。父辈们常常以贫困的家乡各
种资源条件与属地城市比较，“漂

二代”则以城市同龄人享有的各种
优越资源条件进行比较，因此，其
主流价值观念和取向与父辈截然
不同。父辈们有了些现金收入，能
改变一下农村老家的居住条件、生
活条件就容易“满足”，而他们却会
因收入低而在城市买不起车、买不
起房（有的收入高也因没有城市户

口买不了）而产生“不满”。
■ 对职业的期望与父辈不

同。父辈们通常只关注找工作或
者收入情况，“漂二代”在择业时
则既重视职业特点，又关心工作
收入和工作环境，大多数不愿做
超负荷和环境差的体力劳动。我
在走访时，有的街道社区干部反
映，“漂二代”在就业时表现得

“比较挑剔”，跳槽现象比较突
出。有的一年换几个单位。同
时，他们的市场意识较强，相当
多的人已经成为“自由职业者”。

■ 对生活的追求与父辈不
同。“漂二代”习惯于城市的繁华和
快节奏的生活方式，追求较高的生
活质量。调查显示，“80 后”是一
代消费较高的群体，“漂二代”也在
其中。他们的婚育观与父辈完全
不同。父辈身上一些让城里人讨
厌的不良行为，如随地吐痰、乱扔
垃圾等，在他们这里也逐渐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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